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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中学”虚火如何消？
“超级中学”垄断优质生源、助涨择校之

风，已经成为教育公平的“拦路虎”。“超级中

学”虚火背后，异化的教育政绩观是幕后推

手。一些地方官员把有几所名校、高考上了

几个清华北大当成教育发展的政绩，嘴上说

要教育均衡，暗地里却维护名校特权。

“超级中学”的存在，造成学校之间差异拉

大，“马太效应”凸显。从实践看，“超级中学”拥

有更多的经济、社会、声誉、生源等资源，和普通

中学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指

责某一所“超级中学”招生乱象、不公平竞争

“意义不大”，因为导致“超级中学”不公平竞争

和招生乱象的深层次原因正是教育体制问题。

推高房价 增加学生家庭负担

影响

在临川区上顿渡镇，两所“超级中

学”的超常规发展，改变了当地很多人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两所中学周边的

房价直逼抚州市中心城区的房价，万

余名外地学生和家长的到来也使得当

地餐饮、住宿、交通和教辅等行业一路

蹿红。

六安毛坦厂中学的发展也带动了

毛坦厂镇特殊的高考经济。在毛坦

厂镇内拥有近万名前来陪读的家长，

大量外来人口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一户两层小楼可隔成大大小小六七

个房间出租给陪读家长，每学期每个

房间依大小不等能收取 2000 多元至

上万元。

地方政府是始作俑者
在江西省宜春市，2003年至2005年间，

由这个市的主管副市长和教委牵头，先是将市

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迁到当时还一片荒芜

的“新城区”，以摊派、借债等方式投资2亿多

元、圈地800多亩建设了一个超大新校区，随

后又将当时市区另一所本来运行正常的重点

中学强行进行了合并，人为地建成一所学生人

数高达五六千人的“超级中学”。而此事竟然

作为当时宜春市领导的“政绩”大为宣扬。

这所人为制造的“超级中学”由于高达2

亿多元的建设投资，以及大量国有教育资产

的混乱转手，尤其是在时任宜春市委书记的

宋晨光因腐败落马后，当地百姓一直议论背

后可能隐藏的腐败问题和利益链。更为重要

的是，由于是强行合并，这所“超级中学”出

现的教育质量下降、学生上学成本增加等原

因，直接引发了当地百姓的不满。直到2012

年，在现任宜春市领导的主持下，两所中学又

重新分开各自独立办学，终于为这场闹剧画

上一个句号。

因此，“超级中学”现象根子不在学校，

在政府。

推手

危害

““超级中学超级中学””背后的利益链背后的利益链
花钱垄断尖子生提身价收取高额择校费

在校生人数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网罗、垄断了所在城市、甚至全省的尖

子生；因学校大、创收多、高考成绩相对较好而常常被地方政府当做政绩

——近年来，这一类所谓的“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引起社会关注。

开学几天来，记者走访了江西、江苏、河南、安徽等地的一些“超级中学”，

了解到其中的一些怪象。

与人们一般意义上的认知不同，我国

的一些“超级中学”在办学规模上绝对不是

“中”而是“大”“超大”，从在校师生人数、

校园规模上看，一些“超级中学”甚至远远

超过一些大学。

在河南省，河南省实验中学本校和分

校师生人数已经接近1万人，一些正在崛起

的县级“超级中学”，比如河南省夏邑县高级

中学师生人数超过1万人，河南省淮阳中学

分校师生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

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的上顿渡镇

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在这个小镇上坐落着

临川一中、临川二中两所高考升学率高、学

生人数上万名的“超级中学”。记者从知情

人士处了解到，临川二中刚开学时，高一新

生有2500多名，开学后还陆续有外地学生

办理入学，现在已经有2800多名学生了。

因为名气更大，临川一中大量外地的学生

和家长慕名前来求学的更多。

而在江苏苏北的一家知名中学教育集

团，初中和高中学生总数有一万多人，分四

个校区，办学规模堪比大学。

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毛坦厂中学虽

然是一所地处大别山山坳的乡镇级高

中，但拥有学生近两万人，其中高三学生

万余人。

人数过万远超一些大学
规模

“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有不错的高

考成绩，是建立在网罗各地尖子生的基

础上的。”江西多所中学的校长向记者讲

述了他们所在地的尖子生被这两所学校

花钱挖走的案例，对它们取得的高考成

绩并不服气。

而对于江苏苏北的那家知名中学

教育集团，知情人告诉记者，这所中学

面向全市招生，几乎垄断了全市所有

的尖子生，成为超越普通中学的“贵族

中学”。

为了垄断、网罗所谓“尖子生”，这些

学校开出了种种颇具诱惑力的条件，比

如提供奖学金、免费提供食宿等等。当

然，这些“血”学校是不会白出的，学校会

利用这些“尖子生”获取的高考佳绩来提

高学校身价，高价招收慕名而来的非“尖

子生”。

花钱大肆垄断尖子生资源

生源

孩子在苏北的那家知名中学教育集

团就读的家长孙先生告诉记者，为了能

上这所中学，有的全家动员找门路送礼，

只为获得一个择校指标。由于择校指标

“僧多粥少”，价格越炒越高，目前已经超

过5万。

而在临川一中，一个非“尖子生”的

招生指标也被炒到数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一些高中

类的“超级中学”，当地政府和校方利用

国家教育政策的漏洞大肆提高学生的学

费，尤其是一些非“招生范围”的学生不

仅入学要交数万甚至十万元左右的“入

门费”，每年还要交数千元的高昂学费。

“一些‘超级中学’往往以每年较高的高

考‘一本率’为诱饵，吸引众多的家长将

孩子送到学校来就读，学校按人头收取

所谓‘学费’，而这些基本不受监管的‘学

费’，会随学生人数的增加而迅速累积。

因此，出于敛财的目的，‘超级中学’招收

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多，‘超级中学’背后

是‘超级利益’。”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

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一些“超级中学”正在变身为“超级企

业”，不断在城市建分校、建连锁学校，成

立国际部，扩大招生规模，它们的目的不

是想让更多的学生公平地享受到优质教

育资源而是挣钱，是收取高额的择校费。

一个择校指标数万甚至十万元

学费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指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进入

促进公平、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新阶

段，必须更加重视按教育规律办事，必

须合理控制学校办学规模，必须尽快消

除“超级学校”“超大班额”现象。

2012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二

五”期间加强学校基本建设规划的意

见》要求合理规划学校的服务半径和办

学规模，普通高中原则上不超过 3000

人，初中和小学原则上不超过 2000 人，

幼儿园原则上不超过360人。

“超级中学”违反国家规定

《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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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超级中学”上学情景（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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