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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青浦”社区教育培训活动

摘　要　2013 年，青浦区开展了“走遍青浦”教育培训活动，此次活动不

仅注重策划落实、组织实施的过程，而且注重青浦区区本课程建设、数字化

学习、区本市民培训、教师专业发展等工作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青浦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市民化

程度提高，外来人员不断投身青浦建设，成为“新青浦市民”。外来常住

人口达 62 万，比户籍人口高 15 个百分点。青浦又是著名的江南水乡，有

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人文地理和民间艺术文化资源，这些

都是开展社区教育不可或缺的资源。为加深当地居民及新青浦人对青浦经

济社会发展的了解，增进对青浦历史、地域文化的认同，增强对家乡及居

住地的认知和热爱，激发建设美丽青浦的积极情感，以“知我青浦、爱我

青浦、强我青浦”为主题的“走遍青浦”社区教育活动应运而生。

一、具体做法

（一）开发学习资源

在《社区教育系列教材》编委会办公室的领导下，成立了由熟悉各街

镇风土人情的相关人士和社区院校教师组成的编写组，共同开发编撰《走

遍青浦》系列读本。编写组反复讨论，确定读本的编写内容、要求与原则，

围绕青浦 11 个街镇的建置与沿革、经济与建设、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展开，

力求立足社区，贴近百姓，贴近需求，通俗易懂。2011 年 8 月，《青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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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系列读本（走遍青浦系列）》编制工作完成。

（二）试点学习资源

联合各社区学校，在每街镇选择 2 至 3 个居村委学习点，以应用本街

镇读本为主开展“走遍青浦”课程的应用培训试点推广工作，共开设了 27

个班级，参与人数有 1890 人。此次试点培训，初步建立了一支培训师资队

伍，试点了培训活动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问题，积累了一

定的教学经验。

（三）完善教学配套资源

在学习资源应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课程相关的配套材料，编

制了“走遍青浦”教学辅助材料，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

配套测试题等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教学资源，为课程的进一步推广

应用、学习活动的全面实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四）开展培训活动

集中面授教学：由社区学院配送教材、课程教学辅助材料、多媒体课

件等培训活动资源，依托各社区学校师资队伍，到居村委学习点进行面授

教学，培训人数达 16196 人。

分散自学：引导居民利用“青浦市民学习网”《走遍青浦》电子图书、

多媒体课件等网上学习资源进行自学，推广数字化学习方式。

网上知识竞赛：利用“青浦市民学习网”开展“走遍青浦”知识竞赛。

各街镇参加面授教学或网上自学的社区居民，在活动期间可多次答题，以

答题正确率高低及答题时间长短为序排列统计成绩，既检测了教学效果，

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又提升了区县学习网站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参

与人数达 14573 人。

教学观摩研讨暨教师大比武：以“走遍青浦”为主题，各校推选一堂

社区教育公开课，各校选派教师参加教学观摩及研讨活动。

（五）进行总结表彰 

全面总结培训活动，举行总结表彰会，推广经验成果，提出问题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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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各类活动相关材料，如教育活动小结、面授教学情况记录表等，为进

一步有效开展区本培训积累经验。

评选表彰“网上知识竞赛”“教学比武”活动的优秀个人和集体，并

根据活动过程材料、培训人数、网上知识竞赛情况、教学展示情况等综合

评定各街镇培训实效，形成良好的评价激励机制，形成培训活动的良性发

展态势。

二、活动成效

（一）“整体规划，协同推进”的社区学习活动运作机制不断健全

区教育局以文件形式，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作活动动员及布置。区社

区学院作为学习活动的具体组织和管理者，负责方案制定、师资培训、协

调沟通、全面指导、整体推动。各社区学校成立了学习活动的领导小组及

工作小组，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形成具体的活动方案或实施方案，主要负

责学员组织、教学实施、资料收集、信息反馈等具体工作。活动还形成了

学习交流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活动信息上报制度、总结表彰制度、经费

保障制度等，促使社区学习活动的开展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二）“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不断创新

各校都能结合社区实际，找准突破口，从组织模式、体制机制、教学对象、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多方面深入探索。在活动组织上，由镇学习办统筹

协调，各部门联动，充分发挥条线组织优势，在人员组织、硬件设施等方

面提供保障，协同推进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活动实施上，各校注重对读本

内容的选择和拓展，对教学过程的精心设计，尤其是加强人群与方法对应

性的研究，不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多媒体教学、实践体验活动、

网上学习测试等学习方式丰富多彩。

（三）“广泛参与，影响深入”的学习活动成效不断显现

以课程建设成果的广泛应用为载体，组织开展社区教育培训活动，充

分发挥了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功能，加强了社区学校与居村委学习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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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提高了区县学习网站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

区教育的参与率与覆盖面，对传承弘扬区域特色文化、提升市民文化素养、

增强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意识和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结合线上活动的

影响力，“青浦市民学习网”的访问量大大提高。

（四）“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队伍专业能力不断提升

社区学校的专职教师大多来自中小幼学校，面对社区教育与基础教育

在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上的较大差异，在培训上存在诸多困惑。

“走遍青浦”教育活动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教研活动，如课程建设骨干的专

题辅导、一对一形式的社区学院和社区学校教师之间的互动教研、教学实

践展示、听评课等，对各校教师的课程开发与实践能力、观课评课、教学

研究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结合主题的教学实践观摩研讨活动，既

为各社区学校提供了较为优秀的教学模式，也为其在本区域内组织开展相

关培训提供了指导，又为各校教师教育教学问题的研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有效推动了校际教研，提升了社区教育教学水平。

三、问题与思考

区本培训活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活动

时间短、任务多，导致教育内容无法深入；各校的重视程度、师资力量不一，

导致应用水平、课程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如下思考。

（一）进一步创新内容，将区本课程培训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随着课程与资源建设的不断深入，课程应用培训工作将作为常规工作

列入年度计划，逐步形成区本培训的长效运作机制，不断丰富本地区社区

教育内容，促进培训机制的完善、教研教学水平的提高，为规范社区教育

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探索工作机制，扩大区本课程教育培训的受众面

社区教育的“老面孔”问题是困扰社区教育发展、影响社区教育知晓

率和参与度的重要问题，在这次工作中，已经有一些成校针对这个问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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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一定的探索，但是还不够，需要从根本上尝试新的工作机制，提高课

程质量，真正吸引社区居民积极地参与。

（三）加强师资培训和教学研讨，提高培训质量及实效

培训质量的提高，是提升社区教育品味，吸引居民参与的重要前提。

这次的专职教师“教学大比武”和听课评课活动已经在此方面进行了有效

的探索。我们将在今后搭建更多此类的平台，促进专职教师的专业成长，

培养一批社区教育教学能手，并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我区

的社区教育水平。希望各校以课程建设为载体，让更多的教师参与社区教

育教学实践与研究，提升教学研讨质量。

（四）整合挖掘资源，进一步加强区本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进一步加强网络课程的建设，丰富资源载体形式，进一步优化区本课

程的联合开发机制，加强系统性、特色性建设，开发出更多、更优、更特

的社区教育课程，创新社区教育的内容，提升社区教育的品质。

供稿：青浦区社区学院　周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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