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在
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打造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而保
证编制供需平衡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
要任务。当前，学龄人口变动新趋势、
教育发展新要求和学校高质量发展新
变化，导致教师编制供需矛盾突出。市
人大代表、宁波市鄞州中学党委书记
王仕杰关注到这一问题，对城区高中
学校的教师编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

王仕杰说，当前，教师编制配置面
临几个新挑战。

学龄人口变化新趋势冲击教师编
制数量。受学龄人口变化影响，教师编
制需求总量也将呈现高峰年段激增而
波谷期间剧减的特征。目前，城区初中
还处于生源上升阶段，而普通高中更
是由于普职比的转化，处于扩招阶段，
师资面临班级扩容而编制收紧的重大
压力。

教育改革新要求影响教师编制结
构。为提升育人质量，促进学生适性发
展，教育部持续出台深化教育改革和
教育评价综合改革的新举措，要求积
极实践选课走班制、个性化培育等新
型教育方式；主动构建拔尖人才培养、
义务段与普高段融合培养、科学教育
创新培养、五育并举综合培养等育人
方式。与此同时，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
划不断扩大，而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
教学专业不同，师资无法流通，造成普
通高中教师编制缺口较大。目前，编制

管理仍旧参照2001年版《中小学教师
编制管理标准》，根据班额和师生配比
核定教师编制数量，没有根据教育教
学改革与时俱进。

学校功能新变化增加教师编制需
求。当下，普通高中积极推进分层分类
办学，重点高中承担拔尖创新人才早
期培养，需要加强大中小一体化建设，
加强初高衔接教育，面对高校拔尖创
新人才选拔需求，这一变化导致学校
教育教学总工作量增加，相关培优、竞
赛辅导等需要额外教师编制保障。此
外，宁波作为经济发达地区，需要承担
教育对口支援责任，这也造成了高中
学校教师紧缺。

面对新的形势和需求，王仕杰就
完善教师资源保障机制提出了如下建
议：

一是动态调整，填补编制缺口。建
议根据我市城市化发展程度、学生规

模变化、教育改革等实际情况，在国家
标准额定范围内制定符合本市教育发
展需求的编制细则。在大市范围内建
立教师编制“周转池”，按照“严控总
量、盘活存量、动态调整”原则建立教
师编制管理体制。完善教师编制年度
动态调整机制，统筹教师编制资源。

二是多方调控，确保师资保障。
建议编办、人社、财政等部门合力协
调，通过盘活编制、动态调整非编人
员供给、增加财政经费支持等政策，
缓解高中教师缺口。同时，部门间通
过协调尽早确定招聘时间，在各地区
的教师招聘中抢占先机。扩大学校人
才引进、招聘、编外用工自主权，对紧
缺教师采取专项方式招聘。另外，对
于一些专业类人才，如竞赛金牌教
练、特级教师在留才引才上给予优惠
政策，减少优质师资流失的同时，吸
引优秀人才落户宁波。

深耕幼教 39年，宁波市政协委
员、李惠利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林
红一直在探索实践有效教育之路。在
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学前教育如何
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在今年的
宁波市两会上，她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谈了所思、所想。

林红说，宁波学前教育在做好浙

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行动中做
出努力，有了很好的“宁波范式”。品牌
课程影响力已经辐射全国很多地区，
不仅提升了学前教育的质量，更有输
出的辐射力。但在低出生率现状下，学
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部分幼儿园已经出现招生不
足，办园规模缩减，甚至教师队伍不稳
定等情况。

“面对从‘一园难求’到‘一孩难求
’的巨大转变，建议政府层面构建一个
涵盖0-6岁婴幼儿的托幼一体化体
系，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这包

括设立由教育部门主管的托幼一体新
型幼儿园。”林红提到国外的一些好做
法，如日本创设的认定儿童园、美国的
幼儿园等，可以接收2个月到6岁的孩
子，这样可以确保教育与托育服务的
连贯性和质量。

同时，随着入园儿童数量的减少，
班级规模和师幼比例的调整可以成为
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点。她建议，适当
缩减班级儿童数量，这样可以让教师
有更多的精力去更好地关注每一位儿
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的工作环境。

“今后，幼儿园教师出现富余情

况，学前教育人才也面临就业困境。”
林红建议，市级层面制定适合不同年
龄段儿童的科学保教师资培养课程与
从业证照，统一和规范保教质量。例
如，新加坡政府要求婴幼儿看护从业
者必须参加婴儿培育高级证书课程，
这样可以确保从业者的专业水平。综
合考虑我市现实条件和学前事业发展
水平，在公办园教师编制核定中考虑
及时增补退休编制教师数量，实现动
态调整，并根据区域实际需求调整幼
儿园的分布和资源配置，确保教育资
源的公平和高效利用。

“篮球场上，男生突然倒地不起！
情况紧急，一旁打球的鄞州实验中学
初二学生盛徐荦冲了上去，对他进行
了11分钟的心肺复苏，直到120急救
人员赶到……”2024年 7月，一位宁
波15岁男孩的事迹，冲上热搜，全网
点赞！

今年的宁波市两会，市人大代表、
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医师陈秀丽再次提到这个

“教科书式救援”，并提出建议。
“自2022年起教育部开展全国学

校急救教育试点建设工作，截至目前
已有两批试点，第三批正在遴选中，目
的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学校急救教育工
作。”陈秀丽注意到，目前，宁波中学、
慈溪市杨贤江中学、宁波市春晓中学、
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中学、宁波市江
北外国语学校等先后入选“全国学校
急救教育试点”。然而，这项工作任重
道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秀丽建议，鼓励我市中小学校、
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全国学校急救教育
试点建设，进一步扩大学校急救教育
试点建设覆盖面。建议学校将急救教

育纳入课程和学分体系，其中中小学
每学期安排一定课时学习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高等院校将应急救护课程
学习纳入学分体系。

“目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已
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和
学校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每名学生需
完成不少于1学分的应急救护课程学
习，三年内实现全体学生红十字救护
员培训全覆盖，毕业时同时持有‘毕业
证+红十字救护员证’。”陈秀丽说，通
过这一举措，可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
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以往，学校应急救护培训以理论

讲解为主，实操训练时长不足，救护技
能培训效果欠佳。对此，陈秀丽认为，
应创造条件设立学校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或是生命教育体验基地，提高师生
应急救护持证人员和红十字救护培训
师持证率。建议探索开发校园急救技
能证书，并将心肺复苏实践操作纳入
中考科目，让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成
为学生的一门守护生命安全的课程。

“加强学校急救教育，不仅能提高
师生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增强自救互
救能力，也有利于形成‘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实现若
干年后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的全民普
及。”陈秀丽说。

扩大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建设覆盖面、适当调整班级规模和师幼比例……

代表委员关注这些教育热点
宁波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有的针对教师编制配置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建议；有的建议加强学校急救教

育，鼓励学校参与急救教育试点，纳入课程和学分体系；有的建议宁波构建托幼一体化教育体系，调整班级规模

和师幼比。大家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马亭亭 樊莹/文 张培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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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王仕杰：

建立教师编制“周转池”

市人大代表陈秀丽：

扩大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建设覆盖面

市政协委员林红：

适当调整班级规模和师幼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