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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巩悦悦 沂南报道

村小再迎40名新生
近百个孩子留了下来

2024年12月24日下午3时
许，正值寨西联小的课间。一见有
新面孔进入校园，眼尖的三四个
孩子最先欢呼着跑出教室，紧接
着，又有二三十个孩子一窝蜂似
的跑出课堂，争先恐后地来到记
者身边。他们红扑扑的笑脸上写
满惊喜和好奇，用“上蹿下跳”来
表达自己的兴奋，口中不住地喊
着“老师好，老师好”。

一旁的寨西联小校长侯晓
明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从最
初胆怯内向到现在的热情大
方，他见证了眼前“小不点儿”
们的成长，“在2024年蒲汪镇召
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齐鲁晚
报》对寨西联小的报道，被专门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另有多家主流
媒体跟进，对我们学校进行了采
访。在被社会关注之后，我们学校
还受到各级领导和爱心人士的帮
助，家长们也对学校办学质量及
办学水平有了更高的认可。得知
学校事迹登报以后，孩子们对我
们这所小学更喜欢、更热爱了。”

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秋
季招生，寨西联小一年级迎来
40名新生，连同二年级的50多
个孩子，全校已有近百个孩子
留下来了。

老师和家长们深知这其中的
不易。要知道，因为生源外流严
重，寨西联小一度只招来17个孩
子。如今，在被社会广泛关注之
后，寨西联小还入选参与了全国
乡村美育公益项目“大地的童
画”，专门有摄制组入校拍摄。这
样一来，这所“泥巴学校”的美育
教育也走到了大众面前。

“《齐鲁晚报》的持续关注，
坚定了我们办学的信心，让我
们感觉到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
育也可以大有可为。”分管寨西
联小的蒲汪镇中心小学校长刘
庆伟感慨地说。

据刘庆伟介绍，大家前期可
能会在“留”与“并”的问题上有所

纠结。如果将村小留下来，办学可
能面临很多困难；如果将村小撤
并，则会出现教学资源不足的问
题。不过，经过这半年多的实践，
大家很强烈地感受到，保留住这
所村小，也能很好地回应家长和
学生对家门口优质教育的需求。

通过“泥巴课堂”
活跃了课程教学

随着生源逐渐回流，寨西联
小也面临着新的课题。

对“刘庆伟们”来说，把学校

留住，比撤并的挑战还要大，因
为他们“既要留得住，更要办得
好”，“得给大家留住这所小学更
多的理由和信心。我们立足于通
过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
内涵发展，来增强大家对这份教
育选择的信心”。

家长们注意到，寨西联小就
地取材，通过“泥巴课堂”活跃了
课程教学。利用小规模校班级人
数较少的特点，学校还注重对每
一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以此来
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接女儿放学的间隙，二年级
学生冯奕扬的妈妈告诉记者：“这
半年以来，学校又给孩子们增加
了玩泥巴、跳绳、写信、阅读等活
动，孩子每晚都和我分享在校做
了什么，变得越来越能说，越来越
开朗自信了。说实在的，俺真希望
这所学校能继续保留下来，因为
孩子身上的变化，我们做家长的
感受得到。”

包括校长在内，寨西联小仅
有四位老师。这四位老师不仅负
责教育教学，还承担着学校的管
理工作。据二年级教师蒋亚洁透
露，针对寨西联小这样的小教学
点，中心校经常派老师来听课指
导，校内也经常举行“青年教师大
比武”，他们也常常去青岛、临沂、
泰安等地学习，“学校很重视老师
的成长，我们也很珍惜外出学习
的机会，希望能把学到的东西带
给孩子们。”

即便给老师更多机会锻炼本
领，可小规模学校的师资短缺问
题，毕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因此
在开足开齐课程上，刘庆伟和蒲
汪镇中心小学老师们也想了很多
办法应对，比如寨西联小紧缺音
体美学科老师，他们就通过中心
校老师走教，以及获取网络资源
的方式来弥补。

刘庆伟说：“现在来看，并不是
师资紧缺就没法做这件事了，只要
开动脑筋，还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刘庆伟兴冲冲地分享道，寨
西联小举办的一系列家校社协同
育人工作，也为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的发展提供了很好保障。比如
现在开展的家长夜校、家庭教育
宣讲、家校互助社群工作坊，以及

社区教育资源进校园等活动，让
学校形成了多方联动的教育格
局。这样一来，家长们也找到了教
育孩子的好方法。

城里孩子行的
乡村孩子也能行

承载着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
寨西联小校长和老师们感受到了
责任重大。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们
的观念也逐渐发生着转变，从过去
的“有学上”，到盼望着“上好学”，
这种对教育的新期盼，构成了寨西
联小办学的重要挑战和考验。

“家长有所求，我们就要顺
应家长对教育的这种期盼和需
求。”刘庆伟透露，“在把百姓家
门口的这所小规模学校保留下
来以后，我们还要在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上多下功夫，把‘留得住
办得好’，作为回应家长对优质
教育期盼的最根本努力点。”

二年级学生家长赵奇莲表
示，她的孩子虽然来自农村，但是
城里孩子有的，城里孩子能做的，
城里孩子能行的，农村的孩子也
一定能行。“我家孩子上二年级
了，对学校很依赖、很信任。虽然
学校小，但不论学习还是运动，老
师们教得不比镇上学校差，我们
作为家长肯定很满意啊。”家长薛
福芹说。

“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
育教学质量，逐步缩小城乡教育
差距，就能为乡村振兴贡献乡村
教育的力量。如今在新闻媒体的
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
更有信心办好寨西联小这所乡村
小规模学校了。”刘庆伟告诉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虽然学校生源实现了回流，教
育教学质量也在逐步提升，但作为
寨西联小的校长，侯晓明仍然希望
借助《齐鲁晚报》的平台，让社会
各界及爱心人士看到寨西联小，

“我们老师非常期盼把百姓家门
口的这所乡村小学办好，让它长
久地发展下去，最终能让家长们
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里。”

未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将持续追踪寨西联小的发
展情况。

乡村小规模学校
是撤并，还是保留？今
年5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刊发《计划撤
并的村小学，来了55
名新生》，为处在撤并
边缘的小规模学校提
供了一个发展样本。
这也让仅有两个班级
的教学点——— 寨西联
小，走进了大众视野。

转眼间，距离上
次采访已过去大半年
时间。岁末年初之际，
记者再次来到沂南县
蒲汪镇，和校长、老师
及家长们聊一聊寨西
联小这半年以来的新
变化。

“村小既要留得住，更要办得好”

计划撤并的寨西联小，再迎生源回流

一一见见记记者者进进入入校校园园，，寨寨西西联联小小的的孩孩子子们们欢欢呼呼着着跑跑出出教教室室，，不不住住地地喊喊““老老师师好好，，老老师师好好””。。

《齐鲁晚

报》对寨西联

小的报道，被

专门装裱起

来，挂在学校

办公室的白

墙上。

为了解决寨西联小师资紧缺问题，蒲汪镇中心小学专门安排音乐和

美术教师前来跑教。 记者 巩悦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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