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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解决大班额

学学生生潮潮遇遇扩扩张张难难，，去去大大班班额额不不易易
入学新生班额得到控制，但短时间难还历史欠账

8月31日，2016年秋季学期正
式开学前一天，济南燕山学校中
学部公示了分班情况。作为济南
市热点中学之一，该校将班额严
格限制在50人以内。

班额“瘦身”是济南市很多中
小学新学期的动作之一，大多数
小学都将班额控制在了45人，初
中、高中控制在50人以内。然而在
不少教育管理者看来，学校数量
不足、校舍紧张、师资短缺等问题
仍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解
决大班额的过程实际上是还教育
欠账的过程，彻底还清欠账还需
要下功夫。

本报记者 徐洁 李飞

全省解决大班额
济南压缩力度加大

8月31日一大早，燕山学校中
学部公布初一新生分班情况。今
年，该校初一入学新生近1100人，
分为22个班，平均每班四十七八
人。而上学期毕业的初三学生，只
有20个班。该校副校长韩卫说，为
了严格将每班人数控制在50人以
下，初中新增两个班，还腾出了两
间功能室，新进老师十人，是历年
新进老师最多的一年。

在全省乃至全国力推解决大
班额的背景下，齐鲁晚报记者从
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等多所学
校获悉，今秋大多数学校一改往
年每班人数严重超额的情况，把
人数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即普通
小学一个班人数不超过45人，初
中、普通高中一个班不超过50人。

新建学校、增加校舍、分流生
源，是控制班额的重要措施。记者
从济南市教育部门了解到，除商
河县无新建学校开学外，全市共
有27所新建中小学将开门迎新，
其中，历下区6所、市中区4所、槐
荫区1所、天桥区2所、历城区2所、
高新区2所、章丘市5所、长清区2
所、济阳县2所、平阴县1所，这对
于吸纳和解决大班额问题将发挥
重要作用。

以历下区新建的利农庄路山
大路实验小学为例，该校作为热
点小学历下区实验小学的西校
区，今年新招学生近90人，师资全
部来自历下区实验小学，保证新
校教学质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本校校舍不足的压力，
有助于本校的班额控制。

学区房住户频换
零择校难挡学生潮

在解决大班额问题的过程
中，尽管教育部门和学校想出了
各种办法，校舍不足仍是很大的
困难。

“我把校长室都腾出来改造
成功能室，而将功能室改造成教
室。”天桥区某小学校长表示，他
所在的学校在天桥区还算不上热
点大校，但仍然存在教室不足的

困难，遗留的大班额问题也需要
解决。

“现在，学校初二每班控制在
了50人以下，因此现有班级大班额
问题也基本解决了。”燕山学校中
学部相关负责人说。如果明年的初
一年级再增加班级数量，恐怕学校
就没有教室可以扩容了。

这一担心并非多余，即便已
经实行了零择校，有的热点小学
新入学人数仍在持续增加。燕山
片区某重点小学今年新入学人数
比去年增加了六七十人；济南东
部某新建学校今年一年级新生数
量远超出规划的招生人数。新建
小区日益密集和学区房成交量
大，是热点小学每年新生数量居
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济南东部某新建学校学区范
围包括周边28个大小住宅区，大
部分是近几年新增的商业住宅
区。市中区某热点小学相关负责
人对齐鲁晚报记者分析，零择校
后，学校新生招生压力仍然没有
减小，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长为了
孩子入学纷纷在周围买学区房，
周围的住户不断更新，使得学校
招生压力有增无减。

位于历下区的某房屋中介经
纪人李小东说，从今年三四月份
以来，燕山片区的学区房每平米
涨了2000-4000元，一套40平米房
子能卖到两万四一平米，而且完
全是卖方市场，一位业主挂出一
套69平米的学区房，每当有人询
价就涨一次价，从135万涨到140
万，又涨到了142万，无任何纠纷
的靠谱学区房房源太抢手了。

大学搬走盖成住宅
小学无处可扩

“解决大班额问题，其实就是
解决教育欠账问题，但我们遗留
的教育欠账太多了。”济南市一位
教育人士说。

比如济南市文化东路一带，
该地段单位宿舍、商业住宅等小
区非常密集，随着前几年郊区大
学城的建设，周边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体育学院等
高校纷纷外迁，大学旧址上一片
片商业住宅楼拔地而起，对学位
需求实在庞大。

“原来，大学校园虽然划入周边
小学学区，但没有太多学生上学，成

了商业住宅后，需要入学的孩子一
下子多了。”一位教育人士说，位于
市区的热点小学却无处可扩。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插建的
新建小区并没有建设配套学校，
入住居民要上学，只能挤进来。以
历下区为例，暂无配套学校的新
建小区采取协调入学的方式，诚
基中心的业主子女就暂时协调至
十亩园小学就读，万豪国际的业
主子女则暂时协调至文东小学分
校就读，这给原本就学位紧张的
周边小学带来了不小压力。

师资亟待解决
学校规模也得控制

超大班额的弊端不言而喻。
知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大班额、
超大班额不仅让生均教育资源降
低，而且使课堂教学组织、管理变
得困难，很难开展交互式、探究式
教学和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
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卫生问
题。

在多位教育管理者看来，即
便校舍问题能解决，师资紧缺也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了学
校还要有老师。

天桥区教育部门介绍，该区
师资缺口较大，只能每年通过招
聘教师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逐
步解决，2015年12月该区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招聘非在编
教师100人；2016年招聘在编教师
75人，非在编教师200人。

历城区教育局相关人士表
示，一方面要加大引进教师的力
度，一方面还要加大对教师的培
训力度。今年历城区引进外地骨
干并招聘在编新教师共160人，是
近三年来最多的一年，目前的师
资还是存在缺口。

此外，即使到2017年底，全省
学校大班额问题得以完满解决，
大规模学校又将显现出来。根据
我省要求，比较合理的学校规模
是：小学规模12至36个班（九年一
贯制学校小学部为12至24个班）、
初中学校规模18至30个班（九年
一贯制学校初中部为 6至 1 2个
班）、高中学校规模24至48个班，
严禁建设超大规模学校。

“按照这个办学规模，我们学
校分成两个学校还差不多。”一位
热点初中学校老师说。

本报东营8月31日讯（记者 李沙娜） 为解决
大班额及中小学师资力量紧张的问题，完善教师多
元补充机制，今年东营市首次试点招聘共700多名合
同制教师。

为了解决大班额问题，推进小班化教学，完善教
师多元补充机制，2015年11月份出台《东营市中小学
合同制教师管理试行办法》，2016年4月份，东营市及
各县区陆续发出招聘合同制教师的简章。按照规定，
合同制教师要经过和在编教师同样的笔试、面试，并
且同工同酬。

8月31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东营市教育局局属
学校的210多名合同制教师已经到位，大部分老师于
8月底入校并开始接受学校的考察、培训等。“今年
‘六三制’改‘五四制’，净增了48个班，新增班主任去
哪里找就是很明显的问题，再加上解决大班额、推行
小班化教学及部分女教师生二胎，师资力量十分紧
张，所以这次合同制教师招聘，主管部门分配到我们
学校近140名新教师。”东营市实验中学政务处工作
人员介绍。

同时，记者从东营市晨阳学校了解到，这所九年
一贯制的学校不仅初中部缺老师，小学部也是师资
紧缺，“目前合同制教师及公益性岗位共有48名新教
师，还有一名新教师作为引进人才，是北京大学的研
究生，教初中物理。”学校教导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49名教师将按照教师资格证上所教科目安排课
程，历史、地理、数学、物理、音乐、美术、体育、思品等
科目都有涉及。

东东营营今今年年首首招招
770000名名合合同同制制教教师师
解决大班额，和在编教师同工同酬

葛相关新闻

东营中小学聘用的新教师第一天跟小学生在一起。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8月30日下午，山师附小一年

级新生报到。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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