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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学校牵手

让资源更均衡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汪泷 本报通讯员 付吉庆

下一步学校里如果要举行活动，霍
家街小学副校长徐素秋总会记得给喻屯
镇第一中心小学和喻屯镇第二中心小学
的业务校长打个电话，问问这两所学校
的老师来不来参加。虽然与这两所学校
间相距约50多里地，但徐素秋觉得，距离
远挡不住同在一个学区的“亲近感”，“现
在就跟一家人一样！”

去年3月，在济宁市市中区义务教育
学校城乡学区制建设规划中，久负盛名
的霍家街小学与喻屯镇的两所中心小学
组建成霍小学区，意在促进城乡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学区制变成一个圈，
把城乡学校圈在了一起。

“行政区划设定后，我们也曾与乡村
学校结过对子，当时主要是捐书屋，叫做

‘带动兄弟学校走起来’，还有送课下乡，
但当时比较少，一学期送一次，最多没超
过两次。”徐素秋说，不同于早期的浅层
次交流，开展学区制建设这一年，城乡学
校的交流程度在向深处发展。

城区有名的学校往交流的深层次方
向走了几步，喻屯镇第一中心小学校长
常振毅也要带着学校甩开“客气”赶紧迎
上去，“现在教育局把我们捏在一起，我
们再联系时就把客气话省了，直接去交
流触及教育教学的根本问题。”有了在同
一学区的优势，请名师来讲公开课，参与
教学教研活动，派驻本校中层干部去霍
小学习管理经验，常振毅希望做的事都
成了现实。

学区制建设一年间，霍家街小学二年
级语文教师颜敏也感受到“走得深了”，“我
们不仅送课下乡，也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教
学理念、方法，开展同课异构的教学实践活
动，形式多了，交流的效果也更明显了。”

去年冬天，颜敏跟随市中区教研组到
喻屯镇大王楼村送课，一节《我是水》的语
文精品课让孩子们眼前一亮，“向月亮姐
姐一样说普通话”。而对于大王楼学校的
老师而言，“课原来可以这么上”成为多数
人的感慨。这种感概让颜敏认识到，城乡
教育的差距也是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差距，

“之后我和喻屯小学的老师们也经常交
流，怎么用符合实际的方法让孩子们接受
更好的教育，我们彼此也都有很多收获。”

尽管已经过去半年，60岁的王龙常对
霍小名师来大王楼村小学讲的课仍然印
象深刻，他相信，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
有趣的课”，“也不知道为啥，人家讲的课
就是生动活泼，小孩愿意听，我们村民也
愿意听。”

“听完霍小名师的精品课，学生和家
长的反应就给我们学校发展带来很大启
示，在拥有了同样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后，
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这就要在教学
理念和教学方法上学习先进。”大王楼村
小学校长张建设认为，城区教师倡导的快
乐教育就是农村教师需要学习的，“让孩
子快乐地接受知识，而不能靠死记硬背地
满堂灌。”

去年10月，结束在霍家街小学一个月
的挂职后，喻屯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务主任
崔继胜带着几大盒档案材料和“数不完的
收获”回到学校。学校干部管理分工明确、
教研活动有步骤、课堂教学扎实……说起
在学区主体学校的一个月，做了20年教学
工作的崔继胜有说不完的话。

“霍小每周都有优质公开课的评选。之
前，我们学校一个学期也就3次，现在我们
确定每周三下午为教研活动时间，让教师
们集体备课，大家的劲头也都带起来了。”
崔继胜发现城区学校的青年教师多，竞争
大，活力也足，相比之下，农村的青年教师
则相对少，“以前大家都是单干，学习霍小
的集体备课就是要提高团队意识，用团
队的智慧来提高教学质量。”

派本校教师到学区主体学校挂职，
去年学区校长联席会议上，常振毅与霍
家街小学校长商定好这一计划。在新一
年，他希望这种互派交流能更加充分全
面，“长时间的人员交流会更有效果，不
然学不到真东西。”

徐素秋也非常赞同更深入的交流，
但想到喻屯镇的教师要坐两个小时的公
交车来到城区听课、参与教研活动，这显
然是摆在城乡学校交流面前的现实难
题。“地理位置是客观难题，其实城乡学
校交流最重要的还是教师们融入进来，
城区学校热情付出，乡镇学校积极吸收，
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出现学
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主要是中学面临
考学压力，双方在活动交流上不如小学
学区形式丰富多样。”市中区教体局教育
科科长李健认为，学区制建设起步阶段
仍存在一些问题。

“学区制建设是推动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均衡发展的载体和手段，以前我们
也做，但是没成系统。2011年10月，我们
在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济宁市市中区义
务教育学校城乡学区制建设实施方案》，
使学区制建设更加规范健康发展。”市中
区教体局副局长李效发告诉记者，学区
制建设一年时间已经显现出一些好的效
果，乡镇学校的教育观念理念、教学方式
方法都得到提升。

“学区制建设第一年没有设定具体的
考核标准，为了避免学区制流于形式，我们
将对学区内的学校采取‘捆绑式’考核评
价。”李效发说，“现在是讲讲课、听听课的
效果，我们在未来要进行更多深入交流。”

听到“捆绑式”考核评价时，徐素秋
觉得“有些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城乡学
校变成一条腿，一家人共同往前走，才能
不拖后腿。”

“目前来看，学区制还是初步运行阶
段，是探索式的。”李效发认为，让学区制建
设形成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运行仍需
要时间，“在不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均衡
城乡教育发展，一步步缩小差距。”

同一学区
就像一家人

形式多了
效果更明显了

学区制
在探索中前行

为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去年3月，济宁市中区将义务

教育阶段的城区优质学校与一个乡镇的中学或小学“结盟”，

成立一个学区。学区制建设开展一年时间，在包括霍小学区、

实小学区、八中学区等6个学区里，城乡学校的交流多了，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的步伐也在推进。同时，作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

化的有益探索，学区制在起步过程中也遇到些许问题，如何让

学区制走得更远，成为学区制建设一年后面临的现实问题。

农村教师与城里老师
一起“远程研修”。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最终受益的是孩子们。

城乡学校
期待更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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