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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新中考改革方案出

炉。初中学业水平测试的考试科目

增加，共有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

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学、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和综合

实践活动课中的信息技术等13门科

目。对广大农村学校而言，应对这

场改革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当务

之急是补齐师资短板，优化教师队

伍，关键要把握“转”“招”“稳”

“培”这四个字。

所谓“转”，就是根据教师实

际，对有音乐、美术、体育等特长

的非专业教师进行短期培训，让他

们转岗从事相关教学。

所谓“招”，就是招聘新教师。教

育主管部门要摸清农村学校的师资家

底：每所学校开几个班、需要哪些学科

教师、已有多少教师、什么学科教师哪

一年退休、哪一年还缺哪些学科多少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配备教师。

所谓“稳”，就是要稳定农村教

师队伍，不随意从农村学校选调教

师进城区。除此之外，还要为农村

教师建好教师周转房，提高农村教

师的生活待遇。

所谓“培”，就是提升农村教师教

育教学水平的培训活动。从目前的

培训来看，流于形式的培训不少，

效果也并不理想。管理部门应认识

到，激发教师自我进取的意识才是

关键。应建立机制，鼓励教师自主

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教育主管

部门负责定标和考评，不要总搞统一

的一揽子培训。

（作者系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临

北初中教师，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当前，我国高校正处于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民族预科

教育是关乎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急需补齐的“短

板”，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不应

落下民族预科教育。

从教育公平的“高度”认识民族

预科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

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预

科班是党和国家加快培养少数民族

地区人才的政策。经过60多年的发

展，民族预科教育已经融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中。目前，国家正

在进行民族预科教育办学战略调整，

越来越多的中央部属高校要自主培养

少数民族预科生。高校教育工作者要

支持预科办学，关心爱护少数民族预

科生，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

受教育权利。

从立德树人的“宽度”重视民族

预科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

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

量，要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

干部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

教育的核心使命是培养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近年来，到内地求学的少数民族预科

生日益增多。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深

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加强

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探索适合少数

民族预科生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提

高少数民族预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从质量保障的“深度”办好民族

预科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构建民族预

科教育内部质量保障系统，是破解我

国高校民族预科教育发展困境的重

要途径，也是预科教育质量提升的战

略选择。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内

部质量保障新理念，坚持内涵发展方

式，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以自我

评估为手段，从思想教育、教学管理、

安全稳定、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建立

机构、健全队伍，完善制度、设定标

准，常态监测、过程督导，信息反馈、

循环改进，形成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的民族预科教育内部质量保障系统。

（作者系厦门大学少数民族预科

生管理中心团委书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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