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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讯

2012 年 9 月，我国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办好村小和教学点，农

村教育由此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记者近期在河

北、山西、福建、江苏等省调查发现，虽然地方上不再

触碰“撤点并校”红线，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乡镇一级

的学校学生数量锐减，一两个学生的学校屡见不鲜，

未来这些学校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农村学校生源严重不足

记者日前来到福建省仙游县西苑乡西苑学校，

在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里看到，这所山上的学校设

施齐全、环境优美，不但有标准化的教学楼、宿舍楼、

食堂，还有漂亮的塑胶跑道，各项设施可谓一应俱

全。“学校很漂亮，老师也很好，学校 28 名教师中一

半以上具有本科学历，可就是没学生。”西苑学校校

长陈文谋说，包括幼儿园的学生，整个学校学生不到

100 人，平均每班不足 10 人，最少的只有 5 人。从现

在情况看，未来几年学生人数也不会增多。“我们是

万事俱备，只欠学生啊！”

近年来，由于人口外流，像西苑学校一样，很多

学校都面临学生数量锐减的局面。仙游县度尾镇中

心小学副校长林金全说，现在学生外流情况越到高

年级越严重，今年全镇小学毕业生 600多人，其中有

200 多人到县城读书，还有不少学生从小学甚至幼

儿园就在县城或者外地读书了。

除了这类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不错的学校

外，也有一些农村学校和教学点虽然保留了，但是

教学条件较为简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有的教学

点常年只有一个老师，甚至只有一个学生，直至自

然消亡。

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镇桑元口小学太堡岭教

学点教师吴丽英今年见证了她工作 18 年的西大地

教学点自然消亡。有着 28 年教龄的她说：“西大地

教学点从 1996 年 20 多个学生，减少到 2013 年 1 个

学生，今年这个学生也去外面上学了。教学点没

有学生，我就被调到太堡岭教学点，仍然是一个老

师的教学点，也不知道能教到哪年。”平山县教育

局局长刘国英说，全县学校和教学点，从最多时

700 多所，减少到现在 260 多所，全县一个教师的教

学点有 60 多个。

“现在不是行政手段撤学校，而是保不住。”山西

省武乡县教育局局长关国庆说：“全县 100 所小学

里，有 58 所是教学点，7 名学生以下的有 38 所，最小

的教学点只有 1 个学生。国家禁止盲目撤点并校

后，武乡县对农村小学能保则保，但每年仍有 20 所

自然消亡。”

农村学生流失引发一系列问题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3 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6.63 万所，比

上年减少 1.55 万所，其中，小学减少 1.51 万所，初中

减少 412 所。同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

村留守儿童共 2126.75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 144.32

万人。

多位受访专家和基层教育界人士认为，由于农

村生源持续减少，引发一系列问题：教育资源闲置甚

至浪费现象严重；影响农村学校正常教学；县城或流

入地教育资源紧张。

根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3年发布的《中国农

村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由于农村学校大量向

城镇和县城集中，导致出现“城满、乡弱、村空”的局

面，其直接后果是在城区出现超大班额和巨型学校，

在许多地方，学生人数达五六千人的小学、一二万人

的中学已不在少数。一名县级教育局负责人表示，

由于近年来县城学生人数增多，政府新建扩容了一

些学校，但还是不够用。“为躲避一些领导和家长递

条子、找关系，一到暑假不少中小学校长的手机都处

于关机状态。”

记者在福建晋江、江苏张家港等经济发达地区

调研获悉，由于有产业支撑，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当

地的农村学校学生人数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晋江

市初等与学前教育科科长蔡金禄说，由于大量外来

学生，不要说城区教育资源紧张，连有的农村学校都

要靠电脑摇号派位。

福建省仙游县教育局副局长宋群毅说，虽然

农村地区生源近年来锐减，但只要有学生，教学

点和学校还得保留，但是不知道哪天这些学生又

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生还会回流，所以在

做教育投入、教师安排、教学点撤并等工作时非

常困惑。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小规模学校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专家认为，随着农

村人口的不断减少，未来农村学龄儿童的总趋势

是在减少，小规模办学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方向。

这需要中央在财政投入、教师专业发展、教育研究

等方面采取措施，比如高等师范院校要加大小教

专业全科教师的培养，在“国培计划”中加大全科

教师和复式教学教师的培训，以提高乡村教师的

全面教学能力。

一些县教育局局长和教育专家担忧，当前只

要 有 一 个 学 生 ，县 教 育 部 门 就 不 会 主 动 撤 掉 一

个 教 学 点 。 他 们 表 示 ，对 于 一 些 已 经 出 现 教 育

资 源 闲 置 和 有 教 师 无 学 生 情 况 的 村 级 学 校 ，可

以 根 据 情 况 适 度 进 行 撤 并 ，保 持 一 定 的 办 学 规

模，既能使教育资源优化利用，也能让农村孩子

就 近 享 受 到 更 好 的 教 育 ，更 有 利 于 孩 子 身 心 健

康成长。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与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院 教 授

王璐说，我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应因

地 制 宜 ，协 调 相 关 部 门 对 农 村 生 源 情 况 进 行 科

学 预 测 ，合 理 规 划 布 点 学 校 。 在 不 进 行 大 规 模

学 校 撤 并 的 情 况 下 调 整 农 村 学 校 布 局 ，同 时 兼

顾学生就近入学、学校适度规模办学，提升农村

教育质量。

中 国 教 育 学 会 农 村 教 育 分 会 理 事 长 韩 清 林

说，农村教育均衡发展根本在老师，当前农村老

师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几年后即使这些学校还

保留着，但随着这些教师的退休会出现没人教学

的情况。韩清林建议，中央拿出专项经费，建立

全国统一的津贴制度，解决农村老师待遇低的问

题，只有农村教师能安心踏实下来，农村教育才

能好起来。

三明市将乐县教育局局长钟根旺等基层教育部

门负责人表示，对于空置的农村学校或教学点，暂时

不应随意处置，可以借给当地村委会做文化活动点

等。这样即便将来出现学生回流的情况，还能够重

新办学。

（白林 陈亮 刘姝君 王菲菲 王恒志）

一两个学生的学校走向何方？
——“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学校生源持续减少现象调查

■教育改革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近日分别公布了 2015 年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及“领军人才选拔”的招生简

章,被视为两校继公布自主招生简章之后，招生改

革开辟的新特殊“试验田”。各界期待高校招生中

的“特殊新招”在实施时能多一些阳光透明，并辅

以卓有成效的监督，切实消除招生改革中的“特权

想象”。

自 2003 年北大、清华等一批高校在教育部统一

部署下开始实施招生改革试点以来，高校招生改革

的探索已历经 10 多年。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高考“一考定终身”不足、为更多人才创设脱颖而

出的“绿色通道”的同时，也伴随着不绝于耳的争

议。无论是过程的封闭性、标准的模糊性，还是监督

制约机制的匮乏等，招生改革暴露出了多重问题，并

屡屡处于公众质疑的风口浪尖。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匮。为了让招生

改革回归公平选拔人才的初衷，《国务院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

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等一批具

有针对性的规章制度先后出台。“规范并公开自主招

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2015 年起推行自主

招生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等诸多要求先后

明确，有力地规范了高校招生改革工作。

作为国内高校的翘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历

来被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向标”。招生改革中的

新动向，自然受到各界瞩目。以北大的改革为例，此

次“新招”的特殊之处在于，明确取消了推荐学校限

制和推荐名额，学生可自愿报名，并强调了对农村地

区中学和农村户籍考生的政策倾斜，释放出广纳天

下英才以及增进公平公正的鲜明信号。改革方案既

定、规则已明之际，还应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程

序，合理确定考核内容和形式，规范并公开相应要

求、考核程序以及录取结果，从而避免行政权力渗

透、干预招生环节。

招生改革“特殊新招”，当着力消除“特权想象”，

消除公众的公平焦虑。无论是特殊的招生新规，还

是已延续多年的自主招生制度，在招生流程、环节更

加阳光透明的同时，也应全力强化、完善监督机制。

除了强化内部监督、由学校监察部门全程参与之外，

也当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监督，确保监督不致流于

形式，切实减少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

招生改革关乎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关乎千家万

户。《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5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以及《关于做好 2015 年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

生工作的通知》中，对于高校招生改革也都提出了明

确的方向性要求，必须严格遵循、落实。守得住规则

底线，方能消除“特权想象”、堵住“特权通道”，进而

守护好公平正义。

高校招生“特殊新招”当着力消除“特权想象”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内容中

对校园足球的重视，标志着校园足球迎来

发展的黄金时期，很多业内人士、老师以

及家长都欣喜于“孩子们赶上了好时候”。

诚然，《方案》 中对校园足球的未来规划令

人憧憬，然而全国发展校园足球仍需面对

各种实际问题，并脚踏实地地想办法解决

问题。

校园足球发展现状

发展校园足球并不是新课题，那么我

国目前的校园足球发展如何？

据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全国学校体

育 运 动 （足 球） 联 盟 主 席 刘 志 云 介 绍 ，

2009年至 2015年，是校园足球快速发展时

期，布局了校园足球定点学校 5000 多所，

参与校园足球的学生有 270 万人，经常参

加足球活动 （校队） 的学生超过了 20 万

（校园足球人口），举办学校四级联赛 10万

场。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投入校园足球的经

费在 5600万元左右。

在近些年校园足球的推广过程中，出

现了一些有着独特发展模式并行之有效的

院校，河北省石家庄市谈固小学便是其中

之一。除了通过专设的足球课保证全校

1800 多名学生，每周每人有大约 100 分钟

接触足球的时间，学校还依照学生年龄特

点确立了训练梯队，2007—2008 年龄段侧

重于趣味启蒙足球训练；2005—2006 年龄

段侧重于基础技能足球训练；2003—2004

年龄段侧重于对抗技能足球训练。在 2014

年的“谁是球王”活动中,学校获得河北省

赛区亚军。

校园足球前景规划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对改

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提出 5 点要求：发挥

足球育人功能、推进校园足球普及、促进

文化学习与足球技能共同发展、促进青少

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以及扩充师资队伍。

根据上述几点，全国各地根据自身情

况也很快拿出了令人期待的校园足球发展

方案。

广州市制定的 《广州市中小学校园足

球 计 划 （2014—2016） 》 中 称 ， 该 市 在

2015 年将创建 25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基本完成广州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建

设，与国家和省校园足球竞赛机制、人才

培养机制相衔接，并建立校园足球赛事管

理服务系统。2016 年，全市设立 500 所校

园足球项目推广学校，组建 5000 支校园足

球队队伍，初步建成具有广州特色的青少

年校园足球发展体系。另外，足球特长生

也将被正式列入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招生

计划。

湖 南 方 面 ， 湖 南 省 体 育 局 介 绍 称 ，

省 体 育 局 将 联 合 省 教 育 厅 在 省 内 20 个

县、8 个市州选出 100 余名分管体育的县

长、副县长及教育局、体育局的相关行

政人员，进行校园足球方面的培养，以

保证发展。

湖南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湖南将

加强对网点学校校长、校园足球管理人

员、教练员进行培训，组织开展校园足球

夏令营、布局城市足球联赛以及全省总决

赛等系列活动和比赛，促进青少年足球运

动水平的提高；同时，普及足球理念，让

校园足球成为一种体育文化。

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洪透露，天津

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制定“8421”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即重点支持每个区

县 8 所小学、4 所初中、2 所高中、1 所业

余体校，努力夯实后备人才基础。

新疆地区，南疆校园足球教师培训基

地近日在喀什正式成立。新疆教育厅体育

卫生艺术教育处处长安尼瓦尔·吾斯曼表

示，目前，新疆体育教师有 1.2万人，其中

足球教师 3000 余人，当前体育师资力量还

不能完全满足学生需，按照培训计划进

度，新疆计划每年培训 1000 名校园足球教

练，利用三到四年的时间使校园足球教师

将达到全覆盖，确保每所学校至少有 1 名

足球教师。

内蒙古也提出了 《内蒙古自治区校园

足 球 工 作 三 年 推 进 计 划 （2015 － 2017

年）》，表示要在 2017 年底，形成国家级

校园足球特色高中 60 所、初中 180 所、小

学 360 所，此外还要增加 10 所大学和 6 所

高职学校。

校园足球面临的问
题和解决方案

借着 《方案》 的“东风”，校园足球必

然会迎来一波发展热潮，校园足球各方人

士虽然认可其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也清楚

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全国学校体育

运动 （足球） 联盟主席刘志云认为，校园

足球现今面临四大难题，并就此提出了解

决的建议。

一是师资问题。校园足球在全国开展

势必需要大量足球专业老师，但目前的现

状是，很多学校没有足球老师。虽然目

前全国 15 所体育院校和部分师范专业在

培养足球人才，但远远不够，这些学校

每 年 毕 业 的 科 班 生 只 有 1000 多 人 。 因

此，解决师资问题，不能仅靠科班院校

培养，要多渠道供给。如充分利用退役运

动员，这样既解决了师资，又解决了退役

运动员的再就业问题。同时要盘活现有资

源，将原来搞足球而现在做其他行业的人

吸引、转岗到足球。另外，就是组织大规

模培训。

二是完善相关配套法规、政策，确保

校园足球安全、有序、健康开展。要尽快

出台与学生安全有关的保险办法，建立校

园足球竞赛体系。目前，全国学校体育运

动 （足球） 联盟正在参与编写中小学校园

足球教学指南、建立校园足球运动技能等

级标准，初稿已经完成。

三是资金。目前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投入

校园足球5000多万元，但是分到各个学校就

几千元，搞一次活动差不多用完了。教育部

门、体育部门都应有更多资金投入，同时也

要吸引社会资金，很多基金会也可充分利用

起来，不仅利用基金会的钱，还可利用其外

聘专家的优势，办培训班等。

四是场地。足球热潮下，学校场地会

很紧张，如何合理调配是个问题。当然，

校园足球不能仅靠校园球场，还要有社

会、社区推动，依靠社区足球场来满足孩

子的踢球需要。另外，要警惕一些学校原

本没有场地、没有足球传统，盲目申报足

球学校，套取校园足球经费。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袁吉表示，

我国现在大中小学校都缺足球教师，要想

真正教小孩去踢球，必须要有相对专业的

人员，现在很多学校没有编制，进一个老

师都不容易，体育老师的很多编制都被其

他科目老师占据了。

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冯潮的看法是，从

体育行政部门来说，主要应从两个方面

积极配合校园足球发展，一是共同抓好

专业人员如足球老师、足球裁判的培训

工 作 。 二 是 创 新 组 织 各 种 足 球 赛 事 活

动。体育部门应配合教育行政部门抓好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四级联赛，搭

建各种交流平台促进足球赛事发展。同时

要将“快乐足球”的理念融入校园足球

中，回归足球的游戏、健身和教育功能，

如发展“七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

“沙滩足球”，创新足球小游戏，让青少年

在娱乐当中激发对足球、对运动的兴趣。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校长贾晓岚也有

同样的看法，她说：“扩大和孕育足球人口

是建立于培养兴趣、形成爱好的基础之上

的，所以学校可以搞兴趣班，建足球队，

但也要避免全员上、一刀切。”

据新华社

校园足球前景美妙 发展还需脚踏实地
——各界热议足改方案

首届维特根中国技术节近日在河北廊坊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多位行业嘉宾齐聚
维特根中国新工厂，接触维特根、福格勒、悍马
和克林曼四大品牌的诸多前沿技术，同时参观
具有先进设施的现代化新工厂。据悉，廊坊新
工厂是维特根集团在德国以外迄今最大的一项
投资。图为嘉宾在参观维特根集团的企业培训
课程、设备展区。

文/张琳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靖）国家医学科学与医药卫生

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卫生信息化的快

速推进，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医学信息人才。但是，面

向该领域人才培养的医学信息教育目前暴露出了一些问

题。滨州医学院曹高芳教授近日出版专著《医学信息教

育可持续发展研究》，针对医学信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弊

病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曹高芳在书中将其总结为几个方面：首先，相关教育

机构数量急剧增加，布局不够平衡，规模增速过快。国内

开办医学信息教育的高校已近 60所，主要集中在经济社

会与教育卫生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和经

济社会与教育卫生欠发达的西藏、青海、甘肃、陕西等省

（区），招生规模也普遍较大。其次，专业名称繁多，培养

目标难以较好地适应医学信息教育的需要。本科专业名

称包括“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学”“公共事业

管理”“信息与计量科学”等，专科层面名称为“卫生信息

管理”，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2008 年版）中没有正式的“医学信息”位置，则

使医学信息的本科教育无法在研究生教育中找到对应的

归口。第三，教育层次总体偏低。医学信息学作为复合

型学科，比较适合具备一定医学基础知识背景的研究生

来学习，而我国的医学信息教育主要集中在本科层次。

为实现医学信息教育科学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医学信息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首先要明确

定位与平衡布局，维持适度规模。应立足于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在数量布局、招生规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等方面均应服从服务于该定位。在对人才需求的客观调

查与教育的科学发展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摒弃和避

免“浮躁”。其次，规范专业名称与培养目标。在一级学

科“公共管理”下设置与“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并

列的“医学信息学”二级学科。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培养目标下，确定医学信息类专业统一规范的总体培

养目标，然后结合各院校的实际确定不同的具体培养目

标（分目标），形成“个性化”的专业方向和培养方案。

《医学信息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出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宣布，截至2015年1月，“山

村幼儿园计划”已经建立了771所山村幼儿园，覆盖甘肃、

新疆、湖南、青海等8个中西部省区的17000多名孩子。

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 8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率先启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

项目”，随后试点扩至云南等西南贫困地区。2012 年起，

“山村幼儿园计划”作为“早期发展项目”学前教育的核心

部分，在贵州、四川等地逐步推行。

一袋营养包，一间山村幼儿园，给贫困乡村孩子们带

来的，是摆脱贫困、通向光明未来的希望。

不过，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看来，700

多所山村幼儿园，与国内贫困地区的 10 万个行政村、中

西部地区近千万学前教育适龄儿童的需求相比，还差距

甚远。

“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应当努力推进教

育公平和质量提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明了今后中国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更加关注公平，加大贫困

地区教育投入，让更多贫困儿童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力，用

知识摆脱世代贫困，让他们在成长中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善贫困的一个新思路是从人力资本投资，从教

育、健康方面入手，尤其是要从儿童早期入手，改善他们

的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卢迈说，获得

学前教育，获得早期教育的机会，是所有儿童的权力，希

望政府和社会联手加大投入，给乡村教育更多关注。

我国“山村幼儿园计划”已覆盖中西部
贫困地区771所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