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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消除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大班额（以下简称

大班额），是落实省政府《关

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重点举措。今

年以来，省政府专题研究消

除大班额工作，省教育厅编

制了消除大班额专项规

划，提出实施三年行动，到

2019年全省范围内全面消

除小学、初中56人及以上

的大班额。7月初，省教育

厅召开全省部署会，与各地

教育局签订责任状，吹响了

全面消除大班额的号角。

本期关注——

□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
朱国清

据统计，目前全省有56个县（市、区）已

全面消除大班额，但全省还有801个大班额

的班级，占教学班总数的0.67%，分布在33

个县（市、区）。这个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数，

并已达到教育部提出的到2020年各省大班

额比例控制在1%以内的目标。那么，为什么

我省还要如此重视消除大班额工作呢？

全面消除大班额，是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新部署，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的重点工程，是我省补好基础教育短板，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是促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需求的民生工程。近年来，我省大力推

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均衡发展，全省所有

县（市、区）全面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评估认定，已有35个县（市、区）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小学、初中平均班额

已分别降至38.6人、40.3人，已有93.6%的

义务教育学校创建为标准化学校。但在一

些区域，“城镇挤”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从

区域分布看，大班额主要集中在温州、丽

水、台州等地的基础教育重点县和加快发

展县，全省第二轮10个基础教育重点县中

有8个县（市、区）还存在大班额。另一方

面，“乡村弱”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全省

义务教育阶段6个班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学

校还有217所，在校生100人以下的农村小

学及教学点还有300所（个），农村小规模

学校还存在不足15人的微班。

“城镇挤”“乡村弱”是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必须正视的新课题。形成大班

额，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校规划建设

步伐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进程带来的学位供

给不足、农村人口城镇化及大量随迁子女

流入带来的适龄儿童就学分布“此长彼

消”、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通过购

房迁户重新选择学区等都是导致大班额的

主因。在一些地方，由于城镇人口急剧膨

胀，适龄儿童激增，学校资源紧缺，又出现

了新的大班额。从城乡分布看，大班额主

要集中在城区、镇区的学校，分别占了

39.7%、57.2%；从学段分布看，大班额主要

集中在小学，小学段占了88%。大班额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区域人口流动的态势和区

域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矛盾，是检测区域教

育发展均衡状况的“晴雨表”。

全面消除大班额，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堵疏结合、城乡一体、

标本兼治的原则，结合实际，找准症结，区

分情况，采取“一县一策”“一校一策”的办

法精准施策。

因教育资源短缺产生的大班额问题，要

通过新建、扩建学校增加学位供给加以解

决。一是完善学校布局规划，坚持义务教育

发展与城镇化协调同步。各地要建立城乡

义务教育学校生源变化动态监测机制；构建

与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的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机制；按照城镇

化规划和常住人口规模编制城镇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规划；实行城镇学校教育用地联审

联批制度。二是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主

体责任。各地要根据区域城镇化进程，重点

做好城市新建小区、旧城改造、城乡接合部、

成片开发的城市新区、城镇化重点地区的学

校布局规划。老城区改造配套学校建设不

足和未达到配建学校标准的小规模居住区，

由当地政府统筹新建或改扩建配套学校，确

保足够的学位供给；各地要实施“交钥匙”工

程，确保配套学校建设与住宅建设首期项目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因教育不够均衡产生的大班额问题，

要通过促进城乡、校际均衡发展加以解

决。一是加大对城镇薄弱学校和乡村教育

的扶持力度。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进一步办好乡村教

育，把群众需要且有办学条件的农村小规

模学校切实办好，适度稳定乡村生源，使每

一名乡村学生都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二

是推动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健全区域

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机制。完善区域名

校集团化、学校联盟、城乡教育共同体等形

式，以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充分利用信

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三是

统筹城乡师资配置。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机制，推进中小学

教师“县管校聘”改革，充分发挥政策的激

励导向作用，引导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薄

弱学校流动，促进县域内师资均衡配置。

因实施操作不当产生的大班额问题，

要通过严格规范管理堵疏结合加以解决。

一是严格控制招生规模。要根据生源分布

和学校办学容量合理确定每所学校的招生

规模，严格按起始年级小学每班45人、初

中每班50人的标准控制班额；要进一步规

范对学区生的界定，学区生爆满招不下的，

应制定周密方案，平稳有序实施分流。二

是严格执行招生规定。切实巩固义务教育

公办学校“零择校”成果，全面落实优质示

范高中按不低于50%的计划比例向所在区

域所有城乡初中分配招生名额。

消除大班额，我省各地已立下军令

状。相信通过建立层层落实、排查销号、督

导通报、部门协同、考核奖惩机制，上下齐

心，担当作为，奋战三年，我省一定能在全

国率先全面消除大班额。

□嘉兴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
熊国红

近年来，嘉兴市通过完善布

局规划、加快资源扩充、加大财

政投入、推进师资交流、聚焦集

团化办学等有效途径，努力实现

规模适度科学、资源均衡优质的

目标，助推市域基础教育科学和

谐发展。

目前，嘉兴已全面消除班额大

于56人的班级，全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规模适度、班额适中，为深

入推进课程改革、有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我

们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是修编制定教育资源布局
规划，加快城乡教育资源扩充。
针对户籍改革和全面两孩政策落

地实施实际，加快教育资源建设

扩充。现完成中小学布局规划，

组织修编《嘉兴市区中小学布局

规划》。“十三五”期间全市规划新

建义务教育学校50所，缓解了部

分区域中小学校入学紧张局面。

二是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镇村学校办学条件。全

市259所义务教育学校通过标准

化学校验收，达标率92.5%，其中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率达到

99%。如2016年，我市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工程

完成投资3500万元，建成中小学

塑胶跑道19条，覆盖率达96.6%，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三是促进城乡教师队伍均衡
发展。我市自2011年起在嘉善

率先实施国家级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教师流动试点，2013年在全

市铺开，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教师流动常态化。试点实施以

来，全市累计交流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4175人，其中校长405人，

骨干教师906人，分别占符合交

流条件校长和骨干教师总数的

60.35%和21.7%，为区域教育均

衡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四是聚焦集团化办学，提升
镇村教育发展水平。开展镇村教

育专题调研，形成《进一步加强镇

村教育服务功能，提升镇村教育

品质的实施意见》。发挥城市优

质教育资源引领带动作用，推动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下

沉”，辐射带动农村学校和薄弱学

校。加强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紧

密合作，以县（市、区）为单位，城

乡教育合作进一步扩幅增量展

面。据统计，全市共计建立教育

集团30个，涉及学校57所；成立

城乡学校共同体59个，参加学校

176所；集团化办学和学校共同体

覆盖率达82.9%。优质教育资源

引领发展的机制不断创新，范围

持续扩大，效应更加显现。

□本报记者 言 宏

新学期开学后，天台县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班额基本控制在初中50人、小学

45人以下，全县没有一个班级超过55

人，从“84”个班到“0”个，大班额在天台

已成为历史。对此,天台县教育局局长

许希利颇感欣慰。

和天台县教育局一样，浙江的大部

分县区级教育局，展开了消除大班额的

重点行动。近日，记者走访了部分教育

局，探析他们的行动策略。

策略一：资源扩容，前瞻设计城镇教育格局
大班额现象的出现与当地政治、经

济、文化、环境都有关系，但根子还在于

教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资源的需

求。天台县地处山区，全县60万人口基

本集聚在县域中部的平原地带，特别是

城区和中心镇区，人口增长迅猛，入学压

力巨大，不少龙头学校“班学额”一度超

过 60 人，有的甚至超过 70 人。直至

2016年年底，全县小学六年级仍有84个

班存在大班额问题，给学校管理和学生

成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天台县教育局教

育科科长叶安逸告诉记者，为全面消除

大班额，天台县深入实施城镇教育资源

扩容工程，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搭建

融资平台。近年来，共完成45个项目建

设，总投资6.21亿元，一批新建、扩建学

校相继投入使用。今后3年，该县计划

再投资10.18亿元，实施新建项目33个。

青田是著名的侨乡，教育相对薄

弱。小学大班额现象比较突出，这成了

制约青田县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瓶

颈。据青田教育局基教科科长叶永平介

绍，导致青田县小学大班额的原因是多

面的：一是教育发展前瞻性不够，集镇化

发展趋势研判不够准确，重要集镇尤其

是主城区预留教育空间不够；二是区位

条件不利，城区空间狭小，资源拓展制约

因素大；三是华侨子女回乡就学增多；四

是受滩坑水电站建设等因素的影响，须

安置移民2万多名。全县现有小学33

所，班级766个，在校生31634人，平均

班额仅 41.3人，大小班额分布并不均

匀。青田县小学大班额学校主要集中在

主城区“三街道”（鹤城、瓯南、油竹）和

“两镇”(温溪、船寮)，在全县超45人的

超班额班级中占比84.2%；在全县超55

人大班额班级中占比83.8%。主城区和

两镇是青田县消除大班额的重难点。

为此，青田县制订消除大班额三年

行动计划，把明确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一

个学年，每一所学校。教育局建立大班

额情况摸底排查常态机制，建立消除大班

额工作台账，进行销号管理。“扩大主城区

教育资源增量，盘活教育资源存量非常重

要。”青田县教育局局长夏雷说。根据青

田县小学班额现状，结合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和户籍制度改革生源增多趋势，坚持一

次性规划逐年减少班额原则，实行多措并

举，确保到2019年全面消除大班额，直至

把小学班额控制在45人以内。

策略二：改薄培优，办好每一所学校
教育发展不均衡是中小学“大班额”

问题的根源。完善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机制，推动教育资源配置向农村学校

倾斜，通过农村学校小班化办学、组团发

展等形式，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努力

稳定农村生源，从源头上减少农村学生

向主城区集聚现象是消除大班额的重要

措施。

为缩小城乡、校际之间教育差距,

平阳县继续加大对城郊薄弱学校和乡村

教育的扶持力度，把群众需要且有办学条

件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切实办好，着力打造

家门口的好学校。平阳县开展新优质学

校创建工作，全面实施教学质量提升工

程。2016年起，平阳县申报创建新优质

学校25所，以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保

峰填谷”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适度

稳定乡村生源，营造良好的城乡教育生态

环境。同时，积极实施校长、教师校际交

流制度。积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积极引

导优秀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

流动，促进县域内师资均衡配置。

天台县大力推进农村、山区薄弱学

校质量提升工程，推行教师“县管校聘”

试点、实施辖区内中心校与下属学校捆

绑考核、加快“袖珍式”学校美丽校园建

设等。目前，全县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比例达96.8%，未达标的两所学校也已

列入年内启动建设投资计划。青田县大

力扶持主城区相对薄弱学校发展，均衡

配置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打造城郊小学

教育品牌。

策略三：控制班额，全面实施“阳光招生”
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原

则，从起始年级就严格将班级人数控制

在规定范围之内，完善阳光招生制度是

各区县普遍采取的措施。青田县依法设

置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门槛，禁止非学

区户籍新生转入，杜绝在校生增量。妥

善处理存量学生分流。而天台县义务教

育学校全面实施“阳光招生”，初中、小学

班学额分别按45人、40人标准编制招

生计划，从严控制。随着今年秋季“阳光

招生”前最后一届六年级升入初一后，全

县义务教育学校不再有大班额问题。

平阳县充分利用辖区内学校资源，通

过自然转出、学区调剂、校内增班等办法

消除大班额,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平阳县

严把学生准入关，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

得擅自突破招生计划数，自2016年开始，

班额超过45人的班级原则上不再转入学

生，大班额班级确保不再转入学生，严格

落实《浙江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基准标

准》，到2017年全县小学、初中起始年级

班额全面达到不超过45人的标准。教育

局坚持“幼升小、小升初”不考试，并实行

均衡常态编班，全面落实优质示范高中

学校按不低于50%的计划比例向所在区

域所有城乡初中学校分配招生名额，巩

固“零择校”成果。教育局还深入推进义

务教育发展性评价工作，将大班额情况，

列入考核考绩管理机制，确保到2018年

年底前出色完成消除大班额行动。

消除大班额是补齐教育短板、基本

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必然要求，各区县正周密部署，群策群

力，形成良好工作机制，加快形成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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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 精准施策 全面消除大班额

消除大班额的三个策略

提
早
规
划
教
育
资
源
布
局

完
善
城
乡
教
师
流
动
机
制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