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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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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出现短

暂回升后持续下降，从2016年高峰期的

1867万人减至 2022年的 956万人，总人

口进入负增长。人口变动对不同阶段

教育资源需求的影响正在显现。

记者采访了解到，重庆多个区县幼

儿园招生人数出现下滑态势。重庆晨

曦鸳鸯幼儿园往年需要摇号抢号才能

入读，今年计划招生 90人，在反复发布

招生宣传的情况下仍未招满。重庆江

北区某幼儿园园长说，“以前家长要提

前一年给孩子报名才能上学，现在几乎

可以随时插班”。渝北区龙湖实验幼儿

园任园长表示，现在比高峰时每个班孩

子少了10多个。

据悉，重庆市 2022年出生人口 19.2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1‰，出生

人口下降 7.87％，是 1997年以来出生人

口首次跌破20万人。

“人口负增长将带来幼儿园的一次

洗牌，民办幼儿园受到冲击较大。”重庆

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张家

琼说，近两年，重庆各区县的幼儿园招

生人数都有所下滑。

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

在园幼儿、在校小学生人数双双下降。

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 4627.55
万人、小学在校生 1.07 亿人，分别比上

年减少约177万人、100万人。这已是在

园幼儿人数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小学

在校生人数则是自 2014 年以来首次下

降。根据 2017年至 2022年全国出生人

口数据，6年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

意味着 2023年至 2028年小学招生入学

人数也将呈下降趋势。

以上海这样的一线特大城市、人口

流入地和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地为例，上

海社会科学院相关专家表示，估算 2021
年至2035年，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适龄人口将经历一个短期缓慢上升到

长期逐步下降的过程，小学在校生规模

将于2024年达到峰值，初中在校生规模

将于2028年达到峰值。此后，如果当地

落户政策、外来常住人口中高考政策没

有较大变化，初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会

有所下降。

受此影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专

任教师需求呈现减少趋势。受访专

家预测，按现行生师比标准，到 2035
年全国将可能有超过 100 万小学教师

过剩。

多地幼儿园招生难
●从“一位难求”、摇号入园到招不满、“吃不饱”

●2023年至2028年小学招生入学人数也将呈下降趋势

今年春季学期，曾经学位紧缺的成都市高新
区，有15所公办幼儿园发布春季学期空余学位招
生公告，空余学位300余个。北京、上海、重庆等
多个城市幼儿园出现“招生难”。从“一位难求”、
摇号入园到招不满、“吃不饱”，近年来，全国出生
人口数持续下降，在一些城市，学前教育阶段的生
源冲击显现。

但小学、初中阶段学校依然拥挤。今年以来，
上海、广州、成都、济南等城市相继发布中小学
2023年秋季学位超额预警；叠加城市优质教育资
源“虹吸”效应，一些地方出现“城挤、乡弱、村空”
现象。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之后，教育如何应对
人口变化趋势？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积极推
进，各地政府如何回应优质教育需求，根据学龄人
口变动趋势科学规划未来数十年的教育资源配置？

复杂局面给教育布局结构、资源配置调整、乡
村教育振兴提出严峻考验。多位受访人士建议，
加强精准测算和科学规划，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
强学位供给弹性，调控教师培养规模，更好应对学
龄人口波动。

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下降势头给

教育布局规划和均衡发展提出了新

考验。多地专家和教育界人士建议，

更好应对学龄人口变化新趋势，应加

强精准测算和科学规划，实行弹性学

位供给，有序调控师资规模，还应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合理布局并办好乡

镇学校。

一是加强精准测算和科学规

划。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

部教授付卫东建议，在全面科学预测

学位需求的基础上，合理预留学校建

设用地、教育设施发展空间等，缓解

学位压力时，以“改扩建为主、适当新

建”为原则，避免大规模新建可能造

成的较大浪费。

二是完善弹性学位供给体系。

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实验学校副校长

陆向荣建议，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教

育资源规划中加强九年一贯制学校

建设，以便在升学环节降低社会成本，

并在学校内部适时适度调节小学、初

中学段办学规模，合理使用教育资

源。同时，通过调节政策购买学位数

量等方式，短时间内扩充或调减教育

供给数量，适应流动人口入学需求。

三是有序调控师资规模。南昌大

学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余卫建议，

逐步调整师资培养体系和师范专业设

置，考虑到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可扩

大音体美劳、学前、托育和特教等学科

招生人数，减少文化科目招生计划。

对于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学龄人口数

量减少情况，建议在稳定部属和省属

师范大学招生计划的同时，逐步减少

师专和高职高专师范生招生，保持相

对稳定的师资规模和质量。

四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办好重

点乡镇学校。乡村振兴需要乡镇学

校的配套支持，应继续办好设施基础

好、人口规模较大重点镇中心学校。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实行弹性学位供给

应对人口变化趋势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一些城市中

小学校“一位难求”，多地农村学校普遍

出现在校生人数逐年减少、规模萎缩甚

至“消亡”等情况，大量村级教学点因招

不到学生而关停。

中部某镇中心小学在校生由高峰时

的近4000人，下降到如今的900余人，六

年级至一年级人数逐级递减，依次为222
人、186人、165人、140人、146人、122人。

学前班仅有99人。学校负责人介绍，学校

下设的16个村级教学点，2022年秋季学

期关停2个。农村学生转学意愿强烈，这

是当地乡村学校面临的普遍问题。

受访人士分析认为，相比于人口负

增长因素，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虹吸”效

应是乡村学校生源快速流失的重要原

因。

城乡教育差距大，农村家庭宁愿花

大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海

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学校校长

董伟学举例说，他曾询问一名学生家长，

为何宁愿每年花一两万元学费，也要将

孩子转学到县城的私立学校，该生家长

认为孩子转学能提高学习成绩。

有研究机构预测，到2035年，村小需

求数将不足2020年一半，只需3.55万所。

农村学校生源快速流失，加剧农村

学校办学难度，一些乡村学校出现运转

困难。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发展研究

院院长邬志辉说，农村学校普遍存在教

师结构老化超编、优师优校资源匮乏等

问题，生源流失使农村学校改善办学质

量愈加艰难。

尽管小学在校生自 2014 年以来首

次出现下降，但由于城市聚集着优质就

业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吸引人口向城

市加速流动，一些城市学校仍处于饱和

甚至超负荷状态。

上海、广州、成都、济南等城市已相

继发布中小学 2023 年秋季学位超额预

警，上海已有 9个区 90所中小学的学位

供给亮“红灯”，广州 8区超百所中小学

面临学位紧张。

为缓解学位短缺，多地公布新增建

设计划。2023年，北京市明确将继续新增中

小学学位2万个；天津市、武汉市各计划新增

学位3万个；厦门市将新增中小学和幼儿园

学位5.9万个；南昌市拟新增学位7万余个。

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372.41 万

人。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教育科技体育

局局长李乐明说，“80后”“90后”农村家

长倾向于把孩子带在身边，宁愿多花钱

也要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

优质教育资源紧缺使一些学校提高

入学门槛或不再安排随迁子女入学。上

海市部分小学对口招生地段入户时间从

1年提高到 2年或 3年；成都崇州市 6所

学位预警学校自 2023 年起不再安排外

地来崇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上海市教育界人士认为，为应对当

前入学高峰，上海通过改扩建、新建学校

等方式增加学位，但几年后可能出现学

位过剩。学龄人口变化给教育规划、资

源配置带来难题。“十四五”及未来更长

一段时间，上海人口将继续保持低增长，

区域内部呈现高流动、居住空间分化等

趋势特征，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

将更为突出。

在园幼儿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全国

城市 一些学校仍处于饱和甚至超负荷状态

乡村 学校生源减少 萎缩势头加剧

■近年来，全国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在一些城市，学前教育阶段的生源冲击显现。新快报记者 邓迪/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