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瓜州县教育局在制定政策，配置教育

资源，安排资金时切实保障教育均衡发展，从而有效推进素质

教育的均衡发展。本文以酒泉市瓜州县为例分析县域教育均

衡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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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更好地统筹配置本地区教育资

源，促进教育公平以及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瓜州县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教育均衡发展

还存在着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一

是办学条件不均，城乡学校之间、老乡镇与移民乡镇学校之间

办学条件差距较大，老乡镇学校设备陈旧匮乏、移民乡镇学校

生均校舍面积不足、校园环境差、绿化面积不达标。 二是师

资力量不平衡，教师总量不足、城乡教师配置不均衡、年龄结

构不合理、学科结构失衡，个别农村学校由于规模较小，教师

专业无法合理配置。 三是学生生源有差别， 择校现象依然存

在，“弱校”生源紧张，难以维持生计。
一、扶贫济弱，均衡办学条件

瓜州县近年来先后投入资金建成了柳园学校教师周转

宿舍，西湖乡四工幼儿园、向阳幼儿园、三道沟山水梁幼儿园、
沙河乡民和幼儿园教室及活动室，建成了沙河乡、腰站子乡、
七墩学区中心校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周转房。 先后配

备计算机、体育器材、饮水设备及多媒体设备，惠及全县 65 所

学校，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其次，认真贯彻落实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政策，确保随

迁子女 100%全接纳。 兴建乡村学校少年宫、留守儿童之家，
建立留守儿童档案， 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

机制， 千方百计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全面落实

“两免一补”等国家各项资助政策，及时足额发放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生活补助， 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全覆盖。
二、科学统筹师资力量，均衡师资水平

2013 年以来瓜州县补充教师 182 人， 城乡交流教师 61
人。 国培、省培、县培人员 1976 人次。 2014 年 3 月，完成了县

直学校缺额教师选调工作， 理顺了借调人员人事关系和工资

关系，规范了教师队伍管理。 提高教师准入门槛，新招录教师

必须是全日制大学、 师范类专业、 具有教师资格证的优秀青

年。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对口率高于县城中小学 6 个百

分点。
同时，瓜州县为不断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模式，实施“名师、

名校、名校长”培养引领工程，提高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全面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建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导向

的长效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以薄弱学校、薄弱学科、薄弱教

师的提升为突破口，着力加强课堂质量监控，全面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推进城乡教育同步发展，提高移民乡镇教师的教学水平，县教

育局充分发挥“联盟校”的 带 动 作 用，开 展 了 城 乡 学 校“手 拉

手”结对帮扶工作，通过“一对一”的形式，组织了县城 9 所校

（园）和农村学区结对帮扶“手拉手”活动，先后开展教研活动

100 余场次，受益教师达 3000 余人次。
三、创新生源分配办法，均衡生源配置

生源的不合理分配也是造成教育不公平的重要诱因，为

此，瓜州县教育局划片招生为突破口，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
农村小学在本乡镇直接入学，城区小学按照家庭住址所在社

区就近入学，严禁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私 自 招 收 范 围 以 外 的 学 生。
家 长 和 班 班 主 任 直 接 参与分班，把全体学生按性别、成绩进

行编码， 然后家长代表进行抓阄， 将学生分成相应的班级。
对农村学生由于特殊情况需要转学进入县城就读的， 按照家

庭或监护人的住址为准就近入学， 为教育均衡发展奠定了生

源基础。
四、深化改革，均衡学校内涵式发展

瓜州县以“日常管理进百校”为抓手，扎实开展开学工作

大检查、财务专项检查、教学工作专项检查，有效助推了学校

精细化管理和标准化学校创建步伐。强化教育督导，全县各类

学校实现挂牌督导，学校管理更加规范，特色学校创建成效显

著。 各个学区纷纷开展了“快乐校园”“健康校园”“书香校园”
创建活动， 组织了中小学田径运动会、 全县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中小学师生书画展、教师节文艺汇演等活动，校园文化品

味进一步提升，使学生全面发展积淀丰厚人文底蕴。创造性地

开展城乡学校对口帮扶活动， 出台了县直学校包抓帮扶农村

学校和名师包抓年轻教师教学工作考核细则， 强化教学质量

薄弱学校、薄弱学科、薄弱教师问诊工作，提高帮扶效益。科学

制订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规划， 重点建设了一批农村

中心寄宿制小学，稳妥撤并 50 人以下的教学点，把绝大多数

农村小学办学规模增加到 100 人以上， 提高教育投入的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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