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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广州市政府向社会
发出的真挚承诺。

1月15日，广州市代市长孙志洋在广州市十六届
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到，实施学
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开展基础教育强基提质
“2+2+1”帮扶行动，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推进高中学位攻坚计划，
加快清华附中湾区学校（二期校区）、华师附中知识城
校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7万
个、普通高中学位1万个以上。深化“双减”工作，加强
中小学科学教育，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
水平。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落细落实。

有关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7万个、普通高中学
位1万个的信息一出，迅速引发关注，也有人提出未
来学位会否“过剩”。两会期间，多位广州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谈到，学位波动带来的挑战，正是广州
调整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迭代师资结构，做到
因材施教，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良机。抓住
这个良机，广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有望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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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话题

代表委员建议表委员建议

广州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

广 州 市 政 协 社 会 法 制
民 族 宗 教 委 员 会《关 于 加
大幼儿园开设托班力度的
建议》指出，统筹幼儿园学
位 资 源 ，发 展 托 幼 一 体 化
服 务 。 加 强 教 育 、卫 健 等
部 门 的 协 调 联 动 ，根 据 人
口 出 生 趋 势 、幼 儿 园 招 生

现 状 、托 育 服 务 的 区 域 需
求 ，科 学 规 划 幼 儿 园 托 班
学 位 供 给 目 标 ，更 合 理 配
置 学 前 教 育 资 源 ；加 强 托
育与学前教育政策衔接配
套 ，实 行 学 前 教 育 与 托 育
服务一体规划、一体实施、
一体保障。

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

广州市政协委员柯中明：

如何让教育质量实现跃升？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英东
中学校长胡国胜注意到，“上高中
难”的问题困扰着不少学生和家
长，升学焦虑不断传导，一些孩子
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卷”起来。

他建议，普高学位增加可分
三个阶段。近期每年增加一万
个以上普高学位，既可以逐年提
高普高招生录取率，也可以适当
减轻家长和孩子中考压力。今
年可先要求市、区属现有高中必
须满额招生，特别是新建学校争
取配套齐全并给予满额编制，做

到按规划要求满负荷运作。中
期再通过扩建、改建老学校增加
学位。此外，后期把近几年职业
学校整体搬迁后留下的旧校区
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胡国胜表示，一些职校原校
区基础条件较好，可直接拎包入
住，建议在此基础上统筹建设一
批新高中和特色高中。如下塘
西路的电子职中、市医药职业学
校（花都校区）、市政职业学校
（元岗校区）等，可将部分校区直
接转为普通高中。

广州今年计划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7万个、普高学位1万个以上

全盘考虑学位供需峰谷
教育投入补缺口而谋长远

如何应对广州各个学段的学
位波动？1月16日，羊城晚报记者
独家专访广州市教育局获悉，该局
将对广州普通高中发展进行全盘
计划，其中拟新改扩建 54 所高中
学校，新增教育设施可提供超过 6
万个学位。至 2025 年，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建成一批
优质高中，学位供给规模有效扩
大。至 2030 年，基本形成布局合
理、优质特色的普通高中教育格
局，全市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规
模和供给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幼儿园：鼓励支持有条
件的开设托班

如何引导幼儿园的转型？广州
市教育局表示，目前热点区域热点
园，特别是公办幼儿园和声誉较好
的民办幼儿园的入园需求仍然旺
盛。全市层面将积极应对人口变化
对学前教育带来的挑战，进行前瞻
性调整和规划，确保学前教育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教育质量的提升。鼓
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
班，招收2-3岁幼儿。截至2023年
10月，广州市幼儿园开设托班超过
500个，提供托位超过10000个。对
生源不足、条件有限的民办幼儿园
引导转为托育机构。此外，重视在
职教师的培训工作，积极推动教师
队伍的结构性调整。

义务教育：高峰平台期
后可推进小班化教学

对于小学学段，广州市教育局

表示，未来入学人数放缓之后，还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高峰平台期，即
在校生总量依然庞大。待在校生
总数降低之后，首先要恢复学位挖
潜取消的各类场室，并以此为契
机，提高学校建设标准，提高生均
资源水平，推进小班化教学、个性
化教育，更好地聚焦教育质量。

对于初中学段，将结合当下与
未来全盘考虑学位供需峰谷，指导
各区科学统筹、灵活适配，通过小
初资源衔接、建设九年制或十二年
制学校、利用新开办学校未使用场
室招生等方式，缓解阶段性入学高
峰压力。

据统计，2023年广州全市通过
新改扩建新增公办初中学位 1.41
万个，初中学位存量基本可以满足
适龄儿童入学需求。预计未来两
年初中学位会持续增加。

高中：把普通高中扩优
提质落到实处

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将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新建一批优质高中，
有序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规模，针对
未来几年初三学籍人数不断递增的
情况，市区协力，通过增、扩、改等
举措持续推进高中学位增量扩优。

具体而言，将从新建、帮扶、提
升、扩容四个方面入手，对广州普
通高中发展进行全盘计划，把普通
高中扩优提质落到实处。

第一，加大投入力度“新建一
批”。计划新改扩建 54 所高中学
校，新增教育设施可提供超过6万
个学位，高起点新建和改扩建一批

优质普通高中，增加学位供给，进
一步优化全市普通高中布局，丰富
普通高中类型，实现全市普通高中
教育资源持续有效供给，学位供给
与高中阶段适龄人口有效匹配。
至2025年，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定
位、高质量建成一批优质高中，学
位供给规模有效扩大。至 2030
年，通过新一轮高中学位项目建
设，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优质特色
的普通高中教育格局，全市普通高
中教育资源供给规模和供给质量
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二，创新办学机制“帮扶一
批”。通过集团化办学、“组团式”
帮扶、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托管帮
扶县中等方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
教育资源总量；按照“建一所、优一
所”原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
办学支撑保障能力，高标准、高起
点办好每一所学校，全面提高学校
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第三，多样化发展“提升一
批”。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地区和
学校率先开展特色办学试点，积极
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融通；探
索举办综合高中。探索职普融通
试点，深化高中阶段育人方式改
革，建立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合作
机制，探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
源互通，支持有条件的高中阶段学
校通过多种形式举办综合高中，为
学生提供多元选择。

第四，有序增加招生计划“扩
容一批”。深入挖掘现有优质普通
高中校舍资源潜力，并结合实际优
化招生计划安排，有序扩大优质普
通高中招生规模。

过去两年，为了应对持续攀升
的中考人数，广州各大普高已极力
增加学位。具体而言，2022 年广
州中考人数 11.1 万人，增加 2 万
人，普高学位增 6000 多个；2023
年，考生增加1.3万人，普高学位再
增 7000 多个。很多高中把功能
室、边边角角空间改造成教室，几
十个、上百个学位地“挤”出来。

未来九年，普高学位增加的
“主力军”必然是新学校。但新学
校首先需要新校舍，如何保障硬
件、软件投入，考验各级主管部门。

其次，如何获得社会知名度和
认可度，也是新学校要面临的挑
战。过去几年，一些新办的完全中
学（同时有初中和高中），初一招生

后并未同步招收高一新生，有校长
表示“（怕）第一年生源分数低了，
就成为一所中低层次高中”。以
2023 年首次招收高一新生的清华
附中湾区学校为例，即便有清华附
中的威名，首年录取分数也只有
680分，位于第一梯度控制线下。

事实上，扩学位、增新校面临的
挑战，在过去五年中已经有所显现。

“十三五”期间，广州新增基础
教育学位 34 万个，每年都以几十
甚至上百所的速度增加中小学
校。而扩招不仅是学位增加，还要
给学生“足金”的学位，在宏观层面
上实现“优质教育均衡化”。这，需
要高质量师资作为支撑。

对此，多位校长表示：“扩招需

要提前储备师资、保障教学质量，但
是教师编制紧张，学校每年只能按
师生比获得编制名额，学生入校之
前，是很难预支指标的。而且，一个
老师至少要培养三年才算稍有经
验，目前能提前一年储备几个老师，
已经算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每
年扩招两个班是比较理想的节奏。”

教师有缺口，“良帅”亦难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州一批中小学
校长的“帅印”虚悬。一方面，广州
每年新增几十所公办中小学，需

“新帅”掌舵；另一方面，广雅、执
信、二中、五中等一批名校“老帅”
将至退休年龄，新老将迎来交替。
如何为这些学校“揾”到合适“掌门
人”，考验广州教育智慧。

2023 年，广州停办多所幼儿
园，仅1-8月，教育局批复的终止办
学幼儿园就多达16所，遍及天河、
海珠、番禺、黄埔、花都等区。一些
没关停的幼儿园，招到的幼儿人数
也比往年明显减少。如海珠区罗马
家园为明幼儿园，截至2023年6月
只招到80多名小班生，这一数据以
往多为120-140名。

广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2021年-2023年，全市幼儿园小
班招生分别约18.1万人、17万人、16
万人。其中公办幼儿园小班入园人

数基本持平，保持在10万人左右。
义务教育方面，2023年首批二

孩入学，广州迎来小学一年级入学最
高峰，约为27万人，比2022年增加
约5万人。广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4年小学入学人数预计
约为24万人，小学在校生高峰将出
现在2026年前后。

不少人觉得未来小学人数将
会减少，但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十
年基础教育依然处于扩大学位供
给的状态。其原因是，27 万人的

“高峰效应”将依次向小学更高年

级乃至初中、高中传导，尤其是初
中，需大规模增加学位，以应对六
年后来到的“入学潮”。

至于高中阶段，学位缺口或更
大。2023 年，广州中考填报志愿
的考生共 120828 人，普通高中学
校共录取68671人，普高录取率为
56.8%。而 2023 年小学一年级入
学人数约为 27 万，即便只是保持
56.8%的比例，九年内普高学位数
量至少也要增至约 15 万个，比现
有的 6.7 万个学位增加约 8 万个，
增加一倍有余。

学位需求冷热不均，机遇和挑战并存现状状

普高学位增加，硬件软件不可或缺挑战战

广州市教育局：拟新改扩建54所高中学校实策策

化挑战为机遇

“调整教育结构、提升教育
质量，真正地因材施教，推进小
班化教学。”广州市政协委员、广
东实验中学云城校区小学部校
长柯中明表示，中小学学位需求
的波动，带来一些挑战，但更是
广州教育质量飞跃的机遇。他
认为，公众不要只看到近几年大
幅新建、改建的学校，大规模招
聘的老师，与未来将相对减少的
孩子数量的简单对比，而要看到
我国毕竟是人口大国，人口基数
大、绝对需求多。

如 何 更 有 效 提 升 教 育 质
量 ？ 在 柯 中 明 看 来 ，需 要 尽 快
出 台 教 育 评 价 改 革 细 则 ，建 立
增 值 评 价 体 系 。 他 谈 到 ，如 果
能 从 学 生 入 学 及 毕 业 情 况 、素
质 教 育 落 实 情 况 、全 面 发 展 情
况及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情
况等多维度考核学校、老师、学
生，且所有考核指标
和 结 果 公 开 、透 明 ，
全部向社会公布，让
公众看到每个学校的
教 育 能 力 、办 学 水
平，不同孩子在不同

学 校 获 得 的 发 展 进 步 ，当 考 试
成绩只是综合评价体系中的一
个维度、而不是唯一维度，家长
和 社 会 自 然 不 再 只 盯 着 分 数 ，
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也不必焦
虑 于 排 名 和 中 高 考 成 绩 ，能 专
心致力于做好自己的教育。

而对于新招聘教师会否“过
剩”的问题，柯中明说，如今广州
招聘老师的条件很高，能考上编
制 的 老 师 基 本 都 是 高 学 历 人
才。“为应对学位需求顶峰而招
聘的师资、扩编的编制都不会浪
费。随着老教师退休，高质量的
新鲜血液补充，将极大提升广州
教师的学历结构、素养水平，这
是 提 升 师 资 结 构 的 极 好 机 会
——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
的人。”

尽快出台教育评价改革细则

广州市人大代表陈武：

“其实我们的孩子，人
均教育资源是不多的。广
州的小学，一个班 45 人、师
生 比 1:19，中 学 一 个 班 50
人，师生比 1:13，而上海已经
探索小班化教学十几年，通
常小学一个班就 30 多个孩
子。”广州市人大代表、天河
区龙口西小学校长陈武表
示，这几年扩大的教育投入
可以在适龄入学儿童人数
相对减少后，成为广州教育
的宝贵积累，逐步调整师生
比例、进行小班化教学，让
孩子们享有更多的教育教
学场地，让每一个老师管更
少的孩子，让每个孩子得到

更多的关注，得到个性化的
教育。

陈武向记者介绍，近十
年来天河教育资源一直处
于 紧 缺 状 态 ，学 生 不 断 增
多，各个学校把音乐、美术、
实验室等功能室、专用室改
造成教室，首先满足孩子们
有书读的问题。未来如果
学生有所减少，正好逐渐恢
复以前被占用的功能室、专
用室，让孩子们有更好的教
育条件。

教育投入的扩大利于长远

广州市政协委员胡国胜：

可用职校搬迁后旧校区办普高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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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胜

陈武

学生活动多姿多彩，育人水平不断提升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