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教育内源的挑战

”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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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社会力量弥补乡村教育不足

《2022年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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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 日，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

策划并组织专家团队编写的《2022 年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
告》在京发布（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分为政策篇和需求篇，政策篇紧紧围绕乡村教育
发展的政策、现状以及核心需求展开，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乡
村教育政策进行全面梳理，从乡村教师、学生、学校三个角度
开展实证研究，洞察乡村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核心需求，揭示
乡村教育发展的政策经验；需求篇以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为导
向,对中西部 16 个省市的 1534 位乡村教师、校长的问卷调
研和 30 余位乡村教师、校长、教育局专题访谈，并对乡村教
育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西部中小学学生发展现状中的突出问题

城乡融合
引领乡村教育振兴

在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历史
进程中，乡村教育政策始终发挥
着引领、 推动和保障作用。《报
告》指出，脱贫攻坚以来，乡村教
育政策主要体现在参与精准扶
贫、城乡教育一体化、教师队伍
建设和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助力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2018 年
以后，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有力
推动乡村教育质量提升、激发乡
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城乡
教育融合发展，乡村教育发展迈
入新台阶。

自 2018 年起，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加强我国乡村教育质量的
相关政策，如《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关于办好深度贫困地
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指
导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指南》等。 随着教育
制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健全，办
学条件的不断完善，我国乡村教
育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

新阶段的乡村教育振兴不
仅仅是振兴乡村的教育事业，
更要激发教育服务并推动乡
村振兴的深层动力。《报
告》指出，在脱贫阶段已有
的政策体系基础上，新
阶段的乡村教育振兴
政策体系一方面要
对之前行之有效的
政 策 进 行 延
续， 另一方面
更 需 要 将
教 育 发 展
放置于

整个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将已
有政策根据社会和地区进行优
化和调整。

进入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
发展成为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
重要方向。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
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的基础
上，为消解城乡二元和城镇化进
程中城乡及其教育一体化的消
极印象， 促进乡村及其教育振
兴，增强乡村及其教育发展能力
和实力，从而使城乡教育达到和
谐共生。

乡村教师发展
是乡村教育振兴的根本保障

《报告》通过调研，从乡村教
师、乡村学生、乡村学校、社会力
量参与系统梳理了乡村教育的
现状和需求，并提出结合乡土资
源，探索乡村教育道路，构建坚
持基本原则、系统推进和多方协
作的乡村教育生态行动建议，总
结提炼社会组织支持乡村教育
的实践经验，对未来乡村教育发
展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报告》对乡村教育的现状
进行了调研，总结了中西部乡村
教育结构性特征。《报告》显示，

一方面，中西部乡村中小学
学校、 学生数量持续减
少， 乡村小学的学校数

量在八年中减少
了 8 万所，乡村初
中学校数量年均

减少 1000 所
左右； 另一方
面， 乡村学校

寄宿制学
校占比

高、小规模学校发展滞后；三是
城镇大班额问题仍是一项迫切
性与困难性并存的任务。

教师是影响乡村中小学教
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调研发现，
乡村教师呈现结构不平衡现状。
村级小学教师年龄偏大，教学点
和村完小里的 50 岁以上教师整
体占比 20%左右；村完小和教学
点教师本科学历占比略低于平
均水平，本科学历的教师教学点
占 61.1%，村完小占 62.9%，乡中
心校占 65.6%； 二是村小和教学
点教师经常身兼数职。 平均每个
乡村老师同时教授 2.2 个学科，
教学点和村完小教师平均每人
任职 2.6-2.7 个学科； 三是乡村
教师面临多重压力，教师流动性
较高。

《报告》显示，身心健康、社
会情感技能不足是西部中小学
学生发展现状中的突出问题。 乡
村家庭教育方式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与行为，
《报告》 认为， 学习成绩位列后
20%的学生多与缺乏家庭支持有
关，家校协作缺乏有效机制和专
业资源，需要社会支持。

《报告》提出，中西部乡村教

育发展正面临三大需求：
首先， 在乡村教师发展方

面，提升专业能力，创新教学方
法，增加岗位数量，优化结构配
置；其次，在乡村学生发展方面，
实行五育并举，提升综合素质教
育质量，如坚持儿童本位，进一
步充实教学内容与形式，拓展多
元智能， 培养儿童学习兴趣等。
家校社协作， 促进身心健康发
展；最后，乡村学校发展方面，发
掘自身优势， 探索乡村教育特
色，引入社会力量，补充综合素
质师资。

社会力量
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报告》提到，随着乡村教育
发展以及乡村学生和教师的需
求发生改变，越来越多关注乡村
教育的社会组织重新定位其工
作方向和功能，主要呈现两大发
展特点：

第一，五育并举，关注全面
发展。 社会组织关注乡村学生综
合素养发展，强化公益项目的教
育专业性，倡导“乡村需要属于
自己的教育” 的教育价值观，探

索与乡村生活结合更密切、更具
有乡村特色的教育模式；

第二， 探索综合发展的项目
模式。构建系统服务体系，促进乡
村儿童成长环境的整体优化。 重
视对乡村校长教师内驱力、 领导
力的激发以及专业能力的提升。

为了探寻社会力量参与乡
村教育的解决方案，《报告》研究
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上海真
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北京市西部
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 10 家社
会组织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的案
例。 这些案例积极探索关注学生
综合素养发展、综合发展项目模
式、引导师生内生动力等各个方
向，项目模式也逐渐从以往捐资
赠物型转向综合发展型，且更加
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报告》指出，社会力量与教
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社区紧密协
作，以资源互补、多元协作的形
式， 共同构建乡村教育公益新
生态。《报告》对社会力量参与
乡村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几
点建议，包括：深挖底蕴，发展
特色乡土教育； 深耕乡村地区，
培育内生活力；重点激活乡村教
师团队。

乡村教育发展阶段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