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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汇教育走过了继往开来、领先发展的“十一五”。

十年前，区委、区政府确定了构筑基础教育新高地的战略目标。其根本目的

就是要求徐汇教育能够继续走在上海教育的前列，要求徐汇教育能够继续成为

人民群众的首选。

当徐汇教育人站在“十二五”的起跑线上，回首难以忘怀的“十一五”，他们感

到无比的自豪和由衷的感慨！徐汇教育实现了十年前的庄严承诺，我们没有辜

负领导的重托和人民的期待，徐汇教育继续保持着上海基础教育的优势地位。

“十一五”是新世纪前十年的第二个五年。五年前，徐汇教育提出了“建设以

徐汇教育品牌为标志的、优质充分的基础教育体系和以学习型城区为标志的、开

放多样的终身教育体系，率先基本实现徐汇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五年来，

徐汇教育坚持适度超前的方针，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完善了现代化的教育新体系。徐汇区是我国东西方文化交汇最早的地

区之一，文化积淀深厚，教育资源丰富。进入新世纪后，徐汇区区委、区政府提出

了率先基本实现徐汇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向社会庄严承诺：为每一个学生

提供充分、优质的教育。区域性实现教育现代化在当时是一个新命题，如何兑现

政府的承诺，成为了徐汇教育人跨入新世纪后面临的新问题。２００３年，徐汇教育

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了《创建区域性现代化教育新体系》的课题，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简称ＡＰＥＩＤ）的实践研究计

划。作为中国第一家地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徐汇教育局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亚太地区教育局的“联系中心”。通过七年执著的奋斗，到“十一五”末，徐汇区

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形成了优质、充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特别在全纳性方

面，全区９５％以上的０～３岁婴幼儿及其家长在社区接受早期教育指导；３～１６
岁智障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实现“零拒绝”；为１６～１８岁智障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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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初等职业教育；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随迁子女全部纳入公办学校

体系就读。社区教育被教育部命名为首批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建立综合高中

和校企合作的职教集团，构建普职互通的学制通道。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

占７５％以上，新增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５年。

推进了“南北”教育均衡的新进程。１９８５年开始，徐汇区逐步扩大新城

区，区域面积从１３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５４平方公里。区域扩大后，徐汇教育

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南北”二元结构的新老城区显著差异。徐汇教育人以顽强

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怨天怨地，不轻言放弃，历经２５年，通过实施“长桥

教育工程”、“中小学校达标工程”、“加强初中建设工程”、“示范性学校建设工

程”、“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小学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始终不渝地“建峰填

谷、提升底线”，到“十一五”末，形成区域“南北”教育资源总量、各类学校布局和

优质学校分布与人口数量、分布和居民教育需求基本均衡的局面，完成了区域

“南北”教育质量、学生发展潜力和教师专业素养优质均衡的历史使命，为上海解

决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均衡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样本”。“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

改革办学体制，６所原公立转制学校转制为民办学校，形成了民办学校和公办学

校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改革学校管理模式，委托上师大附中、上海市实验

学校和向阳小学等办学品牌管理龙华中学、梅陇第三小学和张塘小学等薄弱学

校；实施校际联动，促进区内３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带动３所普通初中协同发

展。完成新建了南模中学、中国中学、世外中学、华育中学、华泾小学、启新小学、

紫薇幼儿园等项目，修建了徐汇中学、市四中学等百年老校，改扩建了西南位育

中学、上海信息管理学校、世外小学、逸夫小学、爱菊小学、科技幼儿园、上海幼儿

园、机关建国幼儿园、五原幼儿园等品牌学校。新增教育资源逐步向区域南部拓

展和集聚，改变了区域“南北”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促进了素质教育的新发展。“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尊重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实施

主体性德育，不断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坚持将德育贯穿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落

实学科德育，把德育落实到新课程的三维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不断提

高德育的有效性。深化课改，提高教学有效性。坚持“聚焦课改、决战课堂”，以

上海市重点课题“区域性实施新课程的策略改进”为抓手，推进课程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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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校为本的新课程实施和减负增效策略，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学

质量不断提高，始终保持全市领先的地位。坚持“健康第一”，严格落实“三课二

操二活动”课时计划，确保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实施“光启行动计划”，建

立高中生创新教育基地。广泛开展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被教育部命名为全

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示范区”。

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教师培养新机制。“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按照

“聚焦人才、成就教师”的思想，尊重教师发展规律，创新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教师

队伍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专业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关注“名师”成长轨

迹，针对教师的不同发展阶段完善了各级各类骨干教师的选拔、培养、管理、考评

和激励机制，形成了区、校骨干教师和骏马奖、耕耘奖、育人奖、学科带头人、高技

能人才、拔尖人才、领军人才、特级教师等培养和评审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可持续

发展的骨干教师“金字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组建了教学指导团、名师工作

室、骨干教师高研班、学科基地等骨干教师培养培训的新模式。开展教师发展达

标校和教师发展示范校评审，积极发挥学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有４位特级校长、特级教师领衔主持了“上海市名校长名师培养基地”，新评“上

海市特级校长”７人，“上海市特级教师”１１人，９３名校长、教师成为上海市普教系

统名校长名师后备人选，获得区领军人才、区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区高技能人

才称号１８３人次。完善教师绩效工资制，改善教师待遇，徐汇区中小学教师平均

工资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８７万元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８２万元，增幅达８４％。

形成了区域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十一五”期间，徐汇区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的方针，完善了区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主管的区域教育发展新机制。切

实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优先发展的支持力度，教育投入稳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幅度，教育经费总额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７９８４万元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０３６９万元，增

幅达５７７７％；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从２００５年的６６９７１万元达到２０１０年的

１３８５３６万元，增幅达１０６８６％。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全区新增学校占地面积

２９５００４平方米，新增校舍建筑面积２９８８５２平方米。坚持区域统筹的思路，采取

规划引领的方法，加强对徐汇教育的统筹领导。先后建立了徐汇区社区教育委

员会、学习型城区建设指导委员会等非常设机构，形成了区域性的职业教育工作

联席会议、学前三年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和校园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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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跨部门、跨行业、跨体制的区职业教育集团，充分调动了区域内各部门、各街

镇、各行业的资源优势和行政力量，形成了全区重视、关心、支持教育的良好

局面。

“十一五”是新世纪头十年的关键五年，我们有幸见证了徐汇教育在这五年

中经历的风风雨雨，携手相伴走过的坎坎坷坷。为了永远记住“十一五”波澜壮

阔的美好岁月，作为过来人，徐汇教育的同仁们以真情真意记录下了这五年的曾

经往事。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五年是沧海一粟；在人生的拼搏经历中，五年是

浓彩一笔。作为这五年在任的教育局长，能够亲自参与几十代教育人梦寐以求

的实现现代化的攻坚战，我感到荣幸之至。编撰徐汇教育“十一五”的蓝皮书，是

对过去五年工作的认真总结，也是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深刻反思。此书能够付梓，

既要感谢徐汇教育每一位同仁在过去的五年中，为了实现徐汇教育领先发展的

目标而付出的辛劳，更要感谢每一位作者饱含对徐汇教育的赤诚之心撰写的这

些真情实录。

我们期望这些实录的“回眸”，能够使“十一五”的经历者岁月难忘，能够使

“十二五”乃至未来更多五年的后来者传承发展。徐汇教育生生不息、永葆青春

的制胜法宝，就是一代又一代教育人传承好接力棒，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在

“十二五”开局之年，谨以此书激励徐汇教育人再接再厉，创新驱动，“优化适合每

一个学生终身发展的教育之路”，实现徐汇教育的科学发展。

因为时间短促，水平有限，难免有欠妥之处，敬请指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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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坚持以适度超前发展为方针，以内涵发展为重点，

以均衡发展为抓手，以人民满意为目标，努力构建和完善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两

大体系，加快推进徐汇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全面完成了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

划确立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回顾“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的发展，我们发现：最显著的特点是“创新实践，

注重质量”，千军万马齐上阵，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建峰填

谷，提升底线”，深化内涵，注重质量，推进徐汇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最明显的变

化是“统筹协调、优先发展”，形成了全区重视、关心、支持教育的良好局面。徐汇

教育“十一五”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为“十二五”教育的创新、跨越、转型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全面、客观、科学、详实地反映“十一五”徐汇教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展

现教育事业发展的奋进历程，弘扬徐汇教育工作者投身改革、勇于创新、乐于奉

献的精神，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明确徐汇教育“十二五”发展努力的方向，更好地

为徐汇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教育党工委和教育局研究决定编撰《徐汇教育

事业“十一五”发展报告》蓝皮书。

编撰工作于２０１１年初启动。因教育督导室在２０１０年曾承担了《对徐汇区

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工作，因此，编撰工作交于教育督

导室负责完成，具体由教育督导室主任胡占才全面负责策划、设计和组稿工作。

徐汇教育“十一五”改革与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很难由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来完

整总结和全面阐述。在编撰的总体策划和设计过程中，我们多次讨论、不断调

整。基于“蓝皮书”一般具有对某个专门问题的特定评价及综合研究报告性质，

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另外，我们预想形成徐汇教育系列丛书，因此，我

们编辑此书采取了《徐汇教育蓝皮书》形式进行编撰工作。

《徐汇教育蓝皮书———徐汇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报告》分为六大篇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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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篇、终身教育篇、素质教育篇、队伍建设篇、综合改革篇、保障措施篇，共５５
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都是由教育局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撰写，并根

据教育事业发展报告的要求，对每个专题在“十一五”期间，就“怎样想”、“怎样

做”、“做的成效怎样”，作了完整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发展的阐述。另外，每一篇

专题的审稿工作都由教育局分管局长和相关领导亲自完成，更体现了内容真实

性、分析客观性和总结科学性，更显示了《蓝皮书》所具有的专题报告的权威性，

对徐汇教育“十二五”改革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

本书能成功付梓，首先要感谢“十一五”期间为徐汇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贡

献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为编写本书，教育党工委和教育局多次召开会议，专题

听取工作汇报，进行专题研究布置。党工委书记王懋功为编写本书到教育督导

室进行专题调研，为每个专题的确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并为本书作序，在

此深表谢意。

因出版时间匆忙，为能按时交稿，各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分管审稿的领导都

投入了极大精力并给予了热情支持。此外，每个专题的选择和组稿、统稿工作艰

巨而繁重，教育督导室倪培人、戴美晶、石建柱、陆玉琴、杨欢琴、范建军、孙黎、叶

朝晖等为此付出了辛劳和汗水，同时，参与审稿和统稿的还有俞海燕、王健、许敏

老师，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值此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徐汇教育同仁，献给关心徐汇教

育发展的各界人士，谢谢。

２０１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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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市教委和市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根据科技兴市核心区

的区域功能定位，按照“适度超前、统筹规划、弘扬内涵、提升品牌和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构建和完善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两大体系，加

快推进徐汇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较好完成了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确立的

各项目标和任务，充分满足了徐汇百姓对教育的需要。现对实施情况评估如下：

一、总体评价

徐汇教育“十一五”以来，坚持以适度超前发展为方针，以内涵发展为重点，

以均衡发展为抓手，以人民满意为目标。通过坚持不懈地对教育品牌的塑造，教

育整体发展水平达到上海市２０１５年教育现代化的指标要求。

１坚持优先、适度超前，实现基础教育优质与协调发展

五年来，徐汇全面提供优质多样的学前教育，保持幼儿入园率为１００％；适龄

少年儿童都能接受公平而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保持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为１００％，

形成“全纳型”的特殊教育体系，义务教育阶段残障少年儿童入学率达到１００％；

基本实现优质有特色的高中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为９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有机渗透，普职比保持在６５∶３５；充分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的权

利，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费和高中阶段“两免一补”。在徐汇就读的国外和

境外中小幼学生５２１３人，占全区学生总数比例达到６％的目标基本实现，形成

了有序的教育对外交流和开放格局。“十一五”以来，徐汇教育达到了发达国家

的教育普及水平。

２扩大资源、统筹协调，实现社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五年来，徐汇区建成了由区、街（镇）和居民教学点组成的三级社区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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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初步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格局。婴幼儿早期教育普

及率达９５％左右，普遍提供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服务与指导；中小学生接

受校外教育的参与率达１００％，青少年校外教育达到先进水平；居民子女接受高

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７５％。整合区域教育资源，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职

业培训新体制，职业培训普遍开展，全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５年。

老年教育和社区居民的闲暇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和学习

型活动的比例达到６０％，充分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十一五”以来，徐汇终身体

系基本形成，实现了社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表１　“十一五”徐汇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达成对照

序号 指　　　标
“十一五”

指标

２０１５年上海

规划指标

当前达到

目标

１ ３～６岁儿童入园率（％）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２ 义务教育阶段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６％ １００％

３ 高中阶段入学率（％） ９８％ ９８％ ９８％

４ 普职比 ６∶４ ６５∶３５

５ 义务教育阶段残障少年入学率（％） １００％ ９７５％ ９９％

６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普及率（％） ９０％ ９５％

７ 中小学生接受校外教育参与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８ 居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７０％ ７５％

９ 全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１５年 １４７年 １５年

１０ 中小学校园网连通率 ９６％ １００％

　　３深化内涵、注重质量，促进了素质教育的新发展

五年来，徐汇教育坚持尊重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实施主

体性德育，不断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坚持将德育贯穿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落实

学科德育，不断提高德育的有效性。坚持“聚焦课改、决战课堂”，以区域性推进

课程和教学改革，形成了以校为本的新课程实施和减负增效策略，增强了课堂教

学的有效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五年间，徐汇教育每年的中考成绩均保持全市

领先地位，高考“三线”每年均在全市名列前茅。坚持“健康第一”，严格落实“三

课两操两活动”，确保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普及小学生学游泳，形成区本体

育特色品牌。实施“光启行动计划”，建立高中生创新教育基地，广泛开展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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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课外文体活动，促进了素质教育的新发展，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生课

外文体活动工程示范区”。

４建峰填谷、提升底线，推进了“南北”教育均衡的新进程

五年来，徐汇教育资源总量逐步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数量进一步扩大，全

区完成新建了南模中学、中国中学等２６个项目，修建了徐汇中学、市四中学等

百年老校，改扩建了世外小学、上海幼儿园等品牌学校。“十一五”期间，新增

教育资源逐步向区域南部拓展和集聚，彻底改变了区域南部和北部教育发展

不均衡现象，形成区域南北教育资源总量、各级各类学校布局和优质学校分布

基本均衡的局面。６所原公立转制学校转制为民办学校，形成了民办和公办学

校共同发展、互为补充的多元办学格局；探索引进、委托上师大附中、上海市实

验学校等品牌管理薄弱学校，实施校际联动、示范带动。目前有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６所，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５所，市区素质教育实验校１２所，市区示范

性和一级幼儿园１５所。五年来，获得“全国电子政务实验区”、“全国教育实验

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等称号。

５聚焦人才、成就教师，形成了教师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五年来，徐汇教育坚持人才强教和师德师能建设并举的方针，加速人才成长

的培养周期。通过组建教学指导团、名师工作室、骨干教师高研班、学科基地等

培养机制，以及开展骏马奖、耕耘奖、育人奖、教师发展达标校等评审，形成了特

级教师、特级校长、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高技能人才、中青年骨干等

组成的人才金字塔。目前，全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３人，获上海市教育功臣称

号１人，获特级教师称号３４人、特级校长称号９人；获区领军人才地方队称号４
人，领军人才后备队称号５人；获区拔尖人才称号１２人，区学科带头人称号３６
人，区高技能人才称号２人；获区教育局学科带头人称号１０４人，局中青年骨干

教师称号２９３人。“十一五”以来，徐汇继续保持教育人才在全市领先的优势。

二、基础教育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十一五”期间，徐汇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努力实施素质教育，使广

大学生得到全面而个性的发展；基础教育继续实施“建峰填谷”工程，形成了合

理、均衡的学校布局与结构，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

代化，构建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了徐汇教

育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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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优化教育结构，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合理的教育布局与结构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努力推进各级各

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是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选择的必然需求。徐汇教育坚

持公平与均衡的方针，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让人民共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成果。

（１）重点发展学前教育，解决入园（托）高峰矛盾

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按照“硬件好、队伍强、特色多、机制

活”的行动目标，通过幼托园所布局调整、置换，实现学前教育资源跨系统整合，

实现公办和民办、示范和普通幼儿园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十一五”期间，新建幼

儿园达５所，目前，幼儿园办学规模为９０所，在园幼儿人数约１９７万。其中，非

教育系统幼儿园４５所，占幼儿园总数的５０％；保持幼儿入园率１００％，较好地解

决了入园高峰矛盾。另外，完成了新增市、区示范性幼儿园３所、一级幼儿园３
所的目标任务。

（２）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实现教育优质公平

实施“徐汇区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徐汇区示范性学校建设工程”，按

照“遵循规律、立足发展”的行动要求，坚持以“一校一品”为载体和多渠道推进素

质教育，基本形成徐汇学生会运动、懂礼貌、善学习、能合作、惹人爱的培养模式。

通过学校布局调整和合作办学，采取教育品牌输出输入等措施，全面提升小学教

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五年来，小学办学规模为４３所，在校学生人数约３１１６万，

其中民办小学４所，占小学总数的近１０％，小学入学率为１００％。按照“建峰填

谷、提升底线”的工作思路，深化初中建设工程，通过“校际联动”和“示范带动”，

以及“委托管理”等有效做法，促进初中学校的内涵发展。目前，初中办学规模为

３４所，在校学生人数约２７万。其中，民办初中４所，占初中总数的近１２％；初中

入学率为１００％，多数学校实现小班化教学，公办学校实现全免教育。

（３）努力培育个性特色，整体提升高中办学水平

鼓励市、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结合学校实际，找准内涵发展定位，促进学校

个性化、特色化和多样化发展，探索综合高中的办学模式和经验，拓宽学生成才

的渠道，促进学生的多元发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抓手，促进民办高中健康发展，

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目前，徐汇普通高中办学规模为１７所，在校学生人

数约１５万，其中民办高中约４所，占高中总数的２３５％；高中阶段入学率为

９８％，普职比为６５∶３５左右。市、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模为１１所，就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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