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改扩建 70 所乡镇幼儿园
聊城学前教育将更照顾农村和贫困家庭

2012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编辑：张召旭 组版：边珂 C07
教育

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2 月 8 日讯(记
者 陈洋洋 通讯员 靖心
岩) 近日，聊城大学艺考开
始，吸引了许多考生前来报
名，有的考生已经连考七八
场，有的甚至报了 15 所学
校。

“孩子还在潍坊考试呢，
赶不过来。”7 日，莘县一中考
生小欣的爸爸刘华正在帮她
排队报名，艺考这几天，小欣
的“考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她
一共报了 15 所学校，现在考
了七八所了，还没考完。小欣
由妈妈陪着在潍坊考试，爸
爸负责给她报名。在聊城大
学考点，刘华一共给女儿报
了两个学科，希望能命中率
高一点。“孩子高三才开始学

习音乐，老师说女儿个子比
较高，学习成绩一般，所以建
议学艺术。”

为了增加考试的命中
率，小欣参考老师和家长的
意见，一共报了 15 所学校，其
中最远的是新疆师范大学。
还有河南、山西等地方的学
校。“离家远点没关系，只要能
考个好学校就行。”刘华说，女
儿报的学校几乎都是师范类
学校或者相关专业，他们希
望小欣毕业以后能当老师。

“女孩子当老师挺好，工作也
很稳定。”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很
多考生都报了至少 5 所院
校，多数考生报名院校在 7
至 10 所左右。

为增加“考中率”艺考生拼命报学校

有考生连报 15 所学校

本报聊城 2 月 8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通讯员
高洁 ) 8 日上午，聊城市教
育工作会议召开，记者获悉
聊城将大力缩减大班额现
象，部分大班额薄弱学校将
投百万改治。

“ 2012 年控制在 50 人
以下，2013 年达到国家规定
班额。”聊城市教育局长张聚
传表示，2011 年，聊城新建的
北郊小学、阿尔卡迪亚小学
和东关民族小学教学楼 9 月
份已经投入使用，城区班额
明显下降，平均控制在 56 人
以下。为“救治”大班额现象，接

下来，聊城每个县（市）区每年
将尝试选择 1 至 2 所学校，每
校投入百万“救治”大班额。按
照计划，高中的班额应该 56 人
以下，初中要在 45 人以下。

根据教育局 2012 年工
作计划，聊城将继续实施城
区中小学改扩建工程，搞好
第二实验小学、站北小学和
东姚小学三所小学建设，新
增教学班 120 个，并严格执
行《义务教育法》和学籍注册
制度，2012 年东昌府区城区
新招小学一年级班额控制在
平均 50 人以下。今年将继续
改扩建学校，降低大班额。

今年城区小学将实现

一年级班额 50 人以下

本报聊城 2 月 8 日讯 (记者 陈
洋洋 通讯员 高洁) 记者从 8 日
召开的 2012 年全市教育工作会议获
悉，2012 年，聊城将建立学前教育扶
贫帮困制度，并大力改扩建 70 所乡
镇幼儿园。

据了解，2012 年，聊城将加大
政府投入，加快“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步伐。根据规划，2012 年
改造或新建 70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
并使之达到省定办园标准，建成后
全 市 公 办 性 质 的 幼 儿 园 将 达 到
5 8 % ，全 市 学 前 三 年 入 园 率 达 到
78% 。2013 年所有乡镇中心幼儿园

达到省定办园标准，并启动市直实
验幼儿园建设工作。

另外，还将搞好幼儿园规划布
局。在城区建设实验幼儿园，制定并
落实城市居民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
建设管理政策，每 5000 人口的住宅
区，规划建设 1 所规模为 6 — 8 班
的幼儿园。

2012 年，政府将农村学前教育
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一村一
园或覆盖人口 5 0 0 0 人、服务半径
1 . 5 公里一园”原则，以政府投入为
主，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
育资源，鼓励村集体和公民个人举

办幼儿园，形成乡镇设置中心园，下
设若干分园的农村学前教育体系。

还将建立以县为主，县乡两级
共管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严格执
行幼儿园准入和年检制度，实行动
态监管。按照“划片招生、就近入园”
的原则确定各类公办幼儿园的服务
范围。建立学前教育扶贫帮困制度，
落实好对贫困家庭幼儿的资助政
策，着力保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园。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坚决查
处乱收费。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于乐，
防止和纠正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艺考生多高三“半路出家”
艺考成本高，一考生 4 个月花掉两万多

本报聊城 2 月 8 日讯 (记者 陈
洋洋) 7 日，在聊城大学艺考报名现
场，记者了解发现，排队的考生多是
高三“半路出家”，有的仅学了 4 个
月，花费竟然高达 2 万多元。

“觉得文化课可能不行了，拿艺
术特长赌一把。”来自菏泽的考生赵
翔说，其实大多数艺考生都是“半路
出家”，他以前根本没想过走艺考这
条路。上高三后，老师反复找他谈话，
说他艺术潜力不错，仅凭文化课考大

学又很危险，一开始想学舞蹈，后来
家里不同意，才选择了声乐。赵翔的
同学小云说，班里的许多同学都是经
过老师“劝说”才决定“半路出家”参
加艺考的。她说，很多同学并不是特
别喜欢“艺术”，很多考生专业基础不
是非常好，只是觉得走普通高考的路
不通，就走艺术的路试试。

在艺考的过程中，不少考生开销
很大，有的考生 4 个多月就花了两万
多。青岛的小黄也是高三才开始学习

器乐，她和同学一起参加了“名师培
训”类的艺考辅导班，有时候自己还
单独去上小课，连续突击训练了 4
个月，加上艺考这几天的花费，大约
花掉了两万多元。“买古筝就花了
5 0 0 0 多，每个月花费大约在 3 0 0 0
元左右，艺考这几天报了 10 多个学
校，报名费就花了 2000 多，艺考的
服装花了近 1000 元，加上和陪考的
爸爸妈妈一起吃住，花费不低于两万
元。”

7 日，聊城大学音乐学院楼前，考生正在报名。本报记者 李军 摄

2 月 8 日上午，聊城市教育局 2012 年免费师范毕业生供
需见面会举行，参加本次供需见面会的皆为教育部直属的 6

所师范大学山东省生源 2012 年免费师范毕业生，当地 22 所
招聘中学共为毕业生提供了 35 个岗位，涉及体育、美术、数
学等 10 个学科。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免费师范生找“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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