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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及

化解策略的调研报告 ①

———以益阳市为例

汤伏南，董盎
（益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湖南 益阳４１３０００）

摘　要：近年来，随着益阳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区涌入，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
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中心城区学校的“大班额”问题越来越严重，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学

组织、管理、质量造成不良影响。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大班额问题产生的具体原

因、相关危害，针对不同层面提出了一些化解大班额问题的策略，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解决人民群

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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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益阳市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额现状

据《益阳日报》报道，截止２０１７年年初，益阳
市共有大班额教学班１９１１个，占教学班总数的
２５％；超大班额教学班１１３８个，占教学班总数的
１５％。其中，中心城区有大班额教学班６４０个，超
大班额教学班４３４个。通过查阅相关学籍资料、
深入学校了解情况，编制了中心城区２５所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班额情况一览表（表１）。

益阳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共有２６所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８６４个教学班，５６６５３名学生，其中赫
山区有１９所，占学校总数的７３．０７％，学生４３６７３
人，占学生总数的７７．０８％；资阳区７所，占学校
总数的 ２６．９３％，学生 １２９６２人，占学生总数的
２２．９２％。

若按教育部标准小学平均班额４５人／班、初
中５０人／班计算，现有班级数（８６４个教学班）只
能容纳学生约４１０５０名学生，超员１５６０３人，超

载３８％（标准容纳能力），即理论上应增加３３２个
教学班；若按小学５０人／班，初中５５人／班计算，
现有班级数只能容纳学生约 ４５３６０人，超员
１１２９３人，即理论上应增加２１５个教学班。

根据表１数据分析，城区各学校班额组成特
点如下：

１）无大班额现象的学校：“５校１部”，包括５
所近郊薄弱学校（黄泥湖学校、志溪河学校、龙岭

小学、龙光桥镇中心学校、金银山学校小学），１所
办民办学校（朝阳国际学校）。朝阳国际学校采

取的是小班教学，最大班额为４５人，平均班额为
４３．１８人；５所薄弱学校的平均班额都在４５人以
下，黄泥湖学校小学部平均班额不到１１人。
２）存在大班额现象的学校有 ２０所，占中心

城区学校的７７％，大班额现象普遍存在。
ａ．平均班额超过特大班额标准（６５人）的学

校有１１所，占学校总数的４２．３％。其中所有班
级全为大班额的学校有８所，即桃花仑小学、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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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益阳师范、益师附小（西流湾校区除外）、赫

山二小、人民路小学、益阳实验小学、石码头小学

等，这８所学校占中心城区学校总数的３０．７７％，
班级数 ３６６个，占中心城区学校班级总数的
４２３６％，有在校学生２６９８４人，占中心城区学生

总数的４７．６３％。赫山区的梓山湖学校、赫山一
小及资阳区的汽车路小学平均班额也超过６５人。
从数据情况来看，益阳中心城区化解大班额的重

中之重是这１１所学校，尤其是其中的８所１００％
大班额学校。

表１　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额情况

区 学段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师数 师生比

平均班

额（人）

最高班

额（人）

大班

额率

赫
山
区

九年制
海棠学校

学生５２４３

小学 ３１ ２４１０

初中 ３９ ２８３１
２９７

１７．６５

缺３８人

７７．７ ８５

７２．５９ ７９
１００

小学 桃花仑小学 ４１ ３３８０ １４７ ２２．９９ ８０．９ ９６ １００

完小（集团办学） 益师附小

本部 ４３ ３２０６

大渡口 ２６ １９９０

西流湾
１０ ５６３

７９ ５７５３

２３４
２４．５９

７４．５６ ７７ １００

７６．５４ ７６ １００

５６．３ ７０ ９０

２４．５８ ７２．８２

小学 梓山湖学校 ６０ ４０１０ １８１ ２２．１５ ６６．８ ８３．３３

小学 梓山苑小学 ２２ １３６６ ７３ １８．７１ ６２ ７９ ７３

小学 赫山二小 ３０ ２２１１ １１２ １９．７４ ７３ ８６ １００

小学 赫山一小 ２４ １６２９ ９４ １７．３３ ６７．８８ ８３ ７５

小学 秀峰路小学 ４０ ２２４０ １３０ １８．４６ ５６ ６４ ３５

初中 龙洲中学 ３７ １９０６ ２２５ ８．４７ ５３ ７３ ２７．０３

九年制 金银山学校
初中 ９ ４４０

小学 １７ ７２０
１００ １１．６０

４８．９０ ６１ １１

４２．３５ ５４ ０

小学 迎宾小学 １２ ５５６ ３４ １６．３５ ４６．３３ ６５ ４１．６７

小学 龙洲小学 １２ ６６７ ３６ １８．５３ ５５．５８ ６４ ４１．６７

九年制 黄泥湖学校
初中 ３ ６４

小学 ６ ６４
４８ ２．６７

２１ ３２ ０

１０．６７ ２０ ０

小学 志溪河学校 ６ １２２ ２５ ４．８８ ２０．３３ ２９ ０

小学 龙岭学 校 １１ ３９０ ２６ １５ ３５．４５ ４６ ０

九年制 龙光桥镇中心学校 １５ ６４７ １１７ ５．５３ ４３．１３ ５１ ０

九年制 万源学校 ７３ ４５９７ ２０４ ２２．５３ ６２．７ ７２ ８３．３

初中 益阳师范 ６０ ４３０２ ７１．７ ７８ １００

九年制 朝阳国际 ６６ ２８５０ ４３．１８ ４５ ０

小 计 １９所 ６６２ ４３６７３ ６５．９７

资
阳
区

初中 资阳六初 ４３ ２６８５ ２１５ １２．３４ ６２．４４ ７５ ６５．１２

小学 人民路小学校 ３７ ２６９４ １１６ ２３．２２ ７２．８１ ８３ １００

小学 益阳实验小学 ２４ １６７８ ８９ １９ ７０．５ ７５ １００

小学
石码头小学：

２５班，１７２３人

本部 ２１ １４４６

古道街

教学点
４ ２７７

８２ ２１
６８．８６ ８７ １００

６９．２５ ７２ １００

小学 汽车路小学 １２ ８０６ ４６ １７．５２ ６７．１７ ７４ ９２

九年制 益阳市三中 ２４ １２４４ １１１ １１．２１ ５１．８３ ６７ １６．６７

九所制
长春中心

学校

初中 １１ ５７２ ７２ ７．９４ ５２ ６６ ７２

小学 ２６ １５６０ ８３ １８ ６０ ８３ ７３．０７

小 计 ７所 ２０２ １２９６２ ６４．１７

合 计 ２６所 ８６４个班 ５６６５３ ６５．５７

　　注：①表示教师编制缺少的学校；②师生比编制标准，小学１∶１９，初中１∶１３．５；③本表不包括益阳特校；④益阳师范、朝阳国际教
师组成复杂，学校没有提供准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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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平均班额最高的几所学校分别是：桃花仑
小学，平均８１人／班，最大班级达９６人，为城区学
校大班额之首；海棠学校，平均７５人／班；益师附
小，平均７３人／班；益阳师范，平均７２人／班。

ｃ．大班额现象突出的学校，教师编制普遍缺
乏。据《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全国小学教职

工与学生比标准是 １∶１９、初中是 １∶１３．５。
《２０１５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
小学的师生比为１∶１７．０５，初中的师生比为１∶
１２．４１。上表中生师比例高、缺编严重的学校依次
为益师附小（２４．５９％）、人民路小学（２３．２２％）、
桃花仑小学（２２．９９％）、万源学校（２２．５３％）、梓
山湖学校（２２．１５％）、石码头小学（２１％）。表 １
“师生比”反映的是学校“在编教师”的情况，教师

实际在岗人数比编制数要低，原因主要如下：一是

借调，二是内退，三是长期病假，四是全面放开二

孩政策后请产假，五是其他不明原因不在岗。所

以，教师缺编实际的情况比上表统计数严重。

２　益阳市中心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形成
的原因

学校数量少、学位不够，是城区大班额产生的

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的影响。

２．１　常居人口因素
常居人口即户籍人口和持房产证的人口。采

用益阳市赫山、资阳两区卫计委及街道办事处的

调查数据，分别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学龄前

人口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２。

表２　两区街道办事处学龄人口情况

街道名称 社区（个） ７－１３岁（人） １４－１６岁（人） 合计

赫山区

赫山街道办事处 ２０ ４５７８ ２０６３ ６６４１

桃花仑街道办事处 ７ ２０６４ ９８７ ３０５１

金银山街道办事处 ６ １４４６ ７２８ ２１７４

朝阳街道办事处 １５ ２０４７ ９０２ ２９４９

会龙山街道办事处 １２ ２６６６ １２７７ ３９４３

小计 ５ ６０ １２８０１ ５９７５ １８７７６

资阳区

大码头街道办事处 ９ １３７１ ７４４ ２１１５

汽车路街道办事处 ８ １４２４ ６８６ ２１１０

长春经开区 ６ ２２７９ ８７０ ３１４９

小计 ３ ２３ ５０７４ ２３００ ７３７４

总计 ８ ８３ １７８７５ ８２７５ ２６１５０

　　表２数据反映，中心城区８个街道办事处、８２
个社区（村），共有户籍学龄人口２６１５０人（小学
和初中），其中赫山区１８７７６人，占７１．８０％，资阳
区７３７４人，占２８．２０％。根据表１数据，两区共有
在校学生５６６５３人，赫山、资阳在校学生分别为
４３６７３人、１２９６２人，剔除统计误差，在校学龄人
口的数量远远大于户籍学龄人口数。这一数量差

距说明，城区大班额问题形成的原因不是城区户

籍人口太多，而是外来人口的迁入，产生了外来人

口入学问题［１］。

据表３数据，两区１～６岁学龄前人口总数为
２１３２１人，按城区现有学校的条件，完全可以容纳
未来６年城区户籍学龄前人口的读书需求。显然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表３数据进一步说明，城
区大班额问题形成的原因不是城区户籍人口太

多，而是外来人口的涌入。２０１６年开始，国家全
面放开二胎政策，新出生的人口显著增加，７个月
（即０．５８年）内出生的人口数（０～１岁）达到往
年的８０％左右，可以预计，新增人口将会出现井
喷现象。

２．２　外来人口情况
城区学校招收学生，主要凭三个依据：户籍

本、房产证、租房合同（或就业证明）。学校将持

户籍本或房产证的学生视为“常居人口”，为第一

优先招收录取对象。本课题组实地调查了两区５
所有代表性的学校：桃花仑小学，“常居人口”比

例为４１．１２％（有户籍或房产证），外来人口比例
高达 ５８．８８％；益师附小“常居人口”比例为
４３％，外来人口比例为５７％；金银山学校尽管班
额不大，但外来人口比例超过６０％，主要原因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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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不了桃小、益师附小或海棠

学校等，只好选择金银山学校；资阳区学校外来人

口比例明显低于赫山区，如人民路小学“常居人

口”比例为６０％，外来人口为 ４０％；石码头小学
“常居人口”比例为７５％，外来人口为２５％。

表３　 两区街道办事处学龄前人口情况

街道名称 社区（个） ０－１岁 １岁 ２岁 ３岁 ４岁 ５岁 ６岁 合计

赫山区

赫山街道办事处 ２０ ３２６ ４５９ ４９７ ５０５ ４８３ ５１８ ４７５ ３２６３

桃花仑街道办事处 ７ ３２８ ３７９ ３８９ ３５３ ３８９ ３２８ ３１７ ２４８３

金银山街道办事处 ６ ２６３ ３１８ ２８１ ３０９ ２７７ ２７８ ２３４ １９６０

朝阳街道办事处 １５ ４５９ ６４６ ５４１ ５０８ ４７９ ４５５ ４２９ ３５１７

会龙山街道办事处 １２ ３５３ ４６６ ４４１ ４３６ ４５４ ４８７ ４２５ ３０６２

小 计 ５ ６０ １７２９ ２２６８ ２１４９ ２１１１ ２０８２ ２０６６ １８８０ １４２８５

资阳区

大码头街道办事处 ９ ２２４ ２７１ ２８１ ２６１ ２６０ ２４２ ２４９ １５６４

汽车路街道办事处 ８ １５９ ２１０ ２４１ ２００ ２４５ ２２４ ２０３ １４８２

长春经开区 ６ ４８１ ５７５ ６０５ ５８５ ６１５ ５９５ ５２５ ３９８１

小计 ３ ２３ ８６４ １０５６ １１２７ １０４６ １１２０ １０６１ ９７７ ７０２７

总计 ８ ８３ ２５９３ ３３２４ ３２７６ ３１５７ ３２０２ ３１２７ ２８５７ ２１３２１

　　注：① 年龄统计起始时间：第一年９月１日～第二年８月３１日

②０～１岁起止时间：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７个月，即０．５８年

　　实地调查发现，城区大班额形成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城市扩张后，大量外来人口进城务工，子

女随迁就读。

２．３　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因素
近年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

成果，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乡之间、校际

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师资、办学条件、校园文化

等）不均衡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２］，导致大量农

村学生向城市学校涌入，薄弱学校学生向名校转

移。很多农村、甚至近郊学校出现了“大校园”

“小班额”、教师超编、富余的现象。如近郊的龙

光桥学校、志溪河学校、黄泥湖学校、龙岭学校等。

平均班额仅２０～３０人，教学设施大量闲置，有的
学校虽然处于城区中心地带，但并未成为家长眼

中的“香饽饽”：近年来优秀师资向城区优质学校

流动，优质生源随之流失的现象屡见不鲜。

家长择校，选的是老师，希望在道德高尚、学

识渊博的老师培养下，子女成龙成风。城乡之间、

学校之间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择校、择师，是大

班额形成的主要直接原因。

２．４　学校设计先天不足的因素
城区学校办学历史大部分超过４０年，多的有

上百年的历史，因此存在先天设计不足、后天发展

空间受限的因素，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如益阳市

石码头小学，位于桥北老城区，创办于晚清时期，

有近１２０年办学史，校园环境古朴，蕴含古韵，但
校园面积狭小（不到５亩地），现有学生１４４６人，
２１个教学班，平均班额６８．８６人，因场地有限，学
校的体育课、大型集会活动只能在校外的群众休

闲活动广场或防洪大堤的堤岸上展开，如在校内

上体育课，其他班级会受到噪音影响，无法正常学

习、教学。根据国家的办学要求，该校至少需征地

１０．７亩，但复杂的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学校的发
展空间。同为百年名校的桃花仑小学，同样存在

校园面积严重不足、发展空间严重受限的尴尬局

面，加剧了“大班额”的现象。

有的新建或扩建学校，同样存在先天设计缺

陷。国家教育部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公布的《关
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学校基本建设规划的意见》

明确要求，初中和小学原则上学生人数不得超过

２０００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人数不得超过 ２
５００人，但２０１４年以后新建的梓山湖学校、扩建
的海棠学校，其设计规模均大大超过教育部规定

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时期创造的遗憾。

２．５　招生区域划分不合理的因素
招生区域划分的不合理也是导致中心城区中

小学“大班额”的一个重要诱因，招生片区划分存

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１）招生片区交
叉，容易引起邻近学校的分歧；（２）招生划片的不
合理，给学校带来了招生方面的负担；（３）楼盘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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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吸引购买力，与政府达成的入学协议。如中心

城区的桃花仑小学、益师附小两所学校的招生范

围均涵盖环保路、康富路、大渡口三个社区，如不

进行清晰划分，容易造成以上两所学校在招生方

面的分歧，导致存在“争生源”的情况；资阳区在

招生方面划分了“大公共区”，即马良小区周边地

区的适龄入学儿童可任选区内所有学校就读，这

增加了优势教育资源集中学校的招生压力，使得

这些学校“超员”；滨江花园住宅小区因与政府有

协议，业主子女可跨区到益师附小和桃花仑小学

就读，类似的楼盘入学协议进一步引发了“大班

额”。

２．６　其他因素如校车运送、托管机构等，加剧了
大班额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心城区桃花仑小学、益师

附小附近的托管机构达２０余家，海棠学校每到放
学时节，校车在校门周边挤得水泄不通。过去，因

为受到交通、地理位置的限制，家住城郊和乡镇的

学生无法在中心城区学校就读，如今，因为校车和

托管机构等的出现，为学生选择学校提供了方便。

３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大班额问题的危害
一是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大班额状态下，

教室人满为患，空间拥挤，空气浑浊，春冬季节，容

易导致传染病的传播；夏秋季节，教室内经常充满

汗臭味、脚臭味；狭窄的教室空间，几乎没有顺畅

的人行通道，前后排课桌间距太小［３］，学生难以

保持正确的坐姿，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来

说，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由于大班额的存在，客观

上加大了班级常规管理的难度，班主任老师调整

学生座位的次数减少，加重了对学生身体发育的

负面影响，调整座位后的效果也下降。此外，由于

学生人数太多，导致后排和部分前排两侧的学生

看不清黑板，加剧了学生近视发病率。

二是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大班额状态下，

无法有效落实课堂教学核心素养的实施。影响组

织教学，学生合作学习、探讨交流受到限制，教师

难以实施个别化辅导，新课程改革的理念难以贯

彻，加重教师工作负担。布置及批改作业是教学

的重要环节［４］。据调查问卷统计（表４～表５）：
约 ６４％ 的任课教师平均每天用于批改作业的时
间为３小时以上，不涵盖所有作业种类（课堂作

业、家庭作业、基础训练）的时间，部分老师基础

训练等资料的批改只能通过查阅进行；以语文老

师为例，批改作业种类更多，需加上作文的批改时

间。相当一部分教师牺牲午休时间来批改作业，

精批精改和面批基本不可能达成，学生互批作业

的情况普遍，约占６０％。大班额状况下的教师每
天约２节课时，即用时１００分钟，备课需耗时６０
分钟左右，若加上早自习，每天约４０分钟，附作业
批改的至少３小时，合计用时至少需６．５小时，若
是班主任，还不包括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日

常行为管理的时间，教师的工作负担繁重，除此以

外，还要自我学习、参加学校的各种政治学习、业

务学习及公共活动等，导致教师很难保证上述工

作及活动的质量。教师的“满负荷”状态容易造

成职业倦怠，使教师难以抽出时间用于研究教学

和对学困生进行个别辅导，影响了教学质量的

提高。

表４　任课教师每日批改作业用时统计

调查问

卷数

３小时

以下
比例

３－４

小时
比例

４小时

以上
比例

２５ ９ ３６％ １１ ４４％ ５ ２０％

　　注：２５份问卷，涉及５所学校的老师

表５　 学生互批作业的情况统计

调查问卷数 存在互批作业数 比例

４８ ２９ ６０％

　　注：４８份问卷涉及５所学校、１０个班级

三是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师生生命安全。大

班额状态下，教室内人行通道不畅，教学楼梯间经

常处于高度拥挤状态，学校人均公共学习和生活

资源严重不足，学校不得不采取错峰分流管理措

施，稍有疏忽或遇特殊情况，很容易引发安全事

故。近年来发生的校园踩踏事故，不少可以看到

“大班大校”的影子，如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２日，河南濮
阳县第三实验小学因在考试前“集体上厕所”，引

发踩踏事件，至１死５伤，该校１７０４名学生，２３
个班，平均班额达７４人；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昆明明
通小学发生踩踏事故，伤亡３１人，其中６人死亡，
该校２７１０名学生，４３个教学班，平均班额６３人。
昆明市明通小学是“云南省一级示范学校”“云南

省优质甲等学校”，同时也是一所典型的“大班

额”“大学校”。事实反复证明，“大班大校”是发

生校园踩踏事件的重要原因。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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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化解大班额问题的
策略

４．１　政府层面
４．１．１　实施城乡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是立足长

远解决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的根本之道

城区大班额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城区户籍

人口和常住人口引起的，而是由“读书移民”即进

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子女追逐优质教育资源进城引

起的。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化是长远之

计［５］。如果城乡义务教育不能实现优质均衡，城

市建的学校越多，将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子女进城

读书，农村学校的“空心化”将进一步加剧，城区

学校的大班额问题也将会长期存在，并可能越演

越烈。所以，应着力加强农村学校的建设，切实实

现城乡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

４．１．２　合理布局，兴建学校
兴建学校是解决当前中心城区大班额问题的

直接有效措施。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期间，按照《益
阳市中心城区十三五普通中小学校用地及建设专

项规划》，主要新建好４所公办小学：赫山区第三
完全小学、丁香小学、立波小学、三益小学；５所民
办学校：万源学校、双环学校、碧桂园小学、云雾山

学校和马良学校。兴建的学校可以较好地解决当

前城区面临的大班额问题，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及“二胎”政策放开，人口数量必定还会继续发

展，根据人口增长的趋势兴建学校，需要政府层面

从长远出发，合理规划，统筹布局。

４．１．３　加大资金投入，盘活资源
教育经费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学校建设及规模

发展，因此地方财政应继续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

入比例，一方面严格进行对城区１２所学校的改扩
工作，另一方面要尽力加大对城市薄弱学校、农村

薄弱学校的资金投入，盘活旧有资源，以赫山区为

例，“十三五”期间，改扩建花亭子学校、龙光桥学

校、龙洲中学、桃花仑小学、益师附小、秀峰路学

校、龙岭学校、赫山二小。

４．１．４　建立城市人口网格管理系统，为精准划片
招生提供保证

调查中发现，现有划片招生方法较粗放，不能

实现就近入学。如康复路以西的街区为桃花仑小

学招生片区，但市中心医院、市委党校、市中心幼

儿园、原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大院等区域，与益师附

小只有一路之隔，却被划到了桃花仑小学，每年秋

季开学，家长不得不找熟人托关系到益师附小就

近入学。如果能建立城市人口网格管理系统，对

学生的住宅有了精确定位，学生就能真正实现就

近入学。

４．２　教育行政部门层面
４．２．１　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均衡师资配置

师资队伍是解决大班额问题的重要保障。中

心城区部分学校教师的数量不能满足需要，乡村

优秀教师严重紧缺，《益阳市中小学消除大班额

三年行动计划》提到：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

聘”管理改革，强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资

源的统筹配置和管理功能，积极推动教师、校长在

县域内城区学校之间、城区与农村学校之间、优质

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中心小学与村小之间的合

理流动，实行“轮岗制”，提高薄弱学校校长、教师

队伍的素质。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继续提高

乡村教师的福利待遇，努力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

件；对乡村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教学

水平；建议开展“中心城区学校均衡配置的专题

研究”。

４．２．２　加强教育内部管理，明确招生范围。
化解大班额问题，政府牵头解决了资金投入、

条件改善、师资配备等核心问题、难点问题，教育

部门自己必须借此春风，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办学

行为，制定配套的管理措施，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为三年内彻底消除大班额问题做好管理保障机

制；教育行政部门要统一调查研究中心城区校点

布局、生源情况，以及结合人口发展趋势制订明确

的各校招生范围，尽量避免交叉，确保招生范围的

科学性以及无争议性。

４．３　学校层面
４．３．１　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从起始年级开始消除

大班额

招生政策是规范招生的前提与标准，中心城

区各学校要进一步实施“就近入学”原则，严格执

行《益阳市中小学招生工作十条禁令》以及市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政策，按所划片区招生，做到

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合理控制外来务工子女就读

数量。

分阶段逐步消除大班额。从２０１７年秋季开
始，各学校起始年级，按不超过５５人／班的标准，
严格控制班额；待到三年后“２１个项目”竣工后，
再按教育部标准招生，实现彻底消除大班额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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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４．３．２　实行集团化办学，建立校级合作与交流
不同的学校，形成大班额的原因有很多的共

性，但在如何化解大班额的方法上，可以有不同的

方法。集团化办学即为一种有效办学模式，不仅

能促使优势学校辅助弱势学校，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的互通有无，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还能打通基

层单位的微循环，能高效地利用集团内部的人力、

物力、财力。与此同时，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捆绑

发展，对口帮扶，实行学校间教学、管理的合作与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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