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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报名考教师，差别咋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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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7 月 14 日讯
“俩小时了还没排上，要不
先去问问农村那边的吧。”
14 日，记者在东昌府区教师
编招考报名点看到，城区教
师报名窗口排起了长队，可
农村学校教师报名窗口人却
很少。

“当然还是在城里当老
师好，出去也有面子。”聊
城大学毕业生小张说，她上
午 9 点到得报名点，本以为
来得够早了，可她前面还有
40 多人在排队，她排了一个

多小时才排上。小张说，这
次教师编招聘，城区一共招
112 名老师，大部分是实验
小学、东关小学等好学校，
农村教师名额仅有 38 个，都
是镇上和村里的小学，虽然
都有编制，但是还是很少有
人报名农村教师。

记者在招考报名点注意
到，城区报考现场排起了长
队，每天都有数百名考生报
名。而农村窗口则很冷清。
14 日，记者观察半个小时，
仅有一人去报名。 根据简

章，城区招收的英语、数
学、语文等科目教师较多，
音体美等科目招收人数也较
多。而农村小学所招多为音
体美等科目教师，除招收 6
名英语教师外，其他 32 名全
为计算机、思品、美术等科
目教师。

“农村缺老师，更缺音
体美教师。”东昌府区朱老
庄一所小学负责人表示，素
质教育开展以来，农村学校
越来越急需音体美等科目的
老师，许多学校教师不够，

只好让语文等科目的老师代
课，有的老师一个人代三四
个科目的课，这样素质教育
的效果很难达到。现在农村
学校不仅需要好的硬件资
源，更缺软件，即好的老师，
好的教学资源。这次农村招的
科目老师课都不是很多，大多
比较轻松，待遇也和其他老师
一样，没想到报的这么少。“硬
件资源解决很重要，教育的软
件也很重要，吸引和培养年轻
的 有 好 思 路 的 老 师 很 难
啊。”他感慨说。

“现在农村学生都跑
到城里上学了，当农村老
师还有啥前途。”赣南学
院毕业生小徐说，城里的
学校硬件好，名气也大，
还有很多进修和评职称
的机会，在城里当老师会
有更多提升的空间。

小徐说，城里各方面
条件都好，都愿意去城里
教书，很少有人主动愿意
下农村的，除非政策上有
啥好处，比如增加考察培
训机会、加工资或者评职
称等优惠条件，并能保证
过几年还能回城里恢复大
学生原本的发展空间。“据
我所知，茌平和莘县招的
老师都得先下乡做支援老
师，政策上有支持。”

报名者小萍籍贯是
闫寺镇的，她本来也想回

镇上教书，可是看了一
下，今年没有招收名额。
“我觉得农村本来就很缺
老师，大家都往城里跑，农
村学校生存更困难了。”她
说，上了四年大学，年轻人
都不想回农村，这也很正
常，但是现在农村学校的
现状，也很难吸引大家回
去教书。“听说有的农村小
学只剩下 6 个学生，校舍
也比较旧。”她说，吸引年
轻老师回农村，除非有更
加优惠的政策引导或“诱
惑”。“比如这次招聘，
150 个编制名额，城区
112 个，农村仅有 38 个，
在政策上对农村教师也
没有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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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教学没前途”

编后：
在编者看来，无论是

普通学校并入名校还是
招聘农村教师，要让孩子
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重
在均衡教育资源。

既然有所谓的“名
校”，就肯定有普通的学
校，普通学校并入名校并
不代表它会成为名校，若
要培养出好学生，就应该
注重师资力量。教育部门
应该多培养一些名师，均
衡分配到各学校，还可以

让名师多与其它学校老
师加强交流，必要时可以
让一些名师去普通学校
任教。

对于农村教师，很
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去
当，主要是认为农村条
件差、待遇不好、很难
有提升空间。教育部门
应该加强对农村教育的
帮扶力度，适当提高一
下农村教师的待遇，可
以让更多的教师扎根农
村。

本报聊城 7 月 14 日讯
“家长抢着让孩子上名校，我
们也很无奈。”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透露，许多家长都想让孩
子赢在起跑线上，择校风越来
越重。

在今年的小学招生过程
中，家长们又上演了一场抢

“名校”名额的大战。按照规
定，片区内的学生才能就近上
学，农村进城务工子女也要四
证齐全，然而，一些户口不在
城区，四证全无，甚至连孩子

户口都没有的家长，都想尽办
法托关系走门子，抢着给孩子
报名。

区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
透露，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上
城区名校，专门把孩子送到城
区来长住，有的家长还把老人
也送到城里给孩子做饭陪读。
为了均衡学生报名生源和教
育资源，只好采取了薄弱学校
并入名校，由名校带动薄弱学
校发展。今年的招生数据统计
中，有的学校招生爆满，有的

却不足一百人，个别名校招生
人数达到了薄弱学校的 10 倍
以上。根据统计，城区一所实
力薄弱的小学一共有 9 个教
学班，可以容纳 400 人以上，
却只报了不足一百人。另外一
所名校，则额外多报了三个班
的学生，人数达薄弱小学人数
的 10 倍。

“家长跟风想让学生上名
校，教育部门压力也挺大，得
尽快多打造名校。”该工作人
员表示，为了让更多学生在家

门口上好学校，教育部门新建
和改扩建不少学校，想办法多
打造几所好学校。“建名校分
校区的做法是经过研究和实
践的，缓解了不少压力。”他介
绍，前几年，建设路小学和阳
光小学以前分别是北顺小学
和民主小学的分校区，现在也
成了实力较强的好学校。今年
新建的阿尔卡迪亚小学作为
阳光小学的分校区，也成为很
受欢迎的“名校”分校区，不到
半月时间，报名就满了。

教育局：“名校”扩张带动教育均衡

本报聊城 7 月 14 日讯
13 日，湖西小学和北郊小学
并入“名校”，有的家长拍
手叫好，也有的家长提出质
疑，表示教育资源均衡更重
要。

“学校并入名校，给孩
子上课的就是名师吗？”东
关小学一名家长提出疑惑，
他家本来在湖西片区，听说
“名校”老师教的好，所以
让孩子转到了东关小学。现
在原湖西中心小学摇身一变
成了“名校”分校区。他表

示，学校是不是并入名校不
是最重要的，重要是学校的
师资力量也能大“换血”，
如果原来的学校里多了很多
年轻的教的更好的老师，学
生也就不想转学择校了。薄
弱小学真正缺的不是好房
子，而是好老师。

“名校里的老师教的好
啊，教学方法也新鲜。”一
名在阳光小学“择校”的学
生家长孙先生说，他家是朱
老庄的，孩子现在六年级刚
毕业，当初就是冲着老师教

的好才来的。
北顺小学家长刘先生表

示，孩子四年级时他就把孩
子从农村转来了。“家长就
是迷信好老师，好老师多了
谁也不跑。”他说，择校其
实不仅是冲着好房子和学校
的好设备，更重要的是“名
师”。

教育 局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 教 育 资 源 的 均 衡 ，
不 仅 是 硬 件 资 源 的 均
衡 ， 还 有 教 师 软 实 力 的
均 衡 。 根 据 目 前 情 况 ，

优 质 教 师 资 源 在 短 期 内
大批转到薄弱学校的想法比
较难实现，但是学校并入
“名校”后，名校的“名
师”可能会采取分批代课、
教学指导等方式深入分校
区，分校区的老师也有机会
接受更多“名校”的文化和
教学方法的培训。北郊小学
和湖西中心小学并入“名
校”后，首先在硬件上进行
整合和修整，校舍越来越
好，而且校区的教师之间也
会有所交流。

家长说：“弱校”不缺好房子缺好老师

东昌府区城区小学教师编招考报名点外，排起了长队。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东昌府区农村小学教师编招考报名点外很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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