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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8岁的官老师是平
度 兰 河 中 学 的 数 学 老 师 ，
1987年从青岛师专毕业，教
了27年的数学。不过，官老师
怎么也没想到，从来没学过
美术的他，会被安排兼职教
学生美术课。“真是太痛苦
了，我自己也很被动。”2013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官老师
兼教七年级三个班的美术。

“我们那个年代读师专，
学校没有音乐、美术课，我真
是没有一点美术基础。”官老
师显得有些尴尬，他说，在美

术课上，他一般都是让学生
自己了解美术理论知识，然
后自己动手画。“有的学生也
会在这样的课堂上自习，做
主科老师布置的作业。”

而在乡村偏远中小学，
像官老师一样，兼职教音体
美的现象很普遍。在兰河中
学，除了美术，音乐也是由其
他科目的非专业老师兼任。

在莱西市河头店镇大沟
子小学，学生们的音乐课上，
都是老师带着录音机给他们
放歌听，孩子们边听边学。学

校里55岁的崔老师从来没学
过音乐，也不懂五线谱，不过
他不得不成为一名音乐老
师。崔老师教着一个班的语
文、数学、品德和计算机，音
乐和体育也是他负责。像崔
老师这样的“包班”老师，在
农村偏远地区较为普遍。

平度市教体局一位负责
人坦言，在平度偏远小学里，
没有会弹钢琴的音乐老师是
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偏远小
学的人员一直紧张，很多老
师都是教着多门课程。

农村老教师

不知咋开电脑

近些年，随着青岛市加大
对农村学校财政投资力度，实
施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工程，农
村娃们在学习上的硬件越来
越好，孩子们有校车接送，有
崭新的微机室，明亮的教室，
还有热水热饭、冲水厕所，青
岛市还统一给配上钢琴、电子
琴等乐器。

在莱西市河头店镇海尔
希望小学，这两年，电脑、钢
琴、乒乓球台、大鼻子校车、热
水热饭和冲水厕所等硬件在
学校配备很齐全，校长甚至称
这是曾经他想都不敢想的。不
过，硬件条件足够好，“软件”
的缺乏一直是农村中小学校
长的一块“心病”。

“其实，学校硬件配备好
得很。有钢琴、电子琴、架子
鼓，但就是没有人会用。”平度
兰河中学办公室主任郑同君
叹息说，一方面是缺乏这方面
的专业老师，另一方面，农村
孩子课余去上特长辅导班的
也很少。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有学校硬件挺好

但是“软件”奇缺

数学老师兼职美术，钢琴电子琴成摆设

一一小小学学1133名名老老师师，，1100人人超超5500岁岁
我省农村学校师资缺乏、老龄化严重，音体美更无专业教师

近年来，虽然我省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硬件设施也越来越好，
但在许多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等“软件”仍然非常缺乏，教师老龄化现象严重，
一些学校实行“包班”，一名老师要教一个班所有的课程，音体美成了许多农村
学生的奢望。

“加上我们两个实习的
学生，全校才11名老师，要承
担起学校7个班(两个一年级
班)180余名学生的教课任务,
我教两个年级的数学。”今年
年初，菏泽学院的师范生小
姜来到成武县白浮图镇一农
村小学支教，实际情况比他
想象的还要差。

小姜说，像自然、思想品
德等副科也没有专职老师，
由语文老师兼任，全校就一
名英语老师，要担任起4-6三
个年级的英语课程。

“农村小学现在不但缺
老师，更缺少年轻的老师。”
牡丹区一农村小学校长无奈
地说，该学校有13名老师，50
岁以上的有10名，其中一名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还得坚
持上课。虽然这些老教师教
学经验丰富，但精力不够，跟
不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法。在莱西河头店镇大沟
子小学，10名老师中8人年龄
在50岁以上，2人在40岁以
上。

“学校十几位老师，有一

多半50岁以上。”大槐树小学
位于莱芜市西北部山区，学
校老师告诉记者，该校50岁
以下的教师只有四五个，今
年有三四名教师退休，而招
聘计划只有1人。

据莱芜市2013年教育工
作督导情况的通报，苗山镇
小学56-60岁的教师占70%以
上，高庄街道、茶业口镇小学
教师平均年龄也在5 0岁左
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莱芜市区的汶源学校老师平
均年龄才二十七八岁。

农村学校不仅缺老师，更缺年轻老师

小彭老家在东营，大学毕业
来烟台长岛县砣矶镇小学支教已
近2年，2年前学艺术设计出身的
小彭带着年轻人心中的理想主义
踏上了海岛。

砣矶镇小学校长王金花介
绍，学校70多个学生，16个老师，
但是三分之二的老师都是从各县
区调过来支援教学的。这种情况
在别的海岛学校也是如此，另一
所大钦岛乡中心小学，80个学生，
11个在岗老师，只有3个常驻岛的
老师，其余全靠支援。

大钦岛乡中心小学校长肖艳
青告诉记者，驻岛老师最年轻的
44岁，年纪最大的56岁，驻岛老师
老龄化，走出去的年轻学生回不
来，只能依靠一批一批的支教老
师。

对于很多坚持支教的老师，
孩子们给了他们太多的信心。“当
你离开好几天再回来时，身上绑
着好几个孩子，围着叫你老师的
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
支教的周旭说。

本报记者 张晶

长岛海岛小学

七成老师靠支教

教了26年数学的
老师突然被“动员”兼
职美术、音乐课上语文
老师提着录音机来放
歌……在不少农村中
小学，由于教师缺编，
其他科目老师兼任音
体美的现象非常普遍。
教师老龄化更是严重
困扰着农村中小学教
育，有的小学50岁以上
的老师超过了七成，而
在城区学校，老师呈现
年轻化。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李珍梅 张晶 程凌润 李涛 王明婧 杨霄 张跃峰

惠民县的每个乡镇上几
乎都有教学点，虽然校车逐
渐运行，但是有些村子太偏
远，只能以教学点的形式来
方便这些偏远村庄学生的上
学需求。有关教育人士告诉
记者，现在村庄的学校设施
基本上还算完善，但是在教
学点上，没有操场的现象很
普遍，教师的平均年龄在 5 0

岁左右，由于条件艰苦，工资
不高，很多教师尤其是年轻
教师根本不愿意前去，教师
流动性很大。

“为了平衡教育资源，相
关部门也给教育点安装了电
脑、投影仪等教学设备，但是
教师的年龄偏大，对于先进
的教学方式根本无法驾驭，
他们连电脑的开关在哪里都
不知道。”该人士说。

本报记者 谭正正

延伸调查

平度兰河中学的学
生希望有专业老师教他们
美术 ,图为学生展示自己
的作品。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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