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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记者观察

以改革
促“均衡”

择校热、大班额、高价学区房……当前，在不少地方，由于义务教育不均衡所导

致的问题依然存在。

但在邢台市襄都区，近年来通过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差异、区域

差异、校际差异明显缩小。2019年数据显示，襄都区学校之间均衡差异系数小学

为0.28，初中为0.21，远低于0.65和0.55的国家标准。

今年8月，“2020中国公平教育百佳县市”榜单发布，襄都区位居榜首。

襄都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探解——

从“好上学”到“上好学”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随着国家近期围绕基础教育出台
系列相关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这一目标，正在更多地
方逐步实现。

从“好上学”到“上好学”，从基本
均衡到优质均衡，从教育机会公平到

追求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推进教
育均衡化发展，已经成为

全国各地义务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重要
任务。

在南通，发挥
传统名校的示范
引领作用，推动名
校与普通学校、农
村学校和新建学
校结对，推进校长
教师流动，符合条
件的教师交流轮
岗 比 例 达 到

18.72%，其中骨干教师
占比达29.1%，让名校的特色

传统和管理经验在更多学校开花
结果，用名校催生更多的名校。

在青岛，自2019年初，青岛二中、
青岛五十八中、青岛实验初级中学三
所局属优质学校试点，探索跨区域、跨
学段、跨性质的集团化办学，坚持成熟
一个组建一个，青岛二中、青岛五十八
中、青岛实验初中教育集团先后成
立。在此基础上，总结试点经验，逐步
推进全市范围内集团化办学工作。

在南昌市新建区，实施中小学网
点布局调整工程、学校标准化建设工
程、优质资源共享工程、教师素质提高
工程、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弱势群体关
爱工程等六大工程，构建了领导协调
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生源调配机制、
督导评估机制、表彰奖励机制等五大
机制，让所有家庭享受到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阳光。

在宁波市宁海县，分“1+N接管兼
并式”“1+1契约帮扶式”“1+N网络共
享式”三个阶段，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
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发展之路，通过布
局调整、师资均衡、标准化建设、经费
倾斜等举措，打通了城乡校际界限，优
质资源和先进管理理念实现共享。

……
解决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

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各地情况不
一，采取的模式也不一样。但无论哪
种模式，都有一个总的前提，就是开动
脑筋，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向改革要
动力，向创新要活力。

具体到邢台市襄都区来说，无论
是集团化办学，还是“名校+弱校”“名
校长+新校”工程，这一套组合拳由政
府有关部门批准、主导，是一种内生模
式，过程可控、成效可验，更重要的是，
既保证了相近的教学质量，又保持了
各个学校的相对独立，突出各自的办
学特色，实现了区域教育“造峰抬谷”。

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
望。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
是各地打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格局
的动力所在。而且，优质的教育不仅
会改变无数学子的命运，也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打下扎实根基。

我们期待，通过各地的努力，能让
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文/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4 年前的暑假，邢台市襄都区
的吴先生很焦虑。按照就近上学的
原则，他的女儿要去邢台市四中就
读。“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学
校，印象中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一
般。”

没想到的是，在市四中上了一
学期后，吴先生女儿的成绩突飞猛
进，并于去年顺利考入省重点高
中。“我们学校和市三中是联合
校，好几个科目的老师都是从市三
中交流过来的，讲课特别棒。”吴
先生的女儿说。

和吴先生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宋
女士。她所在的凤凰城小区属襄都
区市四中片区，今年 9 月开学季
前，她一直犹豫是选择市四中还是
外市的一所私立中学。经过打听，
得知市四中已归属市三中教育集
团，管理层和骨干老师大多是市三
中调来的。她最终下决心，让孩子
在家门口就读。

作为邢台市老城区，襄都区内
聚集着三中、七中、马路街小学等

几所“名校”，但也有市四中等一
些曾经薄弱的学校，这些学校规模
较小、学生较少，生源质量相对较
差。因此，有些家长宁可舍近求
远，也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更好
的学校，从而造成“名校招生火
爆，弱校门可罗雀”。随之而来
的，是高价学区房、择校热等一系
列社会现象。

今年 6月，邢台市三中牵头成
立教育集团，市四中、平安中学、
顺德中学、三中附小、三中二附小
均成为其成员学校。

“与传统意义上的集团或联盟
不同，我们不只是形式上把几所学
校‘捆’在一起。”邢台市三中教
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校长李德升
表示，他们实行“一个法人一体
化”管理模式，组建集团校务委员
会，推出人员聘用、师资调配、资
源共享、绩效考核等举措，目的是
缩小校际差异。

其实，从 2015 年开始，邢台
市三中便与市四中进行了联合办

学，李德升兼任市四中校长。“一
个校长管理俩学校，双方成了‘亲
戚’，自然走动多了起来。”李德升
说，在此之前，同一地市的学校之
间大都各自为战，哪怕是学校相邻
也鲜有往来。

然而，联合办学虽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校际壁垒，但人事体制、
教育资源调配等方面的深入改革，
单靠一个校长难以执行到位。倘若
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教育均衡就
无从谈起。

在李德升看来，成立教育集
团，“一个锅里抡马勺”，各成员学
校就会步调一致，统一发展。

今年 10 月 23 日，在邢台市三
中教育集团东校区，一场初中英语
组联合教研活动正在举行。省模范
教师、高级英语教师张利青以“大
数据背景下的初中英语写作教学”
为主题，结合教学实例，向南校
区、西校区等英语教师作了分享。

“张老师是东校区老师，集团
成立前，很少有这种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西校区英语教师焦现军
说，集团成立后，不同校区之间的
老师，经常组织集体备课、联合教
研，“集众人智慧，采众家之
长”，还可以通过校园内
部同一个网络教研
平台，共享精
彩教案、微课
等资源，这让
老 师 们 非 常

“受用”。
“ 集 团 形

成了统一的资
源共建共享体
系，我们四中
已 有 20 多 位
教师到集团东
西校区跟班学
习，教师教学水平
高了，学生成绩也大幅
攀 升 ， 得 到 了 社 会 高 度 认
可。”该集团四中校区副校长王平
介绍，原来四中片内生报到率一度
不足30%，而现在已接近100%。

除了集团化办学，整合升级
一般校与高起点开办新学校并
重，也是襄都区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供给的主要途径。

曾经，邢台市襄都区路家园
小学面貌老旧，师资薄弱，生源
堪忧。

“那时，路家园小学每个年级
只有一个班，一个班级只有一二
十个孩子……”该市马路街小学
校长贾建存说，“接收”路家园小
学使其成为马路街小学东校区
后，他们陆续投入约300万元进行
硬件升级，校园环境焕然一新。

邢台市马路街小学在当地很
知名。随着东校区（路家园小学）

日渐“崛起”，一度火爆的招生压
力分流不少。多功能厅、体育器
材室、塑胶操场、阳光儿童拓展
乐园……东校区校园里如今欢声
笑语，书声琅琅。贾建存说，东校
区的社会声誉越来越好，已成为襄
都区一所新晋“品牌学校”，学生人
数已达1600余人。

由原北陈村小学、柴家庄小
学整合而成的邢台市龙泉小学，
最开始办学时不到500名学生。校
长朱天真说，学校曾是马路街小
学的一个校区，而后独立办学，
教师队伍中有不少是来自马路街
小学的优秀教师，几年间教学质
量全面提升，现有 2130 名学生，

“不仅无片内生流失，还容纳不少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2018
年，该校被评为全省素质教育示
范学校，系全区唯一。

除了实施“名校+弱校”工程
外，鉴于新建学校社会认同度普
遍较低，襄都区还实施了“名校
长+新校”工程。

立德小学是一所新校。曾荣
获“邢台市十大杰出园丁”等荣
誉的李国玲老师，被选派到该小
学任校长。

“用环境熏染，用课堂教育，用
活动育人。”上任伊始，李国玲制定
了三大策略，将培育“有德行、爱学
习、能生长的好少年”作为育人目

标，和新聘老师一起备课，研究教
材教法，通过“家长阳光大讲堂”等
方式，让家长切实体会校园文化。
短短几年声名鹊起，已有25名青年
教师在省级以上优质课评比中获
奖，学校不仅被评为“邢台市最美
校园”，还被确定为邢台市小学教
师专业发展基地。

目 前 ， 襄 都 区 共 有 14 所 小
学、4 所中学参与“名校+弱校”

“名校长+新校”工程，充分发挥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
提高弱校和新校的教学质量和办
学水平，在教学硬件和师资配置
上，基本实现了齐步走，弱校和
新校的社会认可度和办学效益明

显提高，名校的招生压力和大班
额等问题也顺势化解。

襄都区教育局督导室主任赵
强列举了一组数字：2016 年，襄
都区仅 30 所小学，平均班额 60.5
人，其中 9 所学校平均班额超过
65 人，最大班额达 79 人。而同
期，地处郊区的小学平均班额
41.8人，其中5所学校平均班额低
于30人，最小班额仅15人。

针对大班额问题，襄都区持续
扩大教育资源，实现优质学位供给
连年增加。3 年来，襄都区投入使
用 8 所小学，新增 5600 个小学学
位。2017年之后的起始年级，班额
均严格控制在55人以内。

豫办长信小学是原邢台县的
一所农村小学，地处城郊，资源
薄弱。划归襄都区后，陆续新建
了教学楼等设施，网络进教室，
实现“班班通”等，教学条件得
到提升，校园环境大幅改善。

“有些老师是代课老师转正，
相对而言，师资力量差一些。”校
长崔云霞坦言，近 3 年来，共有
18 名高学历教师陆续考入学校，
同时教师们积极参加教研共同
体，促进教学能力高效提升。

崔 云 霞 提 到 的 “ 教 研 共 同
体”，是襄都区保障师资均衡发展
推进的一项举措。

“教育均衡的核心是师资均
衡。”襄都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刘
金华说，他们组织全区教师根据
学科、片区等不同实际，从一线
优秀教师中选聘兼职教研员，组
成“网络教学研讨群”“优秀教研
线上展播”等，一方面可随时解
疑释惑，另一方面将教研成果分
享在网络云盘中，供同学科教师

无偿使用，大大丰富了备课资
源，给教学带来极大便利。

除了线上渠道，襄都区本着就
近方便、区域相对集中、分组相对
均衡的原则，探索建立联片教研共
同体。目前已建立了31个联片教研
组，每个教研组组长都是学科骨干
教师，他们经常组织现场活动。

南陈村小学是一所农村单轨
制小学，学校魏欣老师的科学课

《磁铁怎样吸引物体》，一路过关斩
将，获得了2019年邢台市教学评比
一等奖和河北省教学评比二等奖。

“这多亏了科学联片教研组的
指导。”魏欣介绍，作为一所农村小
规模学校教师，开展教研活动曾是

“老大难”，得知区里成立联片教研
共同体后，她申请加入了第四联片
教研组，同组的有新华南路小学等
不少市区小学同科教师，大家经常
相互观摩切磋，研讨教学。

段德胜是平安小学一名年轻
的音乐教师，“不光我们学校，很
多学校的音乐老师都很稀缺，同

校开展同科教研不太现实。”
2018 年，他加入音乐联片教

研组二组，组员包括马路街小
学、立德小学等 5 所学校同科教
师，他们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
不断完善和改进教学方法。前不
久，邢台市小学音乐优质课评选
活动中，段德胜老师的唱歌课

《走绛州》，在全区音乐教师中脱
颖而出，被推荐参加市级音乐优
质课评选。

“教师嘴里不允许出现差生这
个词，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发着亮
光的星星……”襄都区居民曹慧
的女儿在马路街小学就读，今年
开学后的首场家长会上，校长贾
建存的讲话让她印象深刻。

贾建存介绍，学校多次聘请
教育专家给两个校区的教师进行
有针对性的培训，并开展“教师
大讲堂”等活动，为教师提供开
放自由的学习舞台，还选派教师
到北京、天津等地学习。

如今，马路街小学拥有省级

特级教师、名师和骨干教师 6 名，
市级、区级名师骨干教师 34 名，
优秀教师占比达35%。

“师资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解
决择校热、大班额等教育失衡问
题，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襄都
区教育局师教科科长赵霞认为，
再好的教育资源，也是人在利
用，教师是资源的利用与整合
者，能否充分发挥好优质教育资
源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教师的水平，“这是一个持续动态
的推进过程。”

对此，襄都区积极探索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机制，尤其
注重畅通名师培养渠道，特别是针
对一些相对薄弱学校，精准对接需
求，缩小校际差异。他们还设立了
教育奖励基金，加大职称评聘向乡
村教师倾斜、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
流动力度，落实补贴、补助等政策，
提升教师农村任教热情。

同时，襄都区连续多年招聘高
学历教师。3年来，全区招聘中小学

教师 778 人，其中不乏“双一流”师
范类大学毕业生，教师年龄结构、
学科结构、师生比进一步优化，义
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小学专科率
99.9%，初中本科率99.8%。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河北
日报通讯员黄涛摄

邢台市三中教育集团内部
成员学校之间经常组织教学联
席活动，共同提高办学水平。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摄

集团化办学打破校际壁垒

“名校+”“名校长+”工程惠及弱校

教研共同体促进师资均衡

邢台市马路
街小学东校区组
织学生赴内丘开
展“走进邢窑白
瓷 传承家乡文
化”研学活动。

邢台市立德小学开展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教
育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树
立爱粮节粮意识。

邢 台 市
襄都区青少
年科技馆向
辖区中小学
免费开放，教
育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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