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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平市农村薄弱初中委托管理实践探索 

 

近年来，漳平教育事业长足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办学

条件日趋完善，学校内涵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但城乡间、校际间发展不均衡，农村“薄弱学校”依然存在，

离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还有不少差距。为有效推进教

育优质均衡，促进教育公平，办人民满意教育，漳平市积极探

索实施农村薄弱中学委托管理改革，将偏远山区的官田中学、

拱桥中学整体委托漳平二中管理，将灵地中学、吾祠中学整体

委托漳平三中管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取得了较好

效果。 

一、背景分析 

漳平地处闽西南结合部，国土面积 2975平方公里，是“九

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级市，下辖 11镇 3乡 2个街道办事处、

198 个村（居）委会，人口 30 万。城镇化水平较低，每个乡镇

均办有一所初中。城乡二元化现象凸显，大部分边远乡镇经济

欠发达，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种植水稻、木耳、蔬菜等传

统农业作物。常住人口少、外出务工人员多，如吾祠乡户籍人

口 7268 人，常住人口仅 2669 人。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2016

年 9 月，吾祠中学在校学生 3个年级仅共 42 人，但为了开齐开

足各类课程，配备了 19 位教职员工，其中 15 位专任教师、2

位保卫、2位食堂人员。教学质量差，吾祠中学连续多年无人考

上漳平一中统招生，定向招生指标也无法完成。 

二、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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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对农村薄弱学校的带动作用

和辐射效应，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建设“教育强市”，实现教育公平，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闽政„2011„26

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农村薄弱学校委托管理试点工

作的意见》(闽教基„2012‟28 号）精神，漳平市从 2017 年 9

月，开始探索农村薄弱初中学校委托管理试点工作，将边远乡

镇的初中校整体委城区优质初中管理，推动城区优质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 

一是明晰托管责任，确保农村学生教育公平。制定实施农

村薄弱初中学校委托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城区托管中

学必须保证农村委托中学学生与本校学生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并将农村委托中学学生随机、平衡编入对应年级，做到“统一

管理、统一教学、统一考评”，督促其保质保量完成初中三年义

务教育。同时，将农村委托中学学生的教育教学成绩（综合素

质评价、学业成绩）纳入城区托管中学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考评、

教师评优评先的重要内容，并在年度考评时对表现突出的教师

给予一定政策倾斜，推动城区托管中学和教师尽心尽力、认真

负责抓好农村委托中学学生教学质量。 

二是统筹师资配置，实现农村老师人尽其才。在保证农村

薄弱中学机构保留、正常运转的基础上，将中学校长、优秀教

师一同选派至城区托管中学，由托管中学统一领导，具体负责

本校师生管理和相应教学工作，切实解决农村中学教职工富余

与城区中学师资紧张的矛盾。同时，城区托管中学专门指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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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丰富、能力较强的教师与农村委托中学教师“一对一”结对

帮扶，一起备课、一起研讨，全方位提升农村委托中学教师的

教学理念、教学水平、教学能力及管理水平，确保尽快达到城

区中学教学要求、承担教学任务，在更大舞台上施展才华。 

三是强化生活保障，解决学生家长后顾之忧。实行学生管

理工作责任包干制，明确农村委托中学学生在城区的学习、生

活、学籍及中考报名等管理工作由原学校教职工负责，在学生

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予以更多关心，密切关注学生动态，

及时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确保学生尽快适应新学校环境，接

受良好教育。此外，加强农村学生城区学习生活经费保障，由

市财政统筹，对参与城区托管的学生每生每年予以交通、生活

补贴 3000元，减轻农村学生家庭家庭负担。 

三、取得成效 

通过实施委托管理这一举措，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辐

射，有效提高农村薄弱初中校教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优化配置教育资源。随着委托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成

效日益凸显。 

一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四所薄弱农村中学到城区优质学

校漳平二中、三中托管后，农村孩子和城区的孩子一样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学校的管理更加到位，学生的行为习惯明显好转，

学生的见识、眼界也更为开阔，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原来很多

在外就读的孩子也大量回流，逐步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推进了

城乡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2019 年全市四所农村委托中学

考入漳平一中的人数是 2016年委托管理前的 4倍；2021年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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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委托管理学校的毕业生被漳平一中统招录取达 20 人，全额

（4 所学校共 29 人）完成漳平一中定向生指标。质量提升，吸

引学生回流，实施委托管理的 4 所偏远乡镇的农村初中（灵地

中学、吾祠中学、官田中学、拱桥中学）的学生由 2017 年的 242

人增加到 2021年的 652人，许多在外的务工人员返回漳平务工、

创业。 

二是提升教师业务素养。城区优质学校主动担当，指定有

经验的教师与委托方学校的教师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对

委托方学校教师全方位指导，委托方学校教师虚心向城区优质

中学有经验的老师请教，与优质学校教师一起备课、研讨，委

托方学校教师在教学理念、教学水平、教学能力及管理水平等

方面均得以提高，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提高

教学成绩，他们的责任心更强，教学效果也更好了；三分之一

以上委托方的教师教学业绩位居全市中上游，部分教师还成为

教学能手、业务骨干；2021 年 9 月，两位委托方的优秀学校教

师通过公开遴选，被选拔到市教师进修学校担任学科教研员。 

三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在城区，委托方学校的学生们逐

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漳平二中质量提升行动研究一整套的

作业规范，重点抓学生做笔记，教会“温故知新”。漳平三中托

管的灵地中学、吾祠中学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了、自主学习能

力也提高了，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都得到明显提升，特

别是尖子生进步更大了。学生主动求知欲强，学业成绩进步快。

委托管理之前的几年，委托方学校的学生的统考成绩经常在全

市排名垫底，但经过三学年的委托管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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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学生的成绩得到不断进步。学生自主生活的能力得到很

大的提升。大部分学生能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视野开

拓，更加阳光向上。 

四、几点体会 

1.委托管理的师生全方位融入托管校是做好委托管理的关

键，办学过程中应避免委托管理校师生“标签化”，出现“校中

校”、“班中班”等不良现象。因此，被托管校师生与本校师生

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对被托管校教师的管理、工作安排、业

绩考评、职称评聘等要与托管校教师同等对待；对被托管校的

学生严格做到随机、平衡编入教学班级，做到“统一管理、统

一教学、统一考评”。 

2.初中学生年纪小、离家远需住校、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因此，学校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要持续深化师生“一对一”

结对活动，特别是在学习辅导、生活指导、心理辅导等方面给

予全方位关注，真正实现“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3.我市除了实施委托管理的学校五所外，在校生数 200 人

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初中还有 7所，这些小规模学校离城区较近，

教师年龄偏大（平均年龄 50 周岁以上），结构性缺编（主要缺

音乐、美术、地理等学科教师），学校管理成本大，教学效益低，

教学质量较滞后，学校、群众强烈要求委托管理。但我市城区

初中只有两所，学校规模大（漳平三中在校生超 3000人，在城

区初中就读占比达 68%），扩容的压力大。因此，我市积极探索

集团化办学模式，实现三个方面的均衡发展：一是实现不同学

校之间的优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实现全市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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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二是通过集团内学校之间教育管理、教

学研究、师资培训、文化建设、项目合作等内容的共研，全面

推动全市中学办学内涵的均衡发展；三是实施集团内教师轮岗，

全面推进全市中学教师轮岗制度的实施，激发教师活力，实现

教师队伍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城区教育资源向农村辐射，优

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集团内教育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

步推进全市中学教育均衡发展、内涵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