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中学 2025年度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类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

局（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中学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727,402.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27,402.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提高学生

资助资金使用效益，坚持资助育人导向，

确保资助工作按时、顺利开展。

规范资助流程，明确资助对象，学生和家

长资助工作知晓度 100%，做到享受资助资

格学生应助尽助，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低

于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项目总成本控制情况 ≤727402.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春季帮困学生餐费、课外教育活动

费
=5.00(人)

秋季帮困学生餐费、课外教育活动

费
=8.00(人)

春季学期免费营养午餐 =99.00(人)

秋季学期免费营养午餐 =110.00(人)

义务制学校教科书与作业本 =1010.00(人)

六年级新生《新华词典》 =295.00(人)

质量指标
午餐质量 符合要求

书本质量 符合要求

时效指标
午餐完成时间 按月完成

书本完成时间 11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帮困助学效果 显著

满意度指 服务对象 家长满意度 ≥90.00(%)



标
满意度指

标
学生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学校特色课程及教

育内涵发展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

局（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中学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34,407.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34,407.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根据《嘉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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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

案》，以“让家长放心、学生喜欢”为目

标，五育并举，为学生提供安全有益、健

康丰富的课后服务。围绕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三全”课后服务理念，即落实“学校+
学生+教师”全覆盖参与；健全完善“学段

延伸+时段拓展+内容延展”的全环节服

务；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

参与”全过程保障。推动学校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快乐成长，

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提高家长和社

会满意度。

根据《深化育人方式改革的上海新探索—

—上海市提升中小学（幼儿园）课程领导

力行动研究项目（第四轮）嘉定区项目指

南》，以“政策引领、实践导向、互动生

成、规范创新”为指导思想，围绕“学校

课程实施方案的编制、实施、评估与完善

的区域行动”和“依托深度教研指向核心

素养的课堂教学设计的实践行动”两大选

题，破解政策落地难点，完善课程领导机

制，推动育人方式变革，培育项目示范学

校，优化区校课程领导力提升的基本策

略、方法和途径，促进区域的自主发展和

学 校 自 主 发 展 。 

以构建资源整合、中外融通、实验创新、

智能供给的主题式创新创意“擎”综合课

程体系为目标，致力于激发学校和教师的



创新精神，培养具有深厚文化传承、极具

人文关怀、富有科创精神、掌握创新思维

和现实问题解决能力的假定学子，不断提

高课程的育人质量。

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

升心理育人质量。建设全方位工作网络、

立体化课程资源与活动平台、规范化咨询

干预机制、专业化师资队伍、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育人共同体，形成高质量的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培养学生珍视生命

的意识以及调控情绪、应对挫折、适应环

境的能力，培育积极心理品质，健全人

格，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基。按

计划实施乡村少年宫项目工作。提升学校

运动队教学水平，保障队员日常训练有

序、安全地开展。 "为进一步发挥学校教

育资源（体育场地、场馆设施等）的功

能，同时也为周边居民提供良好的锻炼场

地，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学校根据

《嘉定区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向社区开放的

管理办法》及《嘉定区学校体育场地建设

与向社区开

放管理补充实施意见》的要求，开放学校

教育资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课后服务保障项目总成本控制情况 ≤100700.00(元)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项目总成

本控制情况
≤117600.00(元)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项目

总成本控制情况
≤120000.00(元)

心理健康 项目总成本控制情况 ≤90000.00(元)

乡村少年宫 项目总成本控制情况 ≤50000.00(元)

体育场地开放 项目总成本控制情况 ≤56107.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课后服务保障）科创教学辅助设

备采购数量
=1.00(批)

（课后服务保障）课后活动能耗费

用保障率

=100.00(%)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课程开发

与实施数量
=3.00(个)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语文整本

书阅读资源购买完成率
=100.00(%)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英语听说

教学资源购买完成率
=100.00(%)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课件

设计制作数量
=16.00(个)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学习

手册设计数量
=2.00(本)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教学

技术服务
=120.00(课时)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赛事

指导
=40.00(课时)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专家

指导课时数
=16.00(课时)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实施

学校特色主题科技节服务
=1.00(次)

（心理健康）专家指导次数 =16.00(次)

（心理健康）组织开展心育活动次

数
≥4.00(次)

（乡村少年宫）校运动队 =3.00(个)

（体育场地开放）聘用 5名志愿者 =5.00(人)

（体育场地开放）体育场地开放保

洁次数
=1.00(次/天)

（体育场地开放）工作完成率 =100.00(%)

（体育场地开放）设备维修保养完

成率
=100.00(%)

质量指标 （课后服务保障）科创教学辅助设

备质量合格率
=100.00(%)

（课后服务保障）课后活动能耗费

用支付准确率
=100.00(%)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校本课程

图谱及体系质量
符合教育综改要求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课程实施

质量
良好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课件

设计验收合格率
=100.00(%)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专家

资质达标率
=100.00(%)

心理健康 专家资质达标率 =100.00(%)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品质 美观、实用

心育活动内容丰富性 丰富



（乡村少年宫）训练数量及学生参

与率
=100.00(%)

（体育场地开放）保洁服务质量考

核达标率
≥90.00(%)

（体育场地开放）维修人员服务质

量考核达标率
≥90.00(%)

（体育场地开放）志愿者出勤率 =100.00(%)

时效指标

（课后服务保障）课程器材、设备

到位时间
9月

（课后服务保障）课后服务完成及

时性
及时

（课后服务保障）课后活动能耗费

用支付及时性
及时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案例完成

时间
11月前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教学内容

和课件完成时间
11月前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课件

设计完成及时率
=100.00(%)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专家

指导完成时间
11月

心理健康 专家指导完成时间 10月 31日前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制作完成时

间
10月 31日前

心育活动完成时间 10月 31日前

（乡村少年宫）完成全年训练及保

障
12月

（体育场地开放）故障保修响应时

间
2小时内

（体育场地开放）志愿者工作完成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课后服务保障）新购科创教学辅

助设备投入使用率
=100.00(%)

（课后服务保障）参与课后活动学

生人数
≥922.00(人)

（课后服务保障）学生课后活动充

实性
进一步提升

（课后服务保障）课后活动保障效

果
有效保障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学校课程

领导力水平
提升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学校课程

个性化、多样化程度

提升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课程实施

有效性
提升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教学

资料投入使用率
=100.00(%)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课程

资源投入使用率
=100.00(%)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学生

动手实践创新能力
提升

（心理健康）学生心理状态培育效

果
良好

（心理健康）全员导师心育能力和

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有效提升

（心理健康）家长家庭教育能力 有效提升

（乡村少年宫）训练数量及学生参

与率
=100.00(%)

（乡村少年宫）训练改善效果 有效改善

（体育场地开放）区域安全保障效

果
安全稳定

（体育场地开放）责任区域内完全

事故发生数量
=0.00(起)

（体育场地开放）环境维护保障效

果
卫生整洁

（体育场地开放）设备完好率 =100.00(%)

（体育场地开放）设施良好运行率 =100.00(%)

生态效益

指标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课程资源

建设
良好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学校课程

实施
良好

（心理健康）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健

全性

健全

（乡村少年宫）学校建筑常态化训

练保障机制
健全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课后服务保障）学生、教师、家

长满意度
≥90.00(%)

双新推进（课程领导力）学生、教

师满意度
≥90.00(%)

双新推进（综合课程创造力）师生

满意度
≥90.00(%)

（心理健康）学生、家长和全员导

师满意度
≥90.00(%)

（乡村少年宫）教师、学生满意度 ≥90.00(%)

（体育场地开放）教师、学生满意 ≥90.00(%)



度

（体育场地开放）社区居民满意度 ≥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