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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服务宗旨 提升办会品质 

苏州市教育学会 2021 年工作报告 

苏州市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讯)通过 

市（区）教育学会、专业委员会、团体会员单位（学校）：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我会在苏州市教育局的领导

下，在江苏省教育学会、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社科联的指导下，在

各市（区）教育学会和所属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坚持“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服务苏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坚守服务宗旨，秉承优良

传统，聚焦学术研究，搭建发展平台，努力办高品质学会。找准定位，

充分发挥群众性学术团体的辅助性作用和支持性作用。努力增强我会

服务会员、服务学校、服务苏州教育的意识和水平。现将一年来的工

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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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学善思铸魂，坚定理想信念 

（一）加强理论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组织。我会建立了例会学

习制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教师、人才培养的论述。2021 年重点

学习习近平在建党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意识，以理论思维和教育情怀谋划学会工作。 

（二）注重专业学习。学术研究在于学术理论引领。我们十分关

注党和国家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导向，学习领会党中央针对

“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作出的教育改革

发展的决策部署，注重教育名家的理论学习。关注学术前沿和课改动

向，经常阅读《人民教育》、《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等期

刊上的重要文章，以此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 

（三）强调实践学习。实践出真知，活动现生机。为了激发广大

教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今年我会成功举办了“百年奋

斗·杏坛芳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诗书画作品”展评活动，

广大教师满怀激情，踊跃参加，共收到诗歌、楹联、美术 1108 件自

创作品。6 月 26 日在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举行获奖作品展开幕

式暨颁奖活动，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朱向峰作现场讲话，苏州市工业

园区教育局沈坚局长致辞，葛虹副局长和其他领导为本次获奖的优秀

组织单位、优秀作品代表颁奖。全场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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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气氛隆重、热烈。这次活动充分展现了苏州中小学教师的文化

自信、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是生动体现党史学习教育和坚定理想信

念的真实写照。 

今年，我会组织了各市（区）教育学会秘书长前往苏州教育博物

馆参观了苏州市教育局党工委主办的“红色印记展”；组织驻会人员

赴大别山红色根据地开展了沉浸式党史学习实践活动，在大别山红军

纪念碑前重温了入党誓言，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坚定理想

信念。 

二、践行服务宗旨，助推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 

服务是学会工作的宗旨，也是学会呈现活力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一）成教师之愿。当代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有迫切成长的强烈

愿望，而学会工作就是为教师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学会每年开展“优

秀论文”“优秀教学设计”评选活动。我会今年共收到教育论文 19333

篇，教学设计 15575 篇，依靠苏州市教科院等学科教研员组成 26 个

学科专家组评选，经查重比对复评，学会优秀论文获奖 11352篇，总

获奖比例为 58.72%，其中一等奖 969篇，占比 5.01%；优秀教学设计

获奖 9157 篇，总获奖比例 58.79%，其中一等奖 741 篇，占比 4.76%；

同时在学会教育论文评为一等奖的基础上，通过材料遴选、学校推荐、

资格认定、课堂赛课等程序，今年全大市选拔和命名了 48 位第十一

届“双优之星”教师，并在苏州教育学会网站上开辟了工作室，以此

鼓励和助推青年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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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教师的重要论述，我会

把发展教师的专业素养放在重要位置，连续三年举办了教师专业素养

发展研讨会。今年和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

三届“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研讨活动在善耕实验小学举行，谢芳副主

任作了姑苏区集团化办学下整体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经验介绍，

五位青年教师谈成长之道、发展之路。 

（二）应学校之盼。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教育

高质量发展在于课堂教学的高质量。校长和教师期盼学会多组织基于

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展示研讨活动。2021 年学会分别在吴

中区木渎实验小学、越溪幼儿园、相城区蠡口实验小学、苏州工业园

区第二实验小学、星洋学校、文萃小学、常熟市淼泉中心小学、张家

港市南沙幼儿园等 8 所中小学幼儿园举办课堂教学研讨活动，通过区

域互动、教师听课、专家点评、名师讲座等多种形式，研讨课堂教学

中教学方式、学习方式、评价方式的转型，受到了广大教师的一致好

评。据统计，线上线下教师听课人数达 10000 多人，93 名学科专家

作现场点评微讲座。 

幼儿园的发展需要有抓手，课程游戏化教学活动是重要路径。从

2019年开始，学会开展了园本课程建设推进活动，至今已举办三届，

共有 56 所幼儿园被评为苏州市教育学会“园本特色课程基地”称号。

今年分别在太仓市陆渡幼儿园、高新区实验幼儿园举行了苏州市教育

学会“园本特色课程建设”研讨活动暨第三届“园本特色课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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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牌颁奖活动。现场既有骨干教师的游戏化教学活动的展示，又有

幼教专家的点评；既有“园本特色课程”基地园长的交流分享，又有

来自上海长宁区幼教教研员、华师大博士汤士英（线上视频）和苏州

幼儿高等专科学校张晗教授的学术讲座。此项工作深受幼儿园的欢

迎，推动了学前教育“课程育人，快乐成长”的课程游戏化教学活动。 

（三）探教育之道。作为学术组织，以课题研究为抓手，探教育

之道是学会的应有立意。“十三·五”期间，苏州市有省学会课题 252

项，市学会课题 634项，目前 90%左右均已结题。今年我们编印的《苏

州教育学会“十三·五”优秀课题成果报告文集》，是近五年来教育

科研成果的集中呈现，均免费赠送给团体会员单位。“十四·五”开

局之年，我会坚持学术性与应用性并举的课题研究方向，积极引导广

大会员针对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开展课题研究，下发了《关于组织苏

州市教育学会“十四·五”教育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共收到

申报课题 586 项，经初评和复评，我会批准立项课题 494 项，其中重

点课题 130 项，一般课题 364 项，这些课题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发

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三、聚焦问题导向，拓展办会深度 

创新融合是苏州精神，也是江南文化的生命。学会秉承江南文化

的潜质，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拓展办会的深度。 

（一）聚焦热点问题。（1）举办主题论坛。今年，我们围绕“培

养新时代创新人才”、“深度学习”、“集团化办学”、“双减背景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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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策”等主题进行研讨。（2）在学会会刊《苏州教育研究与实践》

上开辟“教育视点”栏目，每期约请专家撰文探讨热点问题，例“如

何上好思政课”、“疫情下的教育思考”、“劳动教育”、“沪苏教育同城

化”等。 

（二）聚焦重点问题。（1）每年学会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均确定一

个主题，以引导广大教师进行思考和研究。今年论文主题为《情境·德

育与学科融合》，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

积极倡导广大教师立足课堂创设情境，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科教

学和学科实践中。（2）举办学术年会，形成学术研究的浓郁氛围。本

届教育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今年我会和相城区教育局联合主

办，以“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年会活动。上午分别在相城

区太平中学、苏州大学实验学校、高铁新城第三幼儿园开设 22 节课

堂教学展示课，来自全大市 12 名学科专家现场听课点评微讲座。下

午分设三个会场，以现场和视频直播的形式召开学术年会，5 位校长、

教师、教研员分别作了“十三·五”教育科研成果的经验介绍，江苏

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彭钢作了主旨学术讲座。 

四、加强自身建设，依规遵纪守法 

进一步加强社团组织的建设，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

会依据教育局和民政局的工作要求，今年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依

法办会的自觉性，促进学会的健康发展。 

（一）依规加强秘书处工作管理。以制度建设规范办会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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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驻会人员坚持周工作例会制度，驻班作息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和财

务管理制度。按规定做好项目预算和拨付，依法纳税，严守财务纪律，

加强廉洁自律，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社团形象，每年财务均通过审计，

民政局年审结果均为合格。 

（二）依法加强分支机构管理。2021 年 5 月，我会下发了分支

机构年审和换届工作要求的文件，进一步落实省民政厅关于加强社团

管理的文件要求，对专委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经我会审理，31 个

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均为合格。 

（三）遵纪加强市教育学会网站建设。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聚

集学术性，发挥正能量。加强市教育学会论文申报和管理服务平台建

设，增强为会员服务的功能，及时宣传和报道我市教育活动和学会动

态信息。学会网站自建立以来，访问量为 199 万人次，2021 年访问

量超过 58.8万人次。 

（四）坚持学会活动公益性导向。我会依据学会章程和市财政局

规定，只收取自愿申请入会的团体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的会费。本届

学会举办的一切活动均不收费。一年六期的会刊《苏州教育研究与实

践》和今年编辑的《苏州市教育学会“十三·五”优秀课题成果报告

文集》均免费赠送给会员。坚持勤俭办会，尽量压缩日常办会支出和

公务费用，做到当年度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 

2021年，我会坚持依法立会、政治建会、学术强会、服务兴会。

紧紧围绕苏州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开拓创新，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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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前行，不断开拓学会工作的新境界，今年被苏州市民政局评为 2020

年“苏州市优秀社会组织”。受张曙会长的委托，褚天生副会长在江

苏省教育学会学术年会上作经验交流。我会以真诚、热心和细心的服

务，搭建切实有效的活动平台，吸引广大学校与教师加入学会。团体

会员单位增加到 2021 年的 998 个；个人会员增加到 2021 年的 19333

人。我会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对照国家对社团组织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

为会员服务、为苏州教育服务的品牌项目还不多，服务质量仍需进一

步提高。 

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新的期盼。我会一定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努力把我会建设

成为广大会员寄托教育情怀、舒展教育才华的精神家园，努力为苏州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增彩添色。 

抄报：苏州市教育局、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社科联 

苏州市纪委、市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 

抄送：江苏省教育学会 

各市、区教育局 

 

苏州市教育学会 

2022年 1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