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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发布

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
本报记者 张丽

到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学前教育入园率>90%；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

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99%；
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接受专业教育比例达到85%；

义务教育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96%；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85%；
引进1—3所高水平大学；
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达到16%；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标优良率＞70%；
国际学校数量达到10所；
智慧校园覆盖率＞85%；
绿色学校达标率＞70%；
平安校园达标率达到100%。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主
要目标，提出到 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高质量教育

体系全面构建，教育现代化持续向更高水平迈进，建成首
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示范区、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引

领区、教育开放融通先行区和京津冀教育协同
发展先导区。

新增幼儿园学位新增幼儿园学位 44..88 万余个万余个，，中小学学位中小学学位
22..66万余个万余个。。

完成完成8989所中小学操场改造提升所中小学操场改造提升，，4949所幼儿所幼儿
园活动场地改造更新园活动场地改造更新。。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为主的办园体系基本形成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为主的办园体系基本形成，，学前三年入学前三年入
园率超过园率超过909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8888%%。。义务教育巩固率义务教育巩固率
和就近入学率均达到和就近入学率均达到 9999%%以上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于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于
9999%%，，平安校园达标率达到平安校园达标率达到100100%%。。

市区两级共同发力市区两级共同发力，，东城区的北京二中东城区的北京二中、、北京五中北京五中、、景山学景山学
校校、、北京一幼海晟实验园北京一幼海晟实验园、、北京五幼北京五幼，，西城区的黄城根小学西城区的黄城根小学、、北海北海
幼儿园幼儿园，，海淀区的人大附中海淀区的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首师大附中、、北理工附中北理工附中，，市教委直市教委直
属的北京学校属的北京学校、、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北京第一实验中学等一大批北京第一实验中学等一大批
优质教育资源密集落户副中心优质教育资源密集落户副中心。。

成立了以潞河中学成立了以潞河中学、、运河中学运河中学、、永乐店中学永乐店中学 33个示范高中为个示范高中为
核心的教育联盟核心的教育联盟，，启动了启动了1414个中小学教育共同体建设个中小学教育共同体建设，，实现学校实现学校
间的资源共享间的资源共享、、协作共进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协作共进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覆盖副中心所覆盖副中心所
有学校的优质资源网基本构建有学校的优质资源网基本构建。。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推动建立家长志愿服务、家长
义工等机制，加强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
开展家庭教育示范校和家庭教育工作室创建工作。家校协同
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

整合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博物馆、科技馆、档案
馆、体育场馆等社会文化机构资源支持教育。

将数字教育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引导各
类学校与平台型企业合作开发在线课程、个性辅导等优质线
上教育产品，支持优质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参与中小学线上课
程建设。

积极扩大教育开放合作，优化国际学校布局。加快推进北
京学校国际部、北京第一实验中学国际部、德闳学校、凯文学校
等一批国际学校建设，推动现有国际学校改造升级，培育具有
影响力的国际教育品牌，加大国际教育供给。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推动学校与沿
线国家学校广泛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增加学生境外学习、实习
机会。

在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方面，整合利用社会文化机构，不断
扩大学习场所和教育资源。培育打造一批市民终身学习示范
基地、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培训机构）和品牌项目。建成覆
盖全区的终身学习网络中心，打造智能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
台。把老年教育办到家门口，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就便、优质多
元的教育服务，培育一批老年学习示范校（点）。

“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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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 学前教育

副中心将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园，加强对公办幼儿园新建、
改扩建项目的支持，严格执行新建居住区幼儿园配建标准，支持
公办幼儿园通过租赁场地等方式举办分址、分部。鼓励社会力
量办园，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进一步完善普
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通过购买服务、综
合奖补、减免租金、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方式，支持普惠性民办
园发展，并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补和支持
的重要依据。

探索多种形式的办园发展模式，通过优质园设立分园分部、
委托管理、集团化管理、联盟、拉手合作等方式，带动更多幼儿园
共同发展。

关键词2 义务教育

加大资源统筹配置力度，促进中小学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
均衡配置，满足适龄儿童入学需求。重点推进第一实验小学（杨
庄校区）、景山学校通州校区、物资学院小学、物资学院中学、乔
庄中学、文旅区小学、文旅区中学等一批新建工程，重点推进玉
桥小学、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甘棠中学、郎府中学等改扩建工程，
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在强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方面，将加快首师大附中通州校
区、景山学校通州校区、第一实验学校、黄城根小学（召里校区）
等已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项目的建设。再引进一批中心城区优质
教育资源进驻副中心。实施提升百年校、挖掘特色校、扶持农村
校、保障优质校工程，培育一批本地优质品牌学校。

同时，推动优质教育集群发展。深化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
学、城乡一体化办学、学区制管理、教育联盟、校际联盟等改革试
点工作，以强带弱、以城带乡，积极探索以多种形式扩大和延伸
优质教育资源。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组建纵向跨学段、横
向同学段的教育集团，开展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实现集团内学生
联合培养、贯通培养，探索小初、初高衔接一体化教育，进一步优
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

在促进学校特色发展方面，鼓励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和教育
科研部门、社会机构参与和支持中小学发展，通过协作共建附属
学校、艺术家工作室、体育俱乐部和派遣外语教师等多种方式，
促进学校特色发展。

在推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方
面，则提到统筹课内课后两个时段，对学校教育教学安排进行整
体规划，全面系统构建学校育人生态。严查各类违规培训和侵
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关键词3 普通高中

扩大优质高中办学规模，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加快推进第
一实验中学、北京学校建设，积极引进中心城区优质高中进驻
副中心办学，扩大优质高中规模。

制定副中心课程实施方案，学校根据办学基础、特色优势、
发展方向制定具体课程实施计划。创新课程管理方式，落实学校
课程自主权，鼓励开设人文、科技、数理、艺体、语言以及普职融通
等领域选修课程，以课程为核心凸显学校办学特色。

有序推进选课走班，依据学科人才培养规律、高校招生专
业选考科目要求和学生兴趣特长，结合招生大数据分析，指导
学生科学选课。

实施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专项支持计划，以品牌学校
建设为切入点，发挥市级扩优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学校
基础条件、发展环境及传统优势，找准办学定位，确定特色发展
方向，实施“一校一策”。

关键词4 特殊教育

扩大学前特殊教育学位供给，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办学质量，加快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阶段特殊教育。加
强自闭症基地和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建设，为有特殊需求的少年
儿童提供适宜的教育。加强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康复机构、教
育机构的合作，通过共建实验室、研究中心等方式深化相关研
究，为残疾少年儿童提供精准、优质的专业服务。积极探索重
度、极重度残疾少年儿童送教上门模式。

聚焦发展
建设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区

关键词1 育人体系

挖掘大运河文化教育资源，做好大运河文化教育传承的研究与实
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校建设。

探索适应新场景的教学方式。加强智慧教室、智能教学助手、人工
智能教师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优化教学组织方式，推动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

加强对学习认知和学习行为规律的研究，积极发展基于数字教育
的“翻转课堂”，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推动教育教学方式由

“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促进学生自主有效学习。
丰富学校体育供给，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配齐配强体育教师，

健全竞赛活动体系，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体育社会组织为学生提
供高质量体育服务。注重培养学生运动兴趣，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基本掌握2项运动技能。

围绕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大力实施奥林匹克教育行动
计划，全面推进冰雪进校园，组织开展中小学冰雪比赛，引导学生参与
冰雪运动。

大力推进校园足球工作，探索小学、初中、高中 3个学段相互衔接
的足球教学内容和方法。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体系建设，定期开展中小学生视力
监测和干预。合理安排课程与活动，增加户外活动和锻炼，坚决遏制中
小学生肥胖检出率的增长趋势。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将音乐、
美术、舞蹈、戏曲、戏剧和书法等纳入相关课程体系，实现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基本具备1项艺术爱好。

加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必修课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
建立区校两级劳动教育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内外劳动实践活动，探
索具有副中心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

关键词2 职业教育

高水平建设17个骨干专业与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重点建设10个以
上资源共享，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工作岗位于一体的职业教育
实训基地。探索建设工程师学院和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鼓励和支持
行业企业建设或参与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鼓励学校与企业合作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支持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全过程，根据岗位和人才需求，进行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订单班试
点。鼓励学校与企业共建教师队伍，实行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工程技
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双向聘用。

关键词3 高等教育

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力度，加快推进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
区、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促进副中心高等教育
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强与在京高校、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在教育培训、科研创新、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与副中心发展紧密对接。

关键词4 教师队伍

打造具有副中心特色的干部教师分层、分类、分岗培训体系。建立
培训学分银行，逐步实现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课程衔接、学分互认。

开展“教非所学”教师轮训，鼓励参加学历补偿教育，补齐学科专业
知识短板。

建立教师境外培训基地，加强与国际教师培训相关机构交流合作，
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教师。继续实施“运河名师发展工程”，
培养造就一批卓越型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

深入推进校长（园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鼓励到乡村学校和一般
学校交流。

夯实基础
建设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示范区

共建共享
建设教育开放融通先行区

互利共赢
建设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先导区

强化与中心城区的联动发展，推进与北三县一体化发展。
支持中心城区优质校在副中心跨区域集团化办学，建设

与本校资源共享的一体化校区。加快建设中国人民大学通州
校区，支持高水平大学到副中心办学。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北三县布局，鼓励跨区域合作办学、
建立分校区等方式，促进潞河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向北三县
流动延伸。

落实通武廊教育协同发展协议，深化通武廊基础教育共
同体建设，深化通武廊中等职业学校联盟和幼儿园联盟建设，
探索共建共享职教园区和实验实训基地的方式途径，定期举
办职业教育论坛，开展通武廊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探索开展与
副中心、武清、廊坊等京津冀企业的校企合作，促进校企深度
融合。

加强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宝坻、唐山教育交流合作。推动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取长补短、资
源共享、共同进步。

到到20252025年年，，城市副中心高质量教育体系将全面构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教育体系将全面构建，，教育现代化持续向更高水平迈进教育现代化持续向更高水平迈进。。图为去年正式投用的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新校园图为去年正式投用的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新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