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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这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小册子摆上案头的时候，我不禁浮想联翩。
从部队院校转业到地方教育系统，一干，就是十多个年头。
而这十多个年头里，主要就是与教师、与教师教育打交道。
从血气方刚到两鬓华发，这中间，又该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沙坪坝区是重庆市的科教文化中心区，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有可圈可点的光荣历史，有照耀
后人的灿烂辉煌；但它又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特征鲜明的大区，区域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
。
如何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区属教育，如何利用本区东部主城区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区域教育的内涵式均衡
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难题。
　　教师是教育的重要构成元素。
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教育要发展，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
要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教师队伍更是非抓不可。
这是常识，也是真理。
抓教师队伍建设，就是抓教育内涵发展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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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卓越是一种状态：沙坪区教师教育改革的10年》内容包括：教师教育发展基础厚实、STM：探
索区域教师教育新模式、整合资源：打造教师教育工作母机、校本教研：教师教育的新探索、展望未
来：推动教师教育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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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蓬勃发展的沙坪坝区教育　　一、不断深化改革，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教育是基于人、
为了人、发展人的事业。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以及国内外竞争新挑战，为了适应教育改革发展新任务，沙坪坝区始终坚持
遵循教育改革发展规律，以人为本，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发展人作为推动教育科学发展的出
发点和归宿。
　　（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坪坝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经历
了重庆市直辖行政区划调整前“以区管为主”、重庆市直辖行政区划调整后农村学校“以镇管为主”
与城区学校“以区管为主”相并存的两个阶段，到2003年全面实现“以区为主”统筹城乡教育发展。
结合实际，沙坪坝区积极创新管理，促进了区域教育健康发展。
　　实行“以区为主”管理体制。
沙坪坝区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农村学校“以镇管为主”与城区学校“以区管为主”的管理体制并
存，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制约了全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情况，在全市率先实现“以区为
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结束了基础教育管理“一区两制”的局面，形成了城乡教育管理“一盘棋”的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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