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教育部等四
部委今年 2 月底联合发文开展专项行动，治
理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超纲教超前学、强化
应试、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竞赛”等行为。
时隔一个多月，教育部办公厅再次发文，旨在
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

治理工作以雷霆之势在全国铺开。 但记
者近日调查发现， 不少家长在表示支持的同
时，却依旧带着孩子劳累奔波，参加各类学科
培训班。

4月 14日， 记者在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某奥数培训机构看到，上午 9 点，教室里已热
火朝天地开始上课了， 孩子们坐在教室前面
上课，后面坐着同样认真听课做笔记的家长。
该机构只有奥数培训一项， 覆盖小学一年级
至六年级。20间教室，从早上七点五十分至晚
上九点分 5 个时段上课， 基本上是两个小时
一轮，轮班上课。

初步估测，仅这一个教学点，周六一天就
开了 100 个不同的班， 而该培训机构在长沙
设有 4个教学点。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某英语培训机构场
面同样火爆，学生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十六
七岁，班级设置从启蒙班跨度到高考冲刺班，
有标准班 12 人、小班 6 人，甚至一对一、纯外

教等不同教学形式，其收费不一。 这种英语培
训不仅周末开班， 平时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
和晚上都有排课。 而每个周末，也每天分 5个
时段上课。

还有一种培训机构是专门针对六年级学
生小升初阶段开设的， 称可指导学生通过考
试优先进入名校，就更为火爆。

层出不穷的培训机构、 形式多样的培训
形式博得家长百般青睐， 已经疯狂占据中小
学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 记者调查发现，三年
级以上的孩子 85%以上都参加了 3 个以上的
培训班，其中仅 20%的孩子出于兴趣所至，大
部分的孩子听从父母安排。

“我小孩今年就该小升初了，周末不补课
我们心里很不踏实！ ”家住长沙市砂子塘社区
的张女士说，虽然现在长沙市已经执行“公办
不择校，民办不择优”政策，但人家的孩子都
在学，自家孩子不学内心不安。

张女士还表示，即便补课对升学没用，但
进入初中后还有入学考试。 她也一直希望给
孩子减负，“可考试出题又不全在教科书范围
内”。

对于相关部门联手整治校外培训班，不
少家长表示支持， 自称送孩子补习属无奈之
举。 其中一位家长的话更是道出了许多家长

的心声:“现在优质（名校）资源稀缺，考
试成绩高出一分，名次就可能拉开很大
差距！ 不补不行啊!”而对于为什么还要
继续给孩子报补习班， 更多的家长表
示，补习总归是没有坏处的，多学点知
识，将来总是用得着的。

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张
少雄表示：学生和家长都有实现“名校
梦”的梦想，课外补习又确实短期能对
学生学业成绩有所提高，这种需求虽属
无奈之举，却不可避免。

从事 10 多年英语培训工作的安娜
说，尽管自己崇尚西化的自由式教育观，但她
的培训机构对英语的培训到了高年级还是以
教授学科基础知识为主， 因为家长在乎的是
孩子参加培训后，考试成绩是否能提高。

补习班之所以成为一种潮流， 家长之间
的攀比是很重要的原因。 有媒体分析认为，随
着新媒体的普及， 信息获取与交互越来越便
利，家长们通过“互通有无”，进一步放大了群
体焦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主管人士认
为，即便新高考制度在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公平科学选才等方面改革，志在打
破“一考定终身”，破除“唯分数论”等弊端，也

无法短期内改变家长和社会的“唯分数论”心
理。 升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学校在不断
改变评价体系，但都是以分数为基准，分数带
给家长的焦虑并不会短期内因此而改变。

此前， 有教育人士接受采访时呼吁：“校
外补习不是绝对不好，关键是要去除盲目性，
要在孩子有兴趣的前提下、 基于全面发展需
要而进行‘学有余力’的补习，而不是建立在
焦虑的基础上跟风攀比，为了补习而补习。 ”
该教育人士还特别强调， 家长不要把这种焦
虑情绪传递给孩子， 要让兴趣成为孩子学习
的原动力。 在补课这件事上，理性不要缺位。

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难刹的补习风能否
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有所改观？ 同样需要一
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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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助推教师轮岗交流“教师轮岗交流”

调查报告③

“禁补令”下，家长观念难以扭转
本报记者 刘芬

相比城区学校，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普遍
较差，硬件设施落后，势必会影响教师交流到
这些学校的积极性。 一些单位“软”“硬”兼施，
为教师轮岗交流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码市中学距县城
有 4 个多小时车程。 该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唐
世日曾在该校支教，“当时的学校教学设施十
分落后， 连多媒体都没有， 现在完全变了个
样，每间教室都安装了多媒体，随时可以用现
代化设备教学。 ”

码市镇的竹市完全小学、 中和完全小学
等学校，现代化教学装备从无到有。 如今，该
县 75 所以上完全小学都有多媒体，城区老师
在农村学校也可以使用多媒体教学了。

2017年， 该县周边学校老师胡永春来到
与广东交界的竹市完全小学进行轮岗交流，
“现在偏远的学校也可以常常用多媒体上课，
一下子就吸引了学生的眼球。 ”他表示：“图文
并茂的多媒体教学可以让农村孩子较为迅
速、轻易地掌握课文内容。 ”

株洲市天元区作为我省最早实施教师轮
岗的地区之一，在解决轮岗教师的吃、住问题
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2015 年，该区在三门镇、
雷打石镇和群丰镇部分偏远学校， 投资 918
万元，建成 108 套教师公租房，免费让教师入
住；从 2017 年起，天元区率先为农村学校教
师提供免费午餐。 这些举措改善了天元区乡
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让更多的教师安
居乐教。

40 多平方米的教师公租房简洁而温馨。
来农村学校轮岗交流的晏玲老师说：“入住教
师公租房，让我有了家的归属感。 这里配备了
必要的生活设施，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 ”提
起学校不少教师几十年的走教生涯， 晏玲忆
苦思甜：“以前从家到学校开车最快也要 1 个

小时， 现在从办公室走到教师周转宿舍只需
要 5分钟。 ”

教师轮岗交流短则 1 年，长达 3 年，作为
一项长期任务，光靠“自觉”和“奉献”是不够
的， 要想解决教师从城镇到乡村轮岗交流的
后顾之忧，就需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记者从泸溪县教体局获悉，为了引导和
鼓励城区教师向农村流动，泸溪县在经济待
遇上向农村教师倾斜。 2009 年以来，泸溪县
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片村小教师生活补助
制度，并逐步将农村片村小教师生活补助提
高到了每人每月 1200 元，农村中心完小、农
村初中教师生活补助提高到了每人每月
400 元。 该县还从教师绩效工资统筹中每月
奖励片村小教师 200 元， 奖励农村中心完
小、乡镇中学教师 100 元。这样一来，农村片
村小教师每月生活补助达到 1400 元， 农村
中心完小 （含初中 ） 教师每月生活补助达
500 元。

同时，该县每学期结合轮岗交流教师德、
能、勤、绩、廉等方面表现，并根据期末考核结
果，对轮岗交流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
费补助； 将湖南省教育厅拨付给该县的校长

教师轮岗交流工作经费 40 万元分配至全县
13所中小学校，用于教师轮岗交流工作经费。
据统计，2017 年，全县落实农村教师生活补助
1121万元，惠及教师 2090人。

与泸溪县一样， 祁阳县在教师待遇上下
足了功夫。 据了解，祁阳县除发放配套的补助
外，该县财政还对八宝镇内下区域学校、黄泥
塘镇九州完小等 17 所特别偏远的学校教师
发放特殊津贴每人每月 1000元以上。 该县部
分学校甚至出台了单独的奖励方案， 对轮岗
教师进行考核奖励。

祁阳县长虹街道明德小学校长陈艳琼介
绍，上个学期，学校派出 3 位老师去农村学校
支教，除享受学校的部分待遇外，每个学期还
给予老师一定的交通补助，在评职称时，对轮
岗交流的教师实行最高的量化积分和支教加
分，“让轮岗教师享受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待
遇。 ”陈艳琼说。

据了解，一些城区教师到农村轮岗，多安
排在乡镇规模较大的中学或中心小学、 完全
小学等，真正缺编少员的农村偏远小学、村小
教学点等，对轮岗教师的吸引力不强，村小教
学点教师队伍老龄化严重，形成了“春风不度

村小关”的轮岗怪象。 在学科结构方面，美术、
音乐、体育、英语、书法和计算机专业教师明
显不足， 一些城镇学校落实以上课程安排尚
有难度， 再派这些学科的老师到农村学校轮
岗交流就更显力不从心了。 而且，城镇学校教
师到乡村学校轮岗， 从事同样的教学工作却
比乡村学校教师待遇更丰厚，“同工不同酬”，
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

“实行教师轮岗交流制度，无疑成为撬动
师资均衡发展的第一根杠杆。 而这中间最核
心的是政策的直接实施者———教师， 教师的
能动性直接左右政策的成功。 ”湖南理工学院
蔡吉跃教授对教师轮岗交流有过较长时间的
研究，他表示，要让这根杠杆继续发挥均衡作
用， 让这一制度更好地实施， 并真正落到实
处，要科学制定教师轮岗交流方案，建立、健
全教师轮岗交流长效机制。

记者注意到， 一些县市区开始释放出关
于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信号———推行县
管校聘，如株洲市天元区、长沙市望城区、益
阳市赫山区等， 将有效破除县域内中小学教
师轮岗交流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城镇优秀教
师向薄弱学校流动， 有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2017 年 10 月，祁阳县委常委议教会上提
出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推行中小学校教师
县管校聘试点工作。 结合祁阳县的实际情况，
该县教育局草拟了《关于推进中小学校教师
县管校聘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目前文
件已下发至各学校，征求教师的意见。

祁阳县教育局教师股股长李宏介绍，实
行县管校聘后，教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
人”，推进教师全员竞聘上岗，实现由固定用
人向合同用人转变， 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
转变，打破“能进不能出，能近不能远”的惯
例，全面建立教育人事管理新机制。“到那时，
教育轮岗交流将更加制度化、长效化。 ”李宏
说。

本报记者 胡荧

待遇、交通、住宿、办学条件、学生思
维……这些看似平常的问题却成了轮岗
教师无法绕开的话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让教师们更放
心、更主动地参与到轮岗交流中来？ 记者
调查发现，许多县市区采取先行先试的方
式，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有益探索，尝试多
举措、多元化助推教师轮岗交流工作纵深
开展。 比如，吃住行、评先评优、干部提拔、
职称评定等方面都有所倾斜。

学科培训依旧火爆

“不补课心里很不踏实”

家长需要去除盲目跟风

改善办学条件 解决吃住难题

建立补偿机制 提高工资待遇

推行县管校聘 共享优秀教师

县管校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