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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希望城市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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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12 日，在党和国家越
来越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振兴教
育，以及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文化风
尚日益浓厚的当下，《中国城市报》开设
了一个全新的专刊——《中国城市报·教
育周刊》。

一年来，《教育周刊》坚持“权威、专
业、服务”的办刊思想，紧盯教育改革发
展方向，关注教育发展动态，在党建引
领、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教育治理、教育
创新等一系列报道中，关注各地各城市
教育优质化、均衡化、特色化、品牌化发
展的“教育强市”之路；联合各地大中小
院校，动员教育战线广大教师、研究者，
交流先进理念、分享优秀经验，先后报道
了近百所学校的特色办学经验和教育科
研成果。《教育周刊》在服务读者的同时，
还为全国教育战线做好宣传服务，架起
教育部门与社会、与学生和学生家长间
的桥梁，让更多人认识教育工作的特点，
了解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为读者解
读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让教育成为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千年大计，教育为本”。在2021年
7月12日的创刊号上，首都师范大学副
校长杨志成在题为《下好教育优先发展
的重要先手棋》文章里谈到：很多地区
由于注重教育优先发展，教育质量不断
提升，学校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
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资源条
件，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说教育
优先发展就是释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教育红利。

一年来，《教育周刊》注重围绕“双
减”“优质教育均衡”“中高考改革”等前
沿性、热点性、焦点性话题，通过聚焦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方位展示各
地教育人的改革与创新、奋进与努力，为
各地各城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更加
广泛的共识和磅礴力量。

一年来，《教育周刊》出刊近30期，发
稿近百篇，开设教育行业理论层面的栏
目“校长论坛”，刊登专家学者论道的文
章；开设实践层面的栏目“名校风采”“特
色办学”“主题教育”“特色教育”“教改动

态”等，刊发聚焦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的
文章；开设政策解读，行业快讯等栏目，
解读最新教育政策，从不同的视野和角
度力求完整、生动地展现各地教育发展
轨迹。

一年来，《教育周刊》追求有深度、
有启发的学校发展、师生成长、教育改
革的教育典型报道，通过推出一系列有
影响力、时代感、建设性的各级各类学
校文化建设新闻报道，讲好各地各城市
教育人的教育故事，传播教育人的美好
声音。

让教育成为城市发展的“头号工程”

教育，从来都是最为广泛的民生，涉
及每一个人，因此，教育历来都是社会关
注的焦点之一。全国各地不少城市已经
知道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不少地方
也在力争把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造成
城市名片。而人们对优质教育的渴望、
对教育公平的诉求、对学校教师的关注
……也开始成为不少推进城市教育发展
的巨大动力。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要求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
称“双减”）。“双减”政策目的是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自去年7月以来，
一系列旨在让“双减”落地落实的举措开
始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教育周刊》持
续跟进报道，刊登数篇“双减”主题稿
件。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学会标准化委员
会副秘书长刘忠毅在本刊发表的谈双减
工作的文章中，强调要抓住“以儿童为中
心”的本质，学校要通过教育教学改革，
实现学生兴趣爱好的发展，实现学生多
样性发展，从而改变家长“单一的成才
观”（只有考上好大学才有出路），真正实
现减负的目的。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课程，充足的时间，高水平的指导，让
喜欢画画的孩子能去画画，让喜欢足球
的孩子能去踢球，让喜欢唱歌的孩子能
开口唱歌。从社会层面来说，要为这些
孩子提供展示和交流的活动和场所，并

形成良好的社会评价与认可机制。
当然，“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教

育机构也有个别单位做得还不够到位，
还没有完全做到在积极引入优质社会教
育资源的同时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和有需
求的学生两个“全覆盖”。此外，一些地
区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也比较强烈，比
如学校微权力项目清单，学生分班排座、
评优评先等小问题，都需要《教育周刊》
继续聚焦、跟进报道，通过加强舆论监督
把教育治理的触角伸向教育教学的“神
经末梢”。

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教育方
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运用新的技术手
段，打破时空界限，推动教育向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从课堂到考试再到评
价，智慧教育改变了教育教学的传统方
式。这也是《教育周刊》关注的重点。以
智慧教学为例，正如国家法官学院副教
授朱昆在为本刊撰写的文章中所述：创
新学员微课堂，是在翻转式AI微课堂的
基础上，加入基于AI技术实现数据汇总
即时化的海选平台，由按“二八”定律选
出来的学员担任主讲人，完成量变到质
变的创新型课堂，实现了“学员讲学员听
学员评”。这种微课堂有利于相互开启
工作思路，研讨激发工作灵感，“活化培
训形式，确保教育培训的有效性”的教改
目标得以完成。

教育有希望，城市就有未来。一个
城市的市民素质高低、拥有的人才数量
得到多寡，决定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
速度、质量和后劲。经过一年的成长，对
于城市教育的未来，我们已经有了非常
清晰的规划和目标：通过创新精神打造
面向未来的教育图景，与时俱进持续推
动城市的优质教育发展。

短短一年的《教育周刊》，虽然小荷
才露尖尖角，却也吾家有女初长成。未
来的日子里，《教育周刊》愿与广大读者
朋友继续携手同行、并肩向前，始终心
怀“国之大者”，坚持面向学校、面向教
师、面向青少年学生，进一步创新报道
方式、提高报道质量，使宣传报道进一
步贴近学校工作，贴近教师生活，贴近广
大教育工作者，让教育事业与城市发展
同频共振。

值此《中国城市报·教育周刊》创刊一周年之际，向贵报致

以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城市报·教育周刊》蒸蒸日上，蓬勃

发展，为深化教育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