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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学校规模缩水 这几天，随着宁夏各县市中小学纷纷开

学，记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一些县市，县城小学班

额已经发展到了三四十个，在校学生已经高达一千七八百人

；县城的中学，班额达六七十个，在校学生高达四五千人，

已经超过了许多高校扩招前的人数。尽管这些“超级学校”

学生爆满，但依然有大量的学生想挤到这些学校却进不去。 

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许多农村中小学的规模不断缩小

，不少小学只有100多名学生，中学也只有200多名学生。这

些学校不仅每年新生的入学人数在逐年下降，而且学生到高

年级后流失也很严重。根据现行政策，农村“小升初”是就

近升到附近的农村中学读书，一些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可以

到县城上中学，等孩子上到五六年级，就想方设法将孩子转

到有较好中学的学区去上学，尤其是县镇周边的农村，直接

就将孩子转到县城小学就读。 一位教育工作者介绍，目前学

校规模呈现两极分化的势头，如在宁夏教育发展走在前列的

贺兰县最大规模的学校学生人数已达4560多人，最小规模的

学校却只有73人。农村学校数量多、规模小，师生比例不协

调，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 农村中小学这种数量多、规模小

的局面，其一是造成部分教学资源的浪费；其二是存在着教

师总量超编而实际短缺的问题。目前，国家基本是按照学生

的人数对教师核定编制，小学师生比是1∶22，按照这样的比

例，一所70多人的学校，有6个年级，按编制只能配3名教师



，如果这样将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而如果多配老师，

又会出现教师总体超编的情况。 农村中小学生人数逐步下降

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农村的人口出生率有了大规模的下降，宁夏许多县市的农村

出生率已经降至千分之十三左右，因此许多县市的小学生源

每年都递减二三百人；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

力逐步转移到乡镇、城市，他们也将孩子带着离开了农村。

另外，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条件允许的，为了给孩子选

择优质教育资源，他们会将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上学。 许多

教师和家长感慨，现在择校热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择校

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为了上好学校孩子二三年级

就住校 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消除愈演愈烈的择校现象，

结合近年来的乡镇合并，今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进行第二

轮中小学布局调整。 在过去，农村学校的布局是村村有小学

，每个乡镇有一至两所中学。这些学校大多数是上个世纪70

年代修建的，校舍破旧，教师结构老化，学校规模偏小，教

学质量不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早在2000年到2005年,宁夏

已经进行了第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 但是在国家教育投资有

限的前提下，许多县市在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只能做“减法

”，而不能做“加法”，就近入学与提高办学质量成为两难

选择。 宁夏平罗县在第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由原来的166

所中小学调整为135所；贺兰县在第一轮布局调整中，由原来

的106所中小学、幼儿园合并为65所；同心县在第一轮布局调

整中，由500所中小学减少到345所。由于平罗县、贺兰县属

于平原区，学校走读的范围约为5公里；同心县属于山区，学

校走读范围为2.5公里， 在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各地教育



部门都首先征求了有关乡镇政府、村委会以及家长的意见后

再进行调整。 尽管家长们抱怨学生上学越来越远，可是为了

追求较好的教学质量，还是同意撤并乡村中小学。 甚至在一

些县市，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上一所好学校，舍近求远

，让孩子二、三年级就住校读书。 专家：政府投资不应偏向

规模大的学校 目前，面对第二轮中小学布局调整，许多县市

的目标依然是撤并一些规模较小，办学水平较低的学校。 一

些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指出，在目前教育投资短缺的条件下，

宁夏在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第一轮合并一些规模偏小学校，

走大规模高效益的道路是正确的选择。 然而，在第二轮调整

过程中，应该弥补第一轮调整的不足，不能一味走合并扩大

之路。比如应该更加重视教学点的建设。随着交通的发展，

提高教学质量需求，过去村村办小学的模式固然不足取，但

是对小学一二年级的低龄学童而言，村村建有一至二年级或

三年级的教学点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人性化的。 据了解，

平罗县在进行第一轮布局调整时，考虑到学生就近入学的问

题，首先是将一些规模小、教学质量不高的村小学改制为只

设一、二年级的初小，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合并到附近条件

较好的学校。然而，由于这些农村小学本身就学生教师、学

生极少，现在只剩下一、二年级，学校冷冷清清，没有活力

。家长不认可这样的学校，纷纷要求将一、二年级的孩子也

转到附近的完小上学，教育主管部门只好将保留的初小也撤

销掉。 有关人士也指出，许多教育部门负责人谈到提高办学

质量，也陷入到了一个思维误区，认为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就

应该提倡大规模、高效益的模式，其实也可以探索一些小规

模高效益的办学经验。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同政府对教育的投



资总是偏向规模较大的学校有关，改变这种现象更需要政府

政策加以引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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