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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易家渡镇中学与县城只有一

步之遥，近年来生源大量流失，2018年上

学期仅有14名学生，“5年来没有一个学

生考上县一中”。2018 年 9 月开学前对

新生入学摸底，只有 3 名学生愿意来这

里就读，学校濒临停办。面对严峻的形

势，石门县教育局决定组建石门县第四

中学教育集团。

为了办好易家渡校区，临危受命的

石门县第四中学教务处主任唐鸿举家东

迁，把小孩从城区幼儿园转到了乡村幼

儿园，还带头住进了易家渡校区的公租

房里。

“家长们并不会因冠以名校的头衔

就把孩子送过来。”唐鸿直言不讳地表

示。怎样吸引生源？如何作学生的宣传

动员工作？回忆起那段劝学岁月，唐鸿

记忆犹新。“起初，家长看到我们去劝学

还开门，后来干脆避而不见，甚至有家长

还躲在门里破口大骂。”

挨家挨户的劝学无果，唐鸿和易家

渡校区的几位老师显得非常被动。有着

多年教学管理经验的唐鸿换了一个法子

——找到在那一片区学习成绩好的学

生、影响力大的家长，先做他们的工作；

再加上石门县教育局给出的一些政策支

持，开学那天，顶着“家长们 3 年之后要

看到成绩”的压力，易家渡校区迎来了97

名新生。

学生招来了，如何留住？

唐鸿深知，分校要办得成功，执行校

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结合学校实

际情况创新实施集团本部的管理模式，

尝试了不少方法留住人心。

“伢儿在学校的生活，群里都能看到

图片和文字。”家长覃先生表示，“以往老

师基本只上完课就走了，现在的老师们

更用心了，白天上课、晚上巡逻。家长省

心不少。”看着这些明显改变，家长们脑

海里的“老师懒散、学生消极”的观念改

变了。

课后，唐鸿还推出“拖地”“给家人洗

脚”等周末德育作业和德育活动。孩子

在家里变得勤快了，也愿意敞开心扉与

家长交流了。家长乐见孩子的变化，对

学校的教育也越来越认可。

2018年10月开始，唐鸿和老师们开

启家访工作，到2018年年底，7位教职工

共606次走进202个家庭，向家长们讲解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要求，家校之间的联

系更加紧密，家长们也逐渐加入到孩子

的教育当中来。

随着信任叠加，两年时间，易家渡校

区学生总人数从 14 人增长到 300 多人，

教育质量从垫底跃升至全县第四名。当

初，学校曾承诺：在易家渡校区读初一、

初二的学生，初三可以到本部就读。两

年后，一众家长联名上书放弃了这个机

会：“我们自愿要求在易家渡校区读初

三。”家长按下的一个个红指印，也预示

着集团化办学“团”得很成功。

融合之路走得成功的还有株洲市樟

树坪小学和团山小学的集团化办学。

2019年下学期，樟树坪小学派出副

校长凡安飞到团山小学担任校长。“让团

山小学学子既能打下本部‘四格教育’（独

立人格、健康品格、向上性格、进取品格）

的烙印，又能彰显团山小学学子的特色。”

这是凡安飞到校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2020年下半年开始，凡安飞利用手

中的资源，并根据团山小学班额小的特

点，打造了STEM课程（创意搭建），培养

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创造能力。

团山小学的课程创新并不止于此。

目前，团山小学正在探索一个大众化的课

程体系。“比如说劳动教育，根据农村学校

的特点，让学生动手种植。”凡安飞说。

集团化办学观察集团化办学观察··下篇下篇

作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剂“良方”，集团化办学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

效应很直接，也很奏效。

集团化办学，各学校间的管理、师资等如何“团”得有效，让教育红利惠及每一

个家庭和孩子，一些县市区教育局或教育集团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多方探索办校多方探索办校““良方良方””
本报记者 胡荧

10月22日，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副校长夏顺带领老师们前往安庄完小参

加送教活动，这是他们每周一次既定的

行程。而在本学期以前，他在安庄完小

执教了3年。

2017年秋，拥有近百年办学历史的

南县南洲实验小学成立了该县第一个小

学教育集团——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

团，集团成立后领办的第一所学校就是

已停办的安庄完小。

开办安庄完小的消息一出，当地老

百姓既欣喜又怀疑。“好老师从哪里来？”

安庄完小一学生家长说出了痛点。

对此，集团校决定派出强有力的师

资队伍。“在选派老师上，我们进行了反

复研究。在不影响本部教学、每个年级

或者每个办公室保证有一位老教师或骨

干教师的情况下，我们实行老、中、青搭

配的形式派老师到安庄完小。”夏顺告诉

记者。

学校建好了，师资充实了，恢复办学

后的安庄完小迎来了119名学生。

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他们享受到

的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待遇”——以四年

级为例，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李松梅搭档

数学高级教师刘进寒，经过师生一年的

努力，全班11名学生的平均成绩由全县

倒数冲进了全县前列。

“要知道，在一个偏远的县城，特

级教师屈指可数，南县实验学校教育

集团此举无疑让当地老百姓看到了他

们要办好安庄完小的决心。”南县教育

局一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集团实

行青蓝工程，通过每个星期选两堂优

质课到分校进行说课、评课，请特级教

师到分校进行培训等方法促进安庄完小

新进教师成长。“在名师的指导下，我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在 2017 年南县调研

考试中，我任教的五年级语文获全县第

三。”安庄完小语文教师蔡娟感慨地说。

“教育资源优质均衡的痛点就在教

师，要实现城乡教育的优质发展关键是

发展教师。”这是株洲市芦淞区教育局局

长朱金辉正在做的事情。

近年来，芦淞区积极探索城区学校

与乡村学校“1+1”发展共同体。2019

年，芦淞区印发了《芦淞区共同体发展办

学保障政策》，从经费、教师交流、考核、

评价等 6 个方面给共同体“打基础”“开

绿灯”。以教师交流为例，城区学校教师

全年走教40节次，在职称晋级中算农村

工作经历一年，让“走教成为了一种奖

励”；同时，集团分校必须每年安排每位

教师到本部上课、听评课、跟班学习、参

加培训等举措让共同体内的教师实现无

缝流通。

该区何家坳小学与双牌小学的抱团

式发展，无疑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学期，

何家坳小学除了派4位本部的教师继续

实行走教外，还创新了一种新的教师交

流机制——岗位互换，将何家坳小学的

骨干数学教师唐璐莎与双牌小学新进教

师付左琳互换，为期一年。

新学期开学前一天，担任班主任的

唐璐莎主动搞好班级卫生、做好欢迎标

语、把学生的书摆放在课桌上，给双牌小

学带来了新气象。双牌小学的老师们直

呼“你来了，我们的压力真的大。”这也激

励他们积极创新，学校“你追我赶”的教

学氛围日渐浓厚。

“最初我空有热情，却缺少方法，将

近 2 个月的时间，我对课堂的掌控能力

明显增强了。相信这一年的学习，将为

我站好讲台打下坚实的基础。”付左琳

说。

集团化办学的质量如

何评价？

湖南一些县市区教育

局实行集团内学校捆绑考

核评价，促进集团校强化

内部协作，努力实现集团

校内部的共享、互通、共

荣，促进每一所学校尽可

能地发展好。

与“名校托管薄弱校”

或“名校办分校”模式不

同，东安县采取的是“1+

X”组建方式。按照这种

方式，东安县组建了13个

中小学教育集团，每个教

育集团包含2至6所学校。

为方便考核评价，13

个教育集团被纳入6个督

学责任区，由督学责任区

负责对教育集团展开常态

化督导和年终考评。评价标准设有

制度建设、资源整合、办学水平、教

学质量、特色创新、安全稳定、经费

保障7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设有

13项二级指标，总分100分。东安县

教育局明确规定：集团内只要有一

所学校考核不合格，其他成员校和

督学责任区当年考核评优评先“一

票否决”。

因专业教师、场地与设备不足

等原因，部分农村中小学校音体美

课程的开设或流于形式，或质量不

高。本着“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制定集团

化办学考核评价办法时，东安县教

育局将音体美纳入集团办学质量评

价体系。

东安教育局督导室主任李志斌

介绍，每个学期督导室都会对集团

化办学的学校进行测评，每所学校

抽调 20%的班级进行音体美的测

评。体育抽测广播体操、东安武术；

美术抽测包含两项：全班本期美术

作业、30分钟内完成一幅指定画；音

乐抽测则以班级合唱和独唱的形式

进行测评。同时，对于城乡差距，设

定“修正系数”，向基础薄弱地区倾

斜。

近两年来，东安县教育局组织

的对 13 个教育集团的考核结果显

示，白牙市一小教育集团、舜德学校

教育集团、白牙市二小教育集团均

榜上有名。白牙市一小教育集团校

长陈青山表示，正是在这样的捆绑

评价下，各学校之间拧成了一股绳，

形成巨大的合力，努力推进教育公

平，让城乡孩子共享同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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