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光建建小小区区不不建建校校，，8800学学生生挤挤一一班班
老师上课得用麦克风，桌子之间仅容一人通过

教教育育厅厅长长：：最最大大班班额额有有114444人人
两年解决大班额问题，我省重点破“人、地、钱”瓶颈

“班里40个孩子，

教学也有耐心了”

本报记者 李飞

“大班额时60多个人实在太痛苦
了，现在班里40多个孩子，每天工作
心情轻松愉悦，也有耐心了。”9月22

日，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一年级
5班班主任马姝雯告诉记者。记者了
解到，今年该校一年级共九个班，班
额由以往的近70人减为40多人。

班里47名学生

两天就记住所有名字

22日上午，在一年级3班教室
里，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杨琳正在给
学生上课，不断有学生被叫起来回
答问题，课堂气氛热烈。班里共有47

名学生，杨琳只用了两天就记住了
所有人的名字。上学期的情形则截
然不同。上学期她教的是小学四年
级，班里多达61名学生，是她从一年
级一直带上来的。“人数太多了，当
初光记名字就记了很长时间，至少
用了一周。”

在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工作了15

年的杨琳见证了学校班额的变化。
2000年她刚工作时，班里只有30多
个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小班化”；之
后班额慢慢增加到40多个人；2009

年学校有了学区后，班额猛地增加
到五六十人。

2011年休完产假回到学校上班
后，面对60多人的一年级3班，她最
初很不适应。“教室里从前到后都坐
满了人，最后一排的同学直接靠着
墙壁，教室的后门根本打不开。”杨
琳说，批改作业至少需要两节课，遇
到改作文，用的时间就更长了。不仅
如此，学生的活动空间也很小，动作
一大就容易碰到同学，而到了流感
暴发季节，一个学生感冒，全班学生
都咳嗽。

一年级5班班主任马姝雯告诉
记者，班额大，管理难度就大，对学
生的关注度就会低，“不是责任心的
问题，是精力有限，根本顾不过来。”

“教室变大了，

心情轻松了”

新学期第一天，马姝雯踏进一
年级5班，班里只有43个学生，与上
学期相比，一下子少了25个人，教室
仿佛一下子变大了，心情也轻松了。

“以前班里共有9列8排，现在的
班里是9列5排，一下子少了3排，过
道宽了，教室后面的空间大了，班里
也安静了许多，讲起课来得心应手，
关注孩子也更能够及时到位。”马姝
雯一口气列出了班额正常后的诸多
可喜变化，“对后进生和特殊学生的
辅导，也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因材
施教，也更有耐心。”

“现在一进班里感觉很清爽、很
舒服，教室的后门能打开了，空气也
流通了。”杨琳说，批作业不到一节课
就能全部完成，还能面批面改，当面
给学生指出不足，当天课堂学到的知
识当天就能掌握。“每一名学生都能
在课堂上关注到，尤其是针对一年级
新生的写字姿势和书写质量，而且每
个孩子都有机会回答问题。”

作为省城城区的一所热点学
校，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为何
一年级的班额能由以往的近70人减
为40多人，回归正常？

记者了解到，今年该校小学一
年级的总人数与往年相比并没有什
么变化，只不过由以往的6个班增加
到了9个班。新增加的3个班，全部分
流到了新校区——— 清华园校区。“总
人数没有变化，6个班分流为9个班，
自然每个班的班额就降下来了。”校
长魏盈说，“政府加大投入，建了新
的校区，并配备了老师，如果不是这
样，今年一年级的新生还是得挤在
一起，每个班估计得超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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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市都存在大班额问题

“有的学校一个班学生达
到了八九十人，甚至超一百
人。我省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
额问题的现状是什么？下一步
省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予以
解决？”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
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安世银抛出问题。

“全省的17个市无一幸
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班额
问题。”省教育厅厅长左敏说，
国家规定，小学一个班标准班
额应该是45个人，初中和高中

应该是50个人，超过这个标准
就叫大班额。“据我了解，有的
最大班额为144个人。”

左敏分析，大班额形成原
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向
城镇，而城镇学校数、学位数
和教师的配备数都相对不足。
第二，城乡之间、学校之间资
源配置很不均衡，家长和学生
对家门口的学校不满意，进一
步加剧了城镇部分热点学校
的大班额问题。

加快建学校，足额配老师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左敏
从几个方面做出回答。首先是
加快城镇学校建设，尽快调整
完善学校的建设规划。在摸清
底数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同
步调整完善城乡建设规划、住
房建设规划，并且将建设用地
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学校建设项目清单，明确建成
时间表和路线图。

其次，要足额配备师资。
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左敏
表示，这是我省在教师编制管
理上的一个创新，“也就是在
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利用精
简压缩和事业单位改革等方
式回收的编制，设立临时周转
编制专户，用于满足满编超编
的中小学补充急需专任教师
的需要”。

安排20多亿奖补解决大班额问题

左敏表示，推进义务教育
学区制和中小学教师“县管校
聘”改革，支持名校办分校、托
管薄弱学校、建立学校联盟，
推动校长教师的交流轮岗经
常化，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抑
制择校的倾向。大力支持社会
力量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
多种形式举办中小学校。探索
国有民办、民办公助、混合股
份等办学模式，多渠道来扩充
教育资源，解决大班额问题。

此外，将加大财政金融支
持力度，安排以奖代补的资金
是20亿元以上，用于奖补各地
解决城镇大班额问题发生的
人员经费和建设费用。落实各
市和县（市、区）经费投入主体
责任，寻求金融机构的支持，
以山东省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地方政府所属项目公司
为运作主体，协调国家开发行
和农发行，增加大额长期信贷
资金和政策性贷款规模，鼓励
商业银行为解决大班额问题
提供金融服务。

最后是落实政府的主体
责任。实行目标责任制，省、
市、县（市、区）政府逐级签订
责任书，“市、县（市、区）主要
领导对解决学校大班额问题
负总责，并且将大班额解决情
况纳入各级政府推进新型城
镇化考核的内容，作为评价各
级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评价
指标”。

“用两年的时间解决城镇
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是非常繁
重的任务。”左敏称，不过省委、
省政府有信心解决这一问题。

22日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举行
联组会议，就省政府关于全省教育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
问。如何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成为焦点之一。
省教育厅厅长左敏表示，我省将解决“人、地、钱”这几个
关键问题。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李飞

班里学生多

课本都是分批发

22日中午，记者来到鑫昌路小
学。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早早等在
校门外接孩子，聊起“大班额”，学生
家长孙女士说，“我家孩子今年刚上
一年级，班里就有80名左右的学生，
我很担心学校的教学质量能不能跟
上。”

记者了解到，鑫昌路小学今年
一年级有11个班，比去年多了一个
班。家长张先生向记者说，“一间教
室挤进了约80名学生，你想想给学
生留下的空间能有多少。”另一位家
长宋女士告诉记者，凳子、桌子小还
好说，就是这桌子之间距离也忒小
了，上次我去孩子教室看了下，桌子
之间仅容一人通行

对于孩子面临的“大班额”情况，
多数家长表示无奈，家长刘先生表
示，80个小孩在一个班里上课肯定会
影响教学质量。老师精力有限，他担
心孩子得不到老师的耐心教导。“我
们也没办法，入学的时候都不容易。
如果没有大班的话，得有一半的学生
不能上学。”刘女士说，由于担心孩子
学习，每天她都会拿出一个多小时来
辅导孩子。

记者在市中区几所小学了解到，
一年级或多或少都存在“大班”现象，
有小学情况与鑫昌路小学不分伯仲，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光明路小学门
口，朱姓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所在班
级因为超员，刚开学时只有一部分学
生能收到课本，他家孩子最近才拿到
课本。

“一个班里近80名学生一起上课，老师讲课时要用麦克风，学生多老师少教学质量能跟上吗？”近日，枣庄市鑫昌
路小学学生家长很是担忧。22日上午，记者调查枣庄市市中区几所小学发现，家长对“大班额”无奈，既想把孩子送到
学校，又担心老师顾不上，校方也不能对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拒收，“大班额”已成普遍现象。

文/片 本报记者 孙越

记者从几所小学及市
中区教育局了解到，由于今
年小学新生生源出现高峰，
导致在规定范围内符合条
件新生剧增。鑫昌路小学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学
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
是因为周边东湖实验小学
没有按预期投入使用，二是
因为建校较早，周边新建小
区逐年增加，学区范围内学
生数量剧增。

这位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到，今年预计入学的学生
量会很大，所以在开学之前
就把班级计划由10个增加
到了11个。“没想到，增加了
一个班还不能满足需求。学
生在增加的同时，老师的工
作压力也很大。”这位负责
人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老师会多花时间和精力进
行教学管理。

针对“大班额”现象，记

者在市中区几所小学了解
到，为缓解班内人数多的压
力，有的学校采用增加班数
及调配老师方式解决。

“今年招生人数比预计
多了，教室的承载力有限，为
了不出现班额过大的情况，
只能多增加两个班。”一位小
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增加班
数之后，教师配备也要跟上，
为此学校抽调部分教师补充
到一年级的教师队伍中去。

原因：小区多了，新校没跟上

枣庄一所小学一年级一个班里挤进80个孩子。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联组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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