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52014年7月7日 星期一

编辑：牟张涛 组版：赵燕梅

今日菏泽

关注

等等支支教教老老师师，，学学生生上上了了33天天““瘸瘸腿腿””课课
菏泽农村师资缺乏，“老龄化严重”、“结构性缺编”严重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数学支教老师未到，学
生上了三天语文课。”“全校
13名老师，60岁以上的有10

人。”“因缺少相应学科老师，
学校从未上过音乐、体育、美
术课程。”近日，记者调查发
现，目前菏泽不少农村学校
师资力量跟不上，“老龄化严
重”、“结构性缺编”成为不少
农村中小学的一块“心病”。

今年，山东省教育厅为
菏泽安排了200名专项招生
计划，并委托山东师范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农
村户籍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均可填报志愿，毕业后即可
享受事业编制，但需到农村
公办中小学任教至少10年。

据菏泽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举不仅能借助
外部力量发展菏泽教育事
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利于让
高素质人才留在农村。

没有专职老师 音体美“束之高阁”

6月30日，菏泽学院的小姜扛着
重重的行李，即将从实习所在学校离
开，尽管半年间的生活很枯燥，但到
离别的那一刻，心中还是恋恋不舍。

作为一名师范生，今年年初，小
姜来到成武县白浮图镇一农村小学
支教，“还没到学校时，心中就做好
了最坏的打算，但到了学校才发现
远不如之前所想。加上我们两个实
习的学生，全校才11名老师，要承担
起学校180余名学生的教课任务。到
达学校时已经开学3天，我担任一、
二两个年级的数学，由于没有数学
老师，学生们3天时间都上语文课。”

“学校最缺音、体、美老师，虽有
课本，但因没老师，学校从未开设过
相关课程。”小姜说，像自然、思想品
德等副科也没有专职老师，只有4-
6年级才开设了自然、思想品德等课

程，是由语文老师兼任，全校就一名
英语老师，要担任起4-6三个年级
的英语课程。

“我担任一、二年级的数学，两
个班级的学生每天除了语文就是数
学，天天嚷着想上体育课，由于学校
没安排相应课程，就去找校长能否
再担任体育老师，但因学校操场问
题作罢。”小姜说，听其他老师说过，
之前曾分过来两名老师，但教了不
到半年，都想办法调走了。

“农村小学现在不但缺老师，更
缺少年轻的老师。”牡丹区某农村小
学校长无奈地说，该学校有13名老
师，其中50岁以上占到10名，其中一
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还得坚持
讲课。虽然这些老教师教学经验丰
富，但跟不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方法。

发展农村教育 菏泽任重道远

据菏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菏泽农村师资存
在教学素质低、年龄老化，结构
性缺编等现状，“有些学校可能
总人数不缺，但具体到某个学
科时，尤其像音体美，很缺对口
的老师，学生无法享受优质的
课程教育，也不利于全面发
展。”

据了解，为保障农村师资
力量，菏泽市从2008年实施“退
一补一”政策，面向社会招考，
截至现在全市已补充1万余人。

“寒暑假期间对各层次老师进
行培训，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和
素质。尤其是近几年，增加了对

基层老师的培训，教学能手、优
质课评选等都向最基层老师倾
斜。”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菏泽市“两会”上，再
次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写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新、改扩建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校舍120万平方米，公开招
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2000名
以上的目标。

据菏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加强农村小学师资
力量，市教育局准备在乡镇驻
地为教师建设“周转房”或“教
师公寓”，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
条件，以稳定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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