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队伍活力不足、结构失调；体制机制不够顺畅，教师交流校际壁垒森严……曾经，在湘阴县教育领域，“人”

的问题一度成为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而这些都在近两年悄然改变。

为抓好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一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要素，湘阴县将人事制度改革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一

环，率先在全省打响打造“服务型”干部、“专家型”校长、“学者型”教师三支队伍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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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高质量发展巡礼湖南教育高质量发展巡礼

湖南师大附属金龙学校教师湖南师大附属金龙学校教师

““县管校聘县管校聘””竞聘现场竞聘现场以“县管校聘”激发教师活力
2022年，在“县管校聘”试点一年的

基础上，经充分酝酿的《湘阴县 2022 年

中小学校长竞聘上岗和教师“县管校聘”

工作实施方案》正式施行。在近50天的

时间里，按照“编制总量控制、岗位科学

设置、人员竞聘上岗、城乡双向流动”的

思路，该县 3885 名教师“全体起立”，共

历一场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的大比

拼、大角逐、大轮换。

竞聘教师按实绩排名，每校5%的交

流率下，“胜者”上岗，三年一聘；“败者”

落聘，接受为期一年的待岗培训及再竞

聘，280 人自愿跨校交流，120 人落聘后

待岗提升，教师危机感直线提升。

为加强待岗教师管理，湘阴县“督

查、考核、培训”三策合一，并通过差异发

放绩效的方式对待岗教师进行“再鞭

策”。17 名待岗教师被辞退，其余经再

竞聘重新上岗。“过去总认为，干好干坏

一个样。”经过一年待岗提升和再竞聘，

重上讲台的一名老师说，“县管校聘”对

“铁饭碗”这一固有思维的打破，让大家

的进取心随之攀升。2022年~2023学年

度，教师撰写论文 499 篇，同比增加 260

篇，摘获省市教学比武奖项63个。

严格的考核程序之下，也不乏人文

关怀。该县将三年内退休、孕期哺乳期

人员等特殊群体教师纳入直聘对象范

围，963人直聘；对原属两校的教师夫妻、

外县籍教师鼓励向邻近配偶或原籍地的

学校跨校竞聘，或在组织调剂环节给予

相对倾斜，让教师安心从教。2022年全

县 25 名正副校长跨校交流，176 名教师

交流，占符合交流条件教师的11.5%。

以“赛马比拼”建强头雁队伍
2022年，湘阴县中小学正副校长岗

位一改往日组织委派路线，同样实行“赛

马比拼”。238名竞聘者通过组织考察、

民主测评、实绩打分、竞聘演讲等环节，

争夺171个正副校长“席位”。不胜任岗

位要求的 19 名原正副校长落聘后重返

课堂一线，7名原副校长转正，27名骨干

教师竞升为副校长，校长队伍平均年龄、

学历结构实现一降一升，行管人员数量

减少 55%……这一串串数字，无不在

“数”说着湘阴县校长队伍的优化之变。

但竞聘成功不代表一劳永逸，一年

试用期、三年一聘仍在考验着大家，试用

期内未达竞职目标自动解聘，年度目标

考核不合格的学校行政班子予以约谈、

调整或解散，这意味着，工作推进不力随

时面临“摘帽”风险。据此，校长履职

积极性切实提升，“一校一特色”制定本

校发展规划的同时，纷纷带头参与教研

教学，为提高教育质量铆足了劲。

“各检查组一定要严格把握标准。”8

月，该县开展正副校长履职情况督查。在

严格兑现《湘阴县中小学校长绩效考核细

则》后，6名校长、15名副校长“换新”。

“不再论资排辈，而是让有为者有

位，这才是竞聘的初衷和意义。”据该县

教育局分管人事工作副局长王征宇介

绍，该县以督促干的同时，更注重以训促

优，制定《湘阴县基础教育校长人才培养

项目计划书》，组织全县 30 名中小学正

副校长代表先后赴北京实验学校跟岗学

习，举办“现代学校高质量发展”专题培

训为打造“专家型”头雁队伍赋能。

以“撤并转合”解决机构臃肿
“现在公费师范生的招录、分配、培养

都归口到人事股，再也不用楼上楼下跑几

趟了。”刚从湘阴县教育局机关咨询了免

费师范生政策的家长贾先生赞叹道。

针对教育垂直机构层级过多、职能

交叉等现状，结合“一件事一次办”工作

要求，湘阴县教育局遵循“按需设岗、因

事设岗”原则，全面启动局机关及非教学

类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通过“撤并转合”，

机关内设机构由13个精简到9个，精简

率30.8%，和教育事务中心、教师发展中

心、教育督导中心一道，构建“一机关三

中心”的机构管理构架。

“全盘纳入。”这是该县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曾维光对此次改革的总结。

原来，为进一步深化教育系统人事制度

改革，该县竞聘上岗工作今年已由校长、

教师延伸到局机关及非教学类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

通过综合素质测试、量化考核、民主

测评的方式，结合8%的淘汰率标准，工

作人员由168人精简到84人、精简50%，

剩余人员统筹调剂到教学一线岗位或待

岗培训，其中12人落聘待岗，30人分流

调剂到学校一线。

自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让能者

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牢固树立的同时，也有力促推了学校办

学综合水平显著提升，带动湘阴籍外县

就读学生回流 928 人、农村回流学生

1590人，全县呈现出公民、普职学校良性

竞争、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上接 01 版）岳阳楼区教育局 2019

年成立德育股主抓家校社协同育人工

作；2023年，该局坚持学校主导，挂牌家

校社教育指导中心。目前，全区已构筑

起1个制度、2级中心、3支队伍、4类特色

课程、5 项评价、6 个工作室融合的区域

家校社共育机制，形成了以点带面、遍地

开花的良好工作局面。

建立“六色百合”区级专业指导中

心，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师”“家庭教育讲

师”培训，部署、指导全区协同育人工

作。从“家校共育星级学校”转换为“基

地学校”评选，将协同育人向纵深发展，

基地孵化到班级、到家庭。

以政府指导和购买服务相结合，引

入“上海诠道家长教育”和“岳阳市家庭

教育学会”专业资源，2023年相关保障经

费达226万元。

岳阳楼区实现起始年级家长培训全

覆盖。5年来，该区开展与指导讲座320

余场，开发12类幼小、小初、初高衔接课

程，家长满意度达98.8%。

一套“组合拳”下来，“家校社”共育

在忧乐精神发源地岳阳楼区生根发

芽。

赋能家长，“一校一品”见证彼此成长
“我的孩子与其他班的学生有摩擦，

班主任是否知情？”“家长您好！我立马

为您核实情况。”11月23日，记者走进东

方红小学家校社共育中心接待大厅时，

看见“值日校长”德育处主任谭海燕与家

长沟通的画面。

“家长与学校的矛盾主要来源于沟

通障碍。”家长满意离开后，谭海燕向记

者介绍，为畅通沟通渠道，今年3月学校

成立共育中心。该中心目前已接待来访

家长 100 多人次，举办家长沙龙等活动

128场，为百余名家长提供一对一心理咨

询服务，一千多个家庭受益，“以前家长

对学校有误会或者不满意时大多会选择

告状、投诉。现在学校收到的投诉率下

降了三分之二。”谭海燕说。

“中心设有常驻部门志愿者5位，分

别是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网格员、城管

中队以及家长志愿者。”谭海燕告诉记

者，中心要求家长反映的简单问题由“值

日校长”当场进行回复，而需要集体研究

解决的诉求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面对面

或电话回复。

像这样的共育中心，在岳阳楼区并

非个例。小溪（化名）四年级从民办学校

转入岳阳楼小学。父母离异，父亲在外

地工作，小溪与奶奶相依为命。“我妈爱

小溪却不得法，时常将关系弄得紧张，彼

此都痛苦。小溪还出现了抑郁情绪。”小

溪父亲在岳阳楼小学家校社共育中心接

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学校第一时间为

小溪进行心理辅导，学校家庭教育指导

老师手把手教奶奶与小溪正确沟通，“这

两年，我妈学会了跟孩子交流，而我也在

老师的建议下回家乡工作。小溪爱笑

了，我们家迎来了久违的温馨和睦。不

久前，我妈还将一面锦旗送到校长办公

室以示感谢。”

“学校并非一开始就与家长打得火

热。”岳阳楼区家校社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岳阳楼小学校长刘圭介绍，改变发

生在 2021 年，工作室参加区里的“入学

季·老师说”暑假家庭教育公益微课录

制，“教师、学生、家长是策划者、参与

者，也是读者，互动活动拉近了家校距

离。”

岳阳楼小学“浪漫星空下的家庭教

育第一课”在省内火出圈；东方红小学融

合社区“群英断是非”基层治理经验，让

“家长沙龙”再升级；外国语学校通过“家

史故事”落实高中生的“生涯教育”；第十

中学邀请社会专业人士指导剪纸、武术

等学生社团，社团已成为该校整合资源

与社会同频共振的窗口……岳阳楼区各

学校结合校园特色文化开发“一校一品”

家校社共育课程、活动，引导家长走进学

校参与活动，接受先进教育理念，见证彼

此成长。

多向奔赴，构建协同育人新生态
可观可感可喜的是，多向奔赴带来

的改变，正在岳阳楼区悄然发生。

家长的观念在改变——

“孩子积极备赛，老师认真指导，家

长献策献力。生活即教育，每个人都有

感悟和收获！”不久前，东升小学家长王

女士发在家长群里的一段话引发众人共

鸣。校运会期间，老师和家长携手让小

萌新拥有了一次难忘的体验，明白了坚

强自信、团结合作、奋斗拼搏的意义。

作为家校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家委

会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王女士是家委会成员，参与了

运动会部分工作，她深有感触地说：“了

解才能理解、信任，从而形成家、校间的

良性互动，助力孩子成长。”

家长尽己所能帮助孩子“拓宽视野，

一起学习成长”在东升小学已成常态。

东升小学副校长蔡佐洁告诉记者，常态

才能长效，长效才能长久，“学校充分挖

掘教育资源，发挥家长的行业专长，多领

域、多维度地丰富学校课程体系，不定期

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

老师的身份在改变——

为逐步提高全区教师家庭教育指导

水平，持续培养理念新、情怀深、专业好、

沟通指导能力出色的家校共育讲师团

队，岳阳楼区教育局编织了一张“纵向贯

通学段衔接，横向连接家校社共育”的共

育名师网。同时，开展“百名讲师”进社

区活动，推动社区家庭教育工作，挖掘了

一批热心公益的居民骨干成为社区家庭

教育中的重要力量。

6月6日，岳阳楼区举行第二届“金

钥匙”大德育课堂（小学家校共育）讲座

决赛。看台上的听众和评委，除了老师，

还有众多家长。

特等奖获得者是九华山小学教师杨

丹，她分享的《低年级孩子的性别教育》，

帮助家长正确理解“社会性别意识”“性别

刻板印象”等概念，与家长探讨用“性别”

的视角去体察和教育孩子。“比赛结束后

不少家长舍不得走，我们太需要这样的

指导了。”现场家长表示，杨丹的讲座符

合学生成长实际，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

趣，也在指导孩子健康成长上发挥积极

作用。

教育方式在改变——

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紧密和社区、派

出所、检察院等部门联动，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保驾护航。岳阳楼区教育局

德育股股长、少先队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刘萍介绍，全区108个社区（村）均设家长

学校和市民学校，并将共育工作纳入社区

总体工作规划，开放社区优质资源，定期

开展家庭教育与市民教育活动，形成了岳

阳楼区家长学校、社区家庭教育课堂、妇

联巾帼志愿宣讲队的稳定队伍。

几何学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

构。在岳阳楼区，“家校社”三方“与时代

同频，与孩子同成长”的力量已成为坚不

可摧的组合：改变的是家长，温暖的是孩

子，和谐的是家庭，共赢的是社会。

湘阴县湘阴县：：建强三支队伍建强三支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