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宁波共有义务段学校695所，在校生67.27万人；

2021年，共有义务段学校656所，在校生76.03万人。

目前，义务教育标准学校达标率98.78%，义务段校际差异系数

小学段、初中段均控制在0.3以内。

十年来，宁波义务段在校生增加了8.76万人，学校数量却在减少，

这源于农村点校的撤并、集团化办学的推进，以及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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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鄞州区横溪镇横溪村的钱杨，
是横溪镇中心初级中学初一的学生。“13
年前，我女儿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想尽了
办法，送她去城区读初中。今年儿子小升
初，有摇号和去七中读书的机会，但我们
考虑过后，选择了留下来。因为如今横溪
镇初中的办学水平比十年前好了很多，
儿子自己也比较自律。”钱爸爸说，家长
总是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为此，哪怕
每天起早摸黑接送也愿意，但如果家门
口就有好学校，谁又愿意大老远地奔波
呢？

钱杨一家十年前后选择的变化，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年来乡村学校教学质
量的提升。

作为宁波七中的集团化学校，横溪
镇初级中学每年可以选派少数优秀学
生去七中学习，学校一般会考虑孩子的
学习能力、家长与孩子的意愿确定人
选，而钱杨，正是拒绝了这个机会的学
生之一。

说起学校生源的变化，四年前从宁
波七中党委书记、副校长岗位上赴任横
溪镇初中任校长的程思傲，有两个切身
感受，一是房产生人数以每年10-20人
的数量在增加，二是优秀生留下来的人
数在增加。今年，小学毕业前十的孩子中
就有一半留在了本地，而往前四五年，这
个比例没有这么高。“这与横溪镇这些年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整体发展和学校教
育质量的提高都有关系。当然，我并不认
为生源往城市走就一定代表着乡村学校
的没落，这与整个家庭的选择和发展有
关，但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留下来，总是
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让
留下来的孩子有更多获得感。”程校长
说。

程思傲校长还与记者分享了一组数
据。2019年，他从七中来到横溪镇初中
的第二年，有6名横溪学生前往七中学

习，今年刚好初中毕业。6人中，4人进入
了宁中、效实和鄞州中学。而留下的学
生，有1人通过强基计划考入宁波中学，
实现了横溪镇初中强基零的突破，有1
人统招批考入鄞州中学，另有4人同样
通过定向分配进入宁中、效实和鄞州中
学。“这说明集团化以后，这边的教育质
量确实在提升。”

让程校长感到高兴的还有，这几年
以特长生方式进入公办普高的学生在增
加。原来是一个都没有，2019年有了1名
射击特长生进入李惠利中学，这几年不
仅有射击特长生，还有了传媒和美术特
长生。“能够通过社团课、拓展课，给孩子
们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以自己的兴趣
和特长进入更好的学校，这就是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的一个体现啊。”

学生变化的背后，有更多变化在支
撑。2017年集团化办学，加上之后的同
步课堂、互联网+义务教育、教共体，老
师的交流多了。平时，通过线上线下共同

教研，两校学生可以同上一堂课，两校老
师可以互相点评交流。不仅如此，校际间
的教师流动也在增加，乡村学校新招聘
的老师，先在城区学校顶岗培养锻炼3
年，城区学校的骨干教师到乡村学校来
任教3年，这个学期，横溪镇初中19个班
级，11个班的班主任都来自城区学校。
交流的过程不仅送来了优秀的城区教
师，原本学校的老师也受到影响，增强了
业务能力和自信心。

“从2018年的同步课堂，到2020年
以来的教共体，以及乡村教师发展基地
学校，我认为对乡村学校来说更重要的
作用，是通过鲶鱼效应激发了乡村学校
本身的造血功能，让乡村学校看到了差
距，并在政策的倾斜中有了自我提升缩
小差距的更多可能。”这是程思傲的切身
感受与思考，而他作为一所乡村学校的
校长，以及教共体中的薄弱一方，几年来
一直致力于从“输血”到“造血”的努力，
如今看来，成效是看得见的。

A 放弃城里读书机会留在乡村的孩子

同步课堂教学场景。 学校供图

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
学的学生。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