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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项有效管理措施
内蒙古通辽市教育局 国赫孚

片面追求升学率为什么屡禁术止 ?我认为主要

是缺乏管理措施
。

拍 84 年秋季以后: 我们从改革教

李管理入手
,

对市内的中小学毖卞达了合格率
、

优

秀率指标 ( 以下简称双率指标

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

经过四年实践
,

.

一
、

又又率指标的 内容
1

,

将市内小学分成六类
,

初中分成四类
,

按不

同类别下达合格率
、

优秀率指标
,

并根据达标情况进

行象征性奖励
。

针对初中差生比例过大的实际
,

初

中增加了差生控制率指标
。

2
,

奖励办法规定
,

双率都达标的得全部奖金 ,

只及格率达标
,

得奖金的四分之三
,

及格率未达标

仅优秀率达标的不得奖
。

3
,

根据指标类别和学生基数
,

奖金有所区别
。

达标后
,

每超过5% 及格率指标
,

奖金增加一 定的

数目
。

二二
、

指标的作用
.

1
.

特变差生的工作得到了落实
,

双率拖标在教

育系统内改变了评价学校的标准
.

一

长期以来
,

人们以升学率评价学校
。

这种观念

以潜在的形式顽固地左右着办学方向 , 客观上导致

了学校只抓少数升学有望的尖子
。

本率指标引导大
家在完成优秀率的同时要兼顾大多如

_

并县够孕修
率达标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加以强调

·

提出了及格率

能否完成是考核学校工作优劣
、

办学思想是否端正

的主要依据
。

而及格率达标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工
中差生的提高幅度

,

因此
,

学校在思想上必然重视

抓好中差生
。

双率指标是量化了的教学质鼻目标
。

以往
,

我

们尽管一再强调
“
因材施教

”
和

、

“
让每一个学生都

得到发展
”
的教学原则

,

但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

而合格率
、

差 生控制串等教学指标明确具体
,

便

于考核
。

这样的管理李法不仅指明了应该怎样做
,

而且还能够评价其做得怎么样
,

体现了管理丰作的
.

封闭性原则
。

因此
,

双率指标下达后
,

大家开始认

真研究对中差生的教育教学问题
,

各校普遍都对各

班的差生进行了调查摸底
,

造册建档
,

研究拟定了

提高差生的计划和措施
。

教师针 对 差 生 学 习 目

的
、

态度
、

意志品质
、

接受能力 等 特 点 加 强 管
理

,

从根本上转变了对差生的四不管播度 ( 来 不

来不管 , 听不听不管 , 会不会不管 , 交不交作业不

管 ) 这样
,

一度倍受冷漠的学生开始感受到了老师

的关心
,

进而沟通了师生感情
,

增进了彼此的理解

和信赖
。

师生关系的改善
,

使教和学双方都有了新

的积极性
。

差生品改过去松散放任状态
,

对自己提

出了较严格的要求易 曾经认为差生是朽木不可雕的

一些老师
,

也认识到只要认真教
,

差生是能够学有

所成的
。

2
.

调动了后进学校办学积极性

面向升学办教育
,

导致了学校之间升学率方面

的激烈竞争
。

近年来
,

我市能保持较高升学率的小

学只占四分之一
。

初中之间
,

由于师资
,

生源
、

办

学条件等方面的差距
,

非重点学校对重点学校更是

望尘莫及
。

而且越是后进的学校
,

招生时
,

学生越
不愿来 , 进来的学生

,

成绩好一点
,

又想方设法转
’

走
。

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学生的整体素质
,

使教学工

作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
。

这样
,

大多数学校丧失了

竞争能力
,

这些学校的社会声誉日渐低落
,

领导和

老师承受着舆论的责难与社会的压力
,

几经拼搏
,

但被动局面总是难以扭转
。

他们办学积极性严重受

挫
。

要调动后进学校的积极性
,

首先要承认差别
。

几 分类下达的双率指标
,

客观化评估了各类学校的原

始状况
。

其次
,

还注意了指标的适度性
。

下达指标

, ` . 奋 , 食 , ` ` , ` , 屯 , 毛 , 洲` . ` , 名卜, 奋 叼招卜 , `
`

, 奋 , ` 护 砂砂砂
怡冬 , ` , `

砂沪砂沪砂砂砂诱砂砂沪砂砂砂砂砖
, `
砂砂尹砖沪

时
,

还便于他们从自身
“
尝 梨子

”
的

一

感 受 中
,

优化对联办初中的管理
, 减少校 与 校横

,

向交 流

学习提高的良好环境
,

保证村初中教学的大面积丰

收
。

中的人为障碍
,

创设了学历不达标教师也工作 边



时
,

我们本着让所有的学校都能
“
跳一跳

,

就能摘

到果实
”
的原则

,

使先进学校继续保持进取精神 ,

同时提高了后进学校的胜任感和责任感
,

使达标工

作开展得扎实有效
。

第一次达标验收之后
,

我们按文件规定对达标

学校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

虽然奖金为数不多
,

但它

是一种荣誉标志
,

说明了
“
抓大多数

”
的作法得到

三三
、 围绕双率达标的几项辅助

措施 筑拼

.1 拟定毕业标准
,

控制签发毕业证

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

既要调动教师 的 积 极

又要调动学生的称妞性
, 而中差生受到讲求实性际

了认可 ( 过去
,

我们只对升学学率压葺的学校设奖 ) 这 l萎的价值翌鱿观的量旦囱
,

丛为自己与升学无缘 { 出路就

样就使其获得了工作成就的满足 , 产生了向更高目

标前进的信心
,

如新兴小学
,

原 是 我 市 六 类学

校
,

8 4 年合格率为2 3%
,

8 5 年合格率 3 6
·

5 %
,

超

额。 .5 %完成指标
,

使得全校教师精神大为振奋
。

到 86 年合格率达到 82 %
,

象这样及格率大幅度提高

的学校不止一所
,

其他的四
、

五
、

六类学校的及格

率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

每年达标验收之后
,

我们都将下一年度的学校
类别及指标加饭调整

。

对所有达标学校都在原有基

础上提高指标
,

达标突出的学校提高类别
,

促使学

校为实现更高的 目标而努力
。 ·

双率指标使后进学校有了转机
,

不仅教学质量

有了提高
,

而且带动了学校整体工作的开展
,

为大

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

补润动了大多教教师的积极性

双率指标改变了这种调动一部分人却压抑了大

部分人积极性的不正常局面
。

它所提供的衡量教师

工作的客观标准
,

无论何类学校
,

只要努力
,

都是

可以达到的
。

这样就调动了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
,

使教学土作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

双率指标又是一种责任制
,

它有效地保证和促

进了教师责任心的发挥
。

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的高低
,

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了衡量的尺度
。

一些后

进学校教学工作放任自 流 的 状 态 得 到 根 本 克

服
。

大多数教师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有了明显的

转变
。

教师们早来晚走
,

认真教学
,

勤于辅导
,

形

成了良好的教风
。

还应该看到
,

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之后
,

也出现

了一些不正当的作法
,

如挤占学生假日
,

布置大量

作业
,

加重了学生负担
。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在

工作巾加以克服
。

但应该看到
,

这些作法的动机
,

已经不是为少数人升学
,

而是为提高多数学生的及

格率
,

而且随着达标工作的深入开展
,

教师们已经

意识到
,

达标工作归根结底要依赖于课堂教学水平

的提高
,

因而产生了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紧迫感和
自觉性

,

学校中的教学研究活动开始出现了活跃的

气氛
。

是参加工作或当兵
,

这样的出路不需要什么文化知

识
,

这就是新形势下的
、

“ 读书无用论
” 。

要转变中
-

差生的这种思想
,

笼统地讲大道理是无济于事的
,

必须借助于能够对共出路直接施加影响的手段
,

控

制签发毕业证就是这样的手段
。

以往
,

我们对初高中毕业证控制不严
,

不仅没

有统一的成绩标准 分 而具就连辍学生也能领到毕业

证
,

1 9 8 4年封 80 名应届毕业生都领到了毕业证
,

而

参加毕业考试的只有 2 6 0 9人
。

从 1 9 8 5年开始
,

我们

严格地控制了初高中毕业证的签发
,

根据初高中毕

业考试成绩
,

划定毕业分数线
,

分数线以上发毕业

证
,

分数线以下发肄业证
,

不参加考试不发证
。

并
·

规定肄业生回校重读一年
。

规定了不参加考试 不发 毕 业 证 (肄 业 证 )

后
,

辍学生纷纷返校
,

「

二中 1 9 8 5年毕业 660 人
,

其

中有返回的 140 名辍学生
。

经过了半年多的补习
,

只有 23 人没领到毕业证
。

每年我们控制 2 %应届生

肄业
,

以此为依据划分数线
,

因此
,

分数线是动态

的
。

要想领到毕业证
,

就必须保证不落在 2 %的低

分数段内
,

这一目标对于差生中的大多 数人 来 说

( 85 年差生大约有 1 0 0 0木) 经过努力还是可以达到

的
。

这就从正面为差生的学习动机提供了诱因
。

而

事实上
,

.

每年我们总要控制 80 名左右的差生不发毕

业证
,

这样的事实又从反面对差生形成了一种威慑

的动因
。

这样“ 正一反的作用结果
,

就对差生 的学

习动机产生了激励作用
。

而差生学习态度的转变又

稳定了教学秩序
,

促进了学校学习风气的形成
,

这

就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条件
,

从而使后进生

的学习质量得
_

到了迅速的提高
。

19 85 年我们六科总

分 60 分控制丁 88 人 肄 业
,

1 9 8 6年我们以 12 。分控制

了 78 人肄业
,

一年之内分数线翻了一番
、

控制签发毕业证是在目前差生比例过大
,

成绩

过分低劣的非正常情况下所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
,

在初中教育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

大面积学生合

格率有了根本的保证之后
,

这样的特殊措施也要相

应地改变
,

控制 2 %肄业生的毕业标准
,

将让位于

每科 60 分
一

的正规标准
.

。

.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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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教师发
“

牢骚
”

提供机会
湖南省郴州市城前岭中学 黄和平

教师吃的是嘴巴皮的饭
,

他们喜欢说三道四
,

喜

欢不时发发心中的牢骚
。

中学教师更有甚之
,

他们

毕业于大学的不同专业
,

带着不同的观点 和 角 度
“
指点江山

” ,

争论和
“

牢骚
”

更是常事
。

如果校长

不为他们发
“
牢骚

”
提供必要的机会

,

而让其久积

心底
,

就必然会在一定的时候以更猛烈的形式
“

爆

发
”
出来

,

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
。

基于以王认识
,

我试着在自己 领 导 的中学建

立了定期召开教职 工生活 会制 度
。

会 上
,

一

我态

度诚恳
,

认真而耐 心 地 听 取 教师 们 发 的 “ 牢

骚
” 。

同时
,

根据大家的
“

牢骚
”
认真改进领导工

作
。

这样一来
,

学校的干群关 系 得 到了进一步改

善
,

教师的心情也大为舒畅
,

教师的
“

牢骚
”
也发

得少了
。

最近
,

本市不少师生参加学潮
,

我校虽在

市区
,

而且 70 %是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

却人人坚

守岗位
,

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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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初一
、

初二实行统考

教学质量管理
,

必须从基础年级抓起
。

为了解

决非重点初中教学管理的放任自流
、

教学质量低劣

的突出问题
,

我们从 1 9 8 5年开始
,

对非重点初中的

初一初二年级实行学年末统考
。

3
.

加强学摘管理
,

提高双率达标的信度

在毕业年级实行双率验收
、

初一初二实行统考

以后
,

学生流动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

一些学校出现

了拉进好学生
,

撵走差学生的现象
。

对此我们加强

了学籍控制
,

规定凡是非正常转学
,

学生的考试成

绩一律记入原所在学校
。

这样
,

就排除了学生流动

造成的千扰
,

使得教师把精力用在教学上
,

提高了双

率达标的信度
,

保证这项工作沿着健康的 轨 道 发

展
。

附
: 1 9 8 4一 19 86 年通辽市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对

比表

(自治区命题 )

四
、

成
`

果
双率指标促进了分层管理

。

局里向学校下达指

标
,

学校又对各年级各科的教师下达指标
,

这些各

级的指标形成了教学质量指标系统
,

它为两年来中

小学合格率指标的稳定提高和差生比例的下降提供

了可靠的保证
。

198 4一 1 98 6年通辽市小学开学考试成绩表

111 9 8 4年年 19 85年年 1 9 8`年年 1 9 8 7年年

参参加考试人数数 2` 0 999 4 0弓777 4 9 0 777 4吕1`̀

人人 均 总 分分 1 8 3
.

555 24弓 2 555 3 0 4
.

1 666 3 18
.

888

及及 格 人 数数 5 1 777 9 8 222 1` 1 0
` ___

工7 8 444

及及 格 率率 1 9
.

8%%% 24
.

2写写 3 2
.

8%%% 3 7%%%

优优 秀 人 数数 1 0 666 3 0 777 3 5 888 25 888

优优 秀 率率 3
.

8 4%%% 7
.

5 7%%% 7
.

3%%% 5
.

4%%%

1112 0分以下人数数 7 1 555 8 4 000 7 888 毖`̀

111 2 0分以下比率率 2 7
.

5%%% 2 0
.

7%%% 1
.

5 9沁沁 1
.

5吕%%%

涂涂谙牡牡
1 9 8 4年年 工9 8弓年年 1 9 8 6年年 1 98 7年年

学学 生 人 数数 3 2 5 222 2 7 6 666 2 3 5999 2 4 5 111

双双科及格人数数 17 5 666 1 8弓333 1 7 0 `̀ 1 6 6 222

双双 科及 格 率率 弓4片片 6 7%%% 宁2
.

3 2%%% 6 7
.

8%%%

优优 秀 人 数数 6 2 000 9 0333 62 777 5犯犯

3332
.

`4驳驳 2 6
.

导a黔黔 23 %%%

五
、

有待 干进一步 完替的

儿个问题
1

、

整 体目标的绘合性和个休目标的局限性
’

双率指标的量化
,

强化了对智育的考核
,

今后

还有待于建立多维的标准
,

进行德智体综合考核
。

2
、

智育内容的夏杂性与冷核手段的简单碑
学生的智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

并通过多种

活动表现出来
。

因此
,

智力水平不可能通过一次考

试反映出来
,

而且考试是受

多种因素影响的
,

这又涉及

到考试的信度 和 效 度
。

因

此
,

用考试成绩对学校和教

师所作的评价只具有相对意

义的合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