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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小规模学校承担着实现“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最后一公里”的重任。但在传统的解决思路下，

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着生源少且弱，文化建设落后，育人过程片面，优质师资匮乏等重重困境，其高质

量发展之路任重道远。基于此，我国乡村小规模学校未来可以借助教育戏剧的力量，从推进课程和教学

改革，创建特色小规模学校；夯实立教之本，“师助师”授戏剧；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功能共同体”，

编织立体网络等方向突围，探索一条提升教育质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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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the “last mile”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under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are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small and weak student population, backward culture construction, one-sided 
education process, and lack of high-quality teachers, which make the road to quality developmen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2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27
https://www.hanspub.org/


张琪琦 
 

 

DOI: 10.12677/ae.2023.133227 1432 教育进展 
 

a long one. Based on this,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in China can use the power of drama in educa-
tion in the future to promot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create characteristic small-scale 
schools;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assists teacher” to teach drama; build a 
family-school-society “functional community”, weave a three-dimensional network and other di-
rections to break through, and explore a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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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完成了全面普及的艰巨任务，实现了由“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

的工作重心转移。义务教育开启 2035 现代化的新征程，乡村义务教育相应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目光

更多的投向“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乡村人民“上好学”的美好期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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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乡村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抓好其中的基础之基础——乡村小规模学校。 
在我国，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 100 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1]，一般存在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地理位置偏僻的乡村。《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全国共有乡村小规模学校 111,420 所，

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 34.61%”[2]。可见，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义务教育的“神经末梢”或“最后一公里”，小规模学校事关乡村儿童及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乡

村振兴，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虽“小”却能“压千斤”。基于此，国家实施一系列举措保障乡村

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例如特岗计划、定制课程服务等。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3] 
此外，以“乡村小规模学校”为主题词，限定时间范围 2012 年到 2022 年，在中国知网进行高级检

索，共查阅到核心期刊论文 111 篇(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共 78 篇)。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

发现近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呈增长趋势，但知名学者不多，并且缺乏大规模的交流合作，选题侧重

于价值研究和政策解读，实践理论研究偏少。因此，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在新的征程中突破传统僵局探寻提升乡村小规模

学校教育质量的实践之路，可谓恰逢其时。 

2. 传统解决思路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面临的困境 

2.1. 学校数量骤减，生源少且弱 

《2022 年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中西部乡村中小学学校数量持续减少，乡村小学的

学校数量在八年中减少了 8 万所。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在“撤”与“留”的交织中难以保证，也逐渐丧

失公立学校无需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稳定生源的先天优势。 
与此同时，就乡村地区儿童的社会背景来看：首先，其家庭经济地位偏低。在城镇化趋势下，一方

面，部分家长的经济理性驱使其携家带口“逃离”乡村，不惜一切代价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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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代际传递。另一方面，大量留守儿童成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主体。家庭的低收入不仅影响了子女的

实际受教育机会，而且与家庭经济地位有关的成就动机、成就价值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乡村小规模学校

孩子的学业成绩。因此，由于学业成绩不佳而选择辍学的乡村儿童比比皆是。其次，其家庭社会文化水

平也影响着小规模学校的生源质量。父母的学历偏低，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寥寥无几。作为孩子“第一任

教师”的父母无法为其子女提供 0~4 岁所需的“3200 万”词汇量，更无法满足孩子入学后所需要的家庭

教育指导。总之，少且弱的生源困境成为原本就不富裕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难以扫清的

障碍。 

2.2.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尤其是文化建设落后 

物质与文化相辅相成，是学校成功办学的根本保障。然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资源配置情况却不容

乐观。 
首先，办学经费紧张。在乡镇中心校“集中记账、分校核算”的财政分配方式之下，乡村小规模学

校并未收到标准所规定的足额拨款[4]。其次，在多媒体课堂普及的时代，部分小规模学校的硬件设施仍

仅限于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电脑、空调等硬件设施较城镇地区可谓“天壤之别”。落后的设施使得提

高教育质量成为无稽之谈。此外，即便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备齐了多媒体设备，低利用率甚至年久失修

的现象仍然存在。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乡村小规模学校或拘泥于传统陈旧的文化建设，或机械效

仿城市钢筋水泥黑白色调式的建筑，在非正式学习场景革命的浪潮中表现得不知所措。同时，校长领导

力匮乏，缺乏构建民主文化氛围的意识，在组织力、决断力、学习力等方面亟待提升。学生丧失“自然”

所能直接提供的发展机会，教师也逐渐产生职业倦怠感，师生对于自身的进一步发展缺乏自信与希望。 

2.3. 育人过程片面，难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随着“双减”政策以及《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的颁布，我国义务教育进入核心素养视域

下的崭新时代，在综合性与实践性交融互渗的趋势下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存在以下症结： 
其一，由于每个年级只有两个左右的班级且人数过少，校方自动删减美音体等艺术技能类课程。课

程开不齐，更难以开足和开好。其二，尚未开发出适合本学校小规模特性及联结乡土文化的校本课程，

发展理念和目标定位不明晰。为了追赶城市的步伐，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课程存在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城市

价值的倾向，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反而被束之高阁。“城市化”与“离农化”趋势使得教育的双重主体

身陷囹圄，成为“无根的浮萍”和“精神的流浪者”。其三，在“通科教学”的情况下，教师普遍采用

传统三中心的方法，未有效设计“主动作业”[5]，甚至忽略学生是处于“未成熟状态”[5]的人。校方并

未有意识地利用学校的“小班化”优势进行因材施教，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2.4. 优质师资匮乏，教育质量堪忧 

择校的本质其实是择师，优质的师资是教育的关键。然而，大多数乡村位置偏远、自然环境差，自

然缺乏对教师的吸引力。有关调查显示，此类学校的教师不仅初始学历偏低而且存在专业不对口现象[6]。
同时，新任教师在“职后社会化”[7]阶段因面临职业、人际关系、晋升的三重压力往往会产生角色冲突、

角色模糊和众多非正常行为，短期内辞职、调动频繁，新教师更换速度快。因师资流动的极端性，乡村

小规模教师一方面无法及时的将多元化的内容带到课堂，另一方面也无法实现自身长期发展。由此也带

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学生很难获得学业成就感，自信心受挫，在成长的关键期极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

失范行为，对自己的未来或盲目自信或希望渺茫。家长从孩子的成绩间接推断出学校师资质量薄弱，十

分担忧孩子是否能顺利升入城镇中学。升学率、毕业合格率和学段巩固率等各项指标低下，也加深了公

众对小规模学校的不良印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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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戏剧解决思路的提出及其优势 

3.1. 融合试点少，开发潜力大 

调查发现，乡镇地区学生所在学校开展过戏剧活动的情况较少，仅有小部分学生参与过戏剧活动，

大规模和小规模学校引进专门的教育戏剧工作坊更为罕见。因此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内融入教育戏剧开展

适合本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3.2.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环境形势向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五育并举视域下，一方面充分挖掘

美育的重要育人价值被提上重要日程；另一方面如何发挥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合力作用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热点。虽然“唯分数”论现象仍然普遍，但是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双减”政

策并驾齐驱的影响下，教育戏剧的力量为美育课堂开辟出一条新路。不仅如此，学校教育也在焕发力量，

2022 版新课标明确指出将戏剧类课程纳入 1~9 年级学习内容。在大环境向好的形势下，教育戏剧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许多学校课后服务的明星社团项目。 

3.3. 行业历史发展悠久，经验丰富 

教育戏剧历经百年，目前已与诸如脑科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由教育戏剧在欧美国家的发展

历史来看，从 1897 年英国乡村教师芬利强森第一次将戏剧融入课堂至今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戏剧运动。

近年来，英美等国的教育戏剧已覆盖 K-16 全学段，样态上从学校课程逐步扩展至校外的培训机构。从国

内范围来看，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版多部教育戏剧相关的书籍。“进入 21 世纪以来教育戏剧逐

渐在大陆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崭露头角”[9]。在以李婴宁为代表的先行者的积极推动下，教育戏剧工作坊

逐渐为大陆教育工作者所熟悉。目前各种形式的教育戏剧工作坊已经在全国多地进行开展，国内注册名

或品牌名中含有“教育戏剧”的公司超过 3000 家。 

4. 教育戏剧助力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路径 

4.1. 弥补教育资源短缺，创建特色小规模学校 

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的传统症结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教育戏剧的引入可以有效弥补其教育

资源配置方面的不足。 
首先，由斯滕豪斯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获知，知识是激发学生思维的焦点而不是固定的产物，教育

使人获得自由。因此，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必须树立科学的课程开发理念，综合且辩证地

理解和运用过程模式、实践模式和批判模式而不是认定一方孤立他方。吸纳校外教育戏剧工作坊进校园，

以《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为根本指引，开齐开足开好乡村小规模学科课程。在专业教育戏剧

教师的带领下，构建非正式场景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弥补单调的文化建设和设施。以道德与法治课程

为例，即使在破旧的教室中也能创设自导自演的舞台情景，引导学生自发地探索诸如家庭、健康、法律

等议题，在生活化、艺术化、高质量的德智体美劳空间中安全成长。让教学成为师生发现自我、展示自

我、发展自我的优质平台而不是“孤独的拾荒场”。 
其次，以课后服务形式呈现，丰富课程与教学内容。周一到周五，在每天下午三点半孩子放学后开

始授课，推进学校教育戏剧社团课程化。立足于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

理解、健全人格、责任意识等方面的核心素养，助力“双减”提质增效。尤其要重视乡村的特殊性，在

师生共同融入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过程中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当前优秀传统文化发展

的国情，落实新课标中培养时代新人的新诉求。同时，教育戏剧工作坊可以利用其开发的远程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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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乡村小规模学校硬件设施的不足，引领学生开展基于网络协作的统整项目学习，在“空中课堂”和

学生云论坛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合作能力。 
最后，变革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既要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更要具备相应的实施能力。众擎

易举，独力难支，为此，学校、学生、教师和教育戏剧工作坊可以共同成为课程与教学审议的主体，合

力引进先进信息技术，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基于此，创建齐、精、稳、优并存的特色小规模学校便得心

应手。 

4.2. 夯实立教之本，“师助师”授戏剧 

将作为社会力量的教育戏剧工作坊引进学校内部，是一种社会与学校的交流。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让更多校外教师参与学校教学的平台，同时也增强了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力

量。大多数教育戏剧工作坊会与各大高校支教团进行合作，小规模学校可与教育戏剧工作坊对接的大学

生公益支教团队联系，借助其平台，招纳更多流动教师。其次，通过不同环节进行戏剧教师与学科教师

之间教育方式的相互渗透，将专业戏剧文化和元素带给学科教师[10]。第一，弥补学科教师戏剧知识的短

板。学科教师与戏剧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教育戏剧囊括各门艺术作为其表

现手段而呈现出综合性、团队性与模拟生活性的特征，而学科教学的方式仅仅停留在系统传授书本知识

和预期课程目标的实现。教育戏剧工作坊进校园后，组成“师师互助”的形式，形成属于小规模学校内

部的教师工作坊。在“师师游戏”中，学科教师系统学习教育戏剧知识理论，体验将要与学生共同进行

的教育戏剧方式。第二，引进戏剧授课形式。工作坊戏剧师与学科教师共同编排适合小规模学校的课本

剧。以语文课为例，诸如《小松鼠找花生》《借生日》等文章均可以通过课本剧形式演绎。另一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为教育戏剧绵延生命，中国戏剧主要包括戏曲和话剧，有些戏曲程式和表演技艺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列。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学科教师既需要编排课本剧更需要有

意识地引入当地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创新中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3.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功能共同体”，编织立体网络 

科尔曼的“功能共同体”理论提出，学校嵌于其周围的共同体中。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发展是

一个系统工程，教育戏剧工作坊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构建功能共同体，编织立体网络首先依赖于家庭的作用充分而有效的发挥，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家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问题的出现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构建滞后了。调查发现，家长们在教育方

面存在着不同情况的焦虑和需求，其中沟通技巧、情绪调节、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的需求最为明显。尤

其是在落后偏远的乡村地区，亲子关系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而教育戏剧作为一种艺术

化的方式，能够比较轻松地化解亲子之间的隔阂，在表演中创造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安全空间，既能缓

解亲子教育问题，又能在艺术的世界中让孩子与家长共同成长。 
因此，乡村小规模学校通过利用教育戏剧的独特价值，能够更好地发挥育人主阵地作用，落实好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将传统的家长会、家长学校、家访转化为亲子剧场和家长社区，利用小规模优势实现

精准指导，及时反馈和调整。这样，学校和家长形成合力，为孩子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社会资源和精神文

化空间以及作为社会人所追求的归属感和价值感，给予“尊严”和“尊重”，关心孩子生活和学习，保

障孩子身心健康，在孩子入学前后始终予以最亲切的关怀。并且以家校合作促进家长正确认识乡村小规

模学校教育的特殊性，与教师和学校保持密切交流。同时，教育戏剧融入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成功经验可

以进一步推广到大规模学校、城市学校，“校对校”积累更多方法。最终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功能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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