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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泰一中的万人中学，还
是泰安的教育集团实验，都是试图打
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努力。但这种努
力真的符合教育自身的规律吗？

中小学规模到底多大才合适？

有人以为，学校规模越大，学生
越多，学校名气就会越大，这是一个
误区。世界有名的中小学，没听说有
几个是“巨无霸”、“托拉斯”类型的。

那学校规模是不是越小就越好
呢？据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报道，自
2000年以来，盖茨基金会投入了上亿
美元资金，试图以缩减学校规模的方
式来振兴美国的高中。通俗的说法，

就是实验类似“小班制”的“小校制”，

创办小规模高中，拆分大规模学校。

现在，盖茨本人也已经承认这项实验
成绩不如预期。

学校规模的掌控，反映出的是不
同的教育理念。仅就学校规模来讲，

规模过小是不规范的，如一些仅剩三
五个人的山区小学，同时，规模过大
也是不规范的。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曾表
示：“我反对把学校办得过大。中小学
最大的学生规模最好是1000人左右，

那种500人、上万人的学校是不符合教
育规律的。”

如果把学校看做生产标准件的
车间，自然是规模越大效益越好；如
果把学校看做实施军事化管理的兵
营，自然是规模越大实力越强。

但学校既不是车间，也不是兵
营。如果教师不能对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思想变化情况了如指掌，并及时
地加以科学正确的引导；如果校长不
能对每一位老师的教学情况了然于
胸，那么，这个学校的教育就很难说
是适宜的、有效的。

我们的教育领导者和主管部门
在起劲地追求扩大学校规模、争创千
亩校园万人学校的时候，又有几个从
教育规律的角度考虑过问题呢？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中小学也是同样的道
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
是行政干预和追求政绩的一个恶果。

减少行政干预，改变教育经费投入
“嫌贫爱富”的不公平现象，还权于
教，让每所学校根据自身的特色自由
发展，才是教育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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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
到底该多大
□闫杰

““大大””中中学学之之困困
新泰万人中学争议与泰安教育集团实验
本报记者 龚海

它曾号称是“全亚洲最大的中学”。

新泰一中校长常希贞说，当年的这一

宣传语值得商榷，因为它早已不是山东省

最大。

不过，在7年前，新泰一中绝对是当地政

府拿得出手的一张特色名片：总投资3 . 6亿

元，占地1000亩，校舍面积33万平方米，设计

规模360个教学班，可容纳2万学生就读。

这比很多大学都要大。

常希贞每每领着前来参观交流的同

行、领导，对着校园内连成片的建筑、连成

片的树林、连成片的体育场，他们啧啧称

奇：“像座大学城。”

即便如此，它仍然“规模不如潍坊一

中，学生数量不如菏泽一中”，各地“大”中

学的建设规模迅速将其赶超，淄博临淄投

资4 . 5亿建“大高中”，东营垦利投资4亿建

“大一中”，潍坊新建桥学校总投资4 . 1亿

元……

中学在变大，而酝酿这一改变的初衷

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冠以“改变教育不均衡

的现状”，以此为目的，合并、联合，中学做

“大”的形式很多，而且往往不单是教育部

门在发力。

与之相对应，最新发布的《山东省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

指出，要控制中学的办学规模，新建学校规

模不超过50个班级，普通高中班不超过50

人，从而遏制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制造““巨

无霸””中学的势头。

30年不用建学校

为了应对择校热，新泰市政府主张“扩
大一中的规模，满足人们上优质高中的愿
望”。这触发了其他学校更大的不满。新泰
市政府决定对高中教育重新布局，规划的
1000亩新校区将几所市属学校集中在了一
起。

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集中办学行为。

常希贞赞叹当地政府办教育的决心，

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窗外是1000亩的

校园，望不到头，与之毗邻的就是新泰市政

府，这是不折不扣的“黄金地段”。

若用作商业开发，这一地块的价值不

可估量，新泰市政府能在7年前将其圈出来

造学校，在常希贞看来无疑是高瞻远瞩：

“领导肯定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确确实

实是在办教育，这让新泰至少30年不用再

建学校。”

2005年，同处城区的新泰一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部搬迁至此，因办学规模大、

教育质量高，一中独揽了南区500亩土地，

其他几所学校占据了同样大的北区。

这当然仅仅只是个开始，三中、四中、

五中并入到一中已经不可避免。

在新泰市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这三所学

校作为“薄弱学校”被一中收编，从而成就了

一中的大一统和在新泰市的巨无霸地位。

如今即使全国范围的高中都处在招生
低谷，合并后的新泰一中仍有8000多名学

生，分成约200个班级。不过，按照常希贞的

设想，新泰一中学生的正常规模可以达到
12000人，南区120个班级，北区120个班级。

这场合并酝酿已久，但过程却丝毫不

拖泥带水。合并后的新泰一中，软硬件实力

轻易就达到了省级规划学校的标准，1200

余名教师，几乎打包了新泰市所有的教学

能手，而设备先进的科技馆、标准的体育场

馆、8人一间带卫生间的学生公寓，这些硬

件将不少大学都比了下去。

这一巨无霸学校的出现，让资源迅速

集中，并给了更多学生就读新泰一中的机

会。

当时，当地媒体指出这一举措“实现了

教育区域均衡发展”，并帮助新泰市“提前

达到了普及高中段教育的目标”。

而就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人口仅有
130万的城市就有高中学校不下20所。常希

贞说，当时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一所自己的

中学，大的公社甚至有两所中学，各学校间

教学水平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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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在变大，而酝酿这一改变的初衷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冠以“改
变教育不均衡的现状”，以此为目的，合并、联合，中学做“大”的形式很
多，而且往往不单是教育部门在发力。但这真能帮助实现教育公平的
目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