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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在我国实行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义务教

育阶段“就近入学”的基本原则，对于保障教育公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对学历越来越看重，家长为孩子选择教育资

源的时候更为慎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和等级观念等原因，学校与学校之间的

差距逐渐拉大，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在一些乡镇地区尤为明显。本文针对我国

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所体现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研究和学习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能为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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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nearby enrollment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ate has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clearly stipulat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earby enrollment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which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ensuring educational fairnes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social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people’s attention to education is 
also increasing, an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parents are 
more cautious when choos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ir children.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concept of hierarchy, the gap between 
schools has gradually widened, and the problem of nearby enrollment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has gradually emerged, especially in some rural area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embodied in the “nearby enrollment”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China,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and studying relevant 
theories and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
sory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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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中提到，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

覆盖和“公民同招”，指导各地完善学校划片政策。于孩子而言，就近入学减轻孩子上学负担，保障

孩子安全，提升家校合作有效性，裨益孩子教育，避免“新型留守儿童”出现，增进孩子幸福；于家

长而言，就近入学减轻择校焦虑，减少教育支出；于社会而言，免试就近入学，有助于实现教育均衡、

教育公平[1]。但“就近入学”在我国实行以来受到大家的激烈讨论，内容基本围绕公平问题，原因无

非是因为教育不均衡，不管在我国各地，学校都有名校与非名校的区分。在“就近入学”原则的指导

下，学校实行学区制，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对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现有的学区划分制度导致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要想真正做到入学平等，既要保证教育资源配置上的机会平等，又要保证各地区的

教育发展上的实质均衡。 

2.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研究现状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这一政策，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给出了一些对策，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在梳理现有文献的

基础上，可以发现，对“就近入学”政策所体现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有颇多疑惑和争议，学术界存在着诸

多质疑与争论，对于“就近入学”这一改革方向，我国众多学者也展开了诸多探讨。朱茹华提出政府要

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尤其要加快薄弱学校的扶持，以缩小校际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公办学校禁止择校，

放宽私立学校的选择权[2]。孙泽平认为要解决“入学难，择校贵”的根本出路在于适度发展优质私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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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府可以根据市场规律向私人投资者出租优质教育资源，将所获得资金用于薄弱学校改造，同时政

府可以建立教育资源培训机制，设立教育券制度，多元化教育配置机制兼顾公平和效率[3]。林乐波、王

志刚认为应对择校行为加以引导，建立科学的择校制度。将实现教育公平分成是哪个阶段：首先严格实

行划片生，保证教育起点公平；其次转化教育观念，加强制度建设；最后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要建立

各种特色学校允许家长根据孩子个性需求择校[4]。张杰、李肖认为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转变社会的教

育价值观和错误的择校观和加大教育投入，配置教育资源措施来消解当前就近入学政策在起点、过程、

结果上的困境[5]。祁型雨认为应该调整就近入学政策目标、重新界定就近入学的法律含义、增强就近入

学的可操作性、提高相关政策的法律地位来维护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益[6]。李军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

调查提出应对就近入学政策定位进行调整，将就近入学政策作为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最低保障”；

改善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环境，促进义务教育协调发展；同时要完善就近入学政策的内容与流程，以推

进其有效运行[7]。 
目前，学术界对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就近入学政策本身，

基于“就近入学”而产生的择校问题、学区房问题，升学、招生问题，农民工子女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

题，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等[8]，而从教育均衡发展视角下的“就近入学”政策研究则相对匮乏。

本研究立足于教育均衡发展的角度，从我国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探索了我国义

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体现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探讨相应的解决策略。 

3. 相关概念和理论 

3.1. 义务教育 

从法律法规的定义中，义务教育的概念在不断的发展，但它的强制性、公共性和普及型的特征是固

定不变的，均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

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适龄儿童接受

义务教育，既是一项权利，又是一项义务[9]。 

3.2. 就近入学 

“就近入学”的概念一直颇具争议。大部分学者和学生家长认为，“就近”就是指居住地与学校的

地理距离最近，孩子可以选择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但是对于“就近”也有另一种解读，“就近”并非

是指地理上的最近，而是指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教育资源以及学生人数匹配情况，合理进行教育规划，

为每一位适龄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10]。 

3.3. 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指人人能够获得均衡而又优质的教育。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教育公平的内涵主要

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适龄儿童、少年都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扶持

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11]。 

3.4. 教育政策执行 

教育政策执行是教育政策实施的核心环节，是实现预设的教育政策社会价值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

途径，只有没有偏差的教育政策执行，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对于什么是教育政策执行，学者们的认识

各不相同，但由于教育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的下位概念，因此教育政策执行概念大都是基于公共政策执

行概念来提出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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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均衡发展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所体现的突出问题 

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各地暴露出的问题各有不同，通过阅读相关文献

资料，结合对部分家长和一线教师的访谈，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所体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

下三点。 

4.1. 硬件条件不均衡 

因为早期我国的教育资源持续向城市集中，因此农村地区学校的硬件设施仍然落后于城市地区。农

村地区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学环境都相对于城市地区的学校来说有较大不足，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配备

不足，教学设备及器材缺乏，有的地方更是属于陈旧、落后。即使在同一个区域内，由于受到地理位置、

交通情况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乡村学校的硬件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通常，在交通便利、

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会更完善，办学条件也会更好。而在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学

校的基础设施会比较落后，硬件条件会比较差，特别是在一些偏僻的山村，有一所设施完善的学校已经

是难上加难。 

4.2. 师资力量不均衡 

教师是学校的主心骨，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的短缺，而教师这一教育资源的“软实力”在农村地区

则显得尤为薄弱。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很难招聘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即便通过各种

渠道招到了一些高素质、高学历的教师，最后也都会逐渐向城市发展，不会长期留在农村。除此之外，

农村地区的有些出色的教师，也常常会被外调到城市里的学校去，这使得农村学校本来就缺乏较好的教

育资源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学校整体教学质量与城市地区相差甚远。这些情况造就

了农村学校基础教育教学水平的滞后。为了缩小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师资水平的差距，使乡村地区的每

一个适龄学生都能获得公平、优质的教育，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使得农村地区的教师质量得到了提

升。但因为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交通条件不方便，虽然农村地区通过国家的相

关政策把一些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但最后留在乡村的却少之又少。 

4.3. 相关政策不完善 

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适龄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首要目的是保障适龄儿童就近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就近入学政策背后的内在逻辑是“学校均衡布局–就近入学–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然而在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校际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质量不均衡，优质教育供需矛盾十

分突出的背景下，要求人们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群按照户籍地就近入学，就等于要求他们接受客观上并不

平等的义务教育。根据就近入学政策，那些因先赋性因素(出生地、家庭条件等)而不能享受优质教育的孩

子就更不可能享受国家对其所处不利环境的差异补偿[13]。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在制定“就近入学”的学区划分方案时，将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作为入学资格审查条件之一。这在一定

程度上，对适龄儿童行使就近入学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的制约。通过教育部历年来的政策文件，我们可以

看出，“就近入学”政策的内容并不明晰。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地理条件不同，虽然国家将“就

近入学”的细则授权给了各地政府，让他们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但政策中没有给予地方各级实

际操作的标准，也没有针对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说明，因此可操作性过强，很难把控。

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资源并不均衡，有些地区的居民数量及学校分布并不均匀，各地区的形状也是

不规则的。因此，在划定片区时，教育行政部门须对学校和学生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全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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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很难制定出一个各个方面都完善的政策，只能对不同方面进行权衡，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方面造成偏颇。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之间在落实“就近入学”的过程中也

缺乏协调。 

5. 教育均衡发展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问题的解决策略 

5.1. 均衡教育财政资源，缩小城乡差距 

在我国，教育投资在整个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和东部一些贫困地

区的教育投资，以实现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拓宽社会

资本投入的渠道，从多个方面加大投入。多渠道增加教育经费。针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薄弱学校

的硬件设施状况，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提升基础教育学校办

学水平，推动义务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有很大帮助。在偏僻的山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有些村庄不

但地处偏僻，而且交通不便，环境恶劣，加之近年来大量的农村中小学撤并，尽管各地都将教育资源进

行了整合，但是学生去学校却要走很长的路，尤其是在偏远的地方，既不方便也不安全。要从根本上解

决农村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就需要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提高农村

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地理环境及交通建设。 

5.2. 提高教师素质，保障农村师资配置 

要想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人才。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将会对教育质量

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整体师资质量与城镇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加强农

村地区的教师素质提升势在必行。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优质教育，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关于加强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很大促进。虽然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量已

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提升师资力量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教师

培养上，要给乡村教师提供学习、进修的机会，让农村地区的教师多去城市学校学习先进的教学思想和

教育方法。同时可以组织城市地区的教师下乡进行互助培训、举办交流讲座等，分享自己的优秀的教学

经验和方法，通过一系列活动提高现有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此外，还应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引进力度。

农村地区资源紧缺，很难吸引到优质的教师，可以从经济和荣誉两方面入手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首先在

引进人才时可以承诺给予一定的安家补助和生活补助；其次，针对每年度的评奖评优，在名额上可以向

乡村教师倾斜，在精神上给予乡村教师肯定，提高乡村教师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同时，对在农村地区任

教每达到一定年限的教师，可以给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和奖励，随着任期时长的增长，补贴和奖励逐渐增

加，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愿意来到乡村，愿意留下来。除此之外，由于乡村学校都位于较偏远的地区，分

布较为广散，这种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没有城市的紧迫感，导致许多教师受环境影响容易忽视对素质能力

的培养和提升，从而导致工作懈怠、能力不足，因此应该注重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提高乡村教师的整

体素质，以强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14]。 

5.3. 完善就近入学政策 

就近入学政策内容规定不明确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实行就近入学政策时遇到障碍。因此，国家在颁布

就近入学政策时给出相应标准很有必要。首先需要对具体内容进行完善，对就近入学的含义、片区的划

分、以及监督制度进行具体规定，规范义务教育中小学不同阶段入学的程序和步骤，明确规定执行时各

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其次，政策的执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偏远地区，

一些村庄的分布比较松散，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人口也比较少，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后，其它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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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可能会比其划分的学校还要近。同时，由于目前全国各地仍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但某些学校提出

了将房产证或不动产证作为入学资格审查的条件，因此，户籍、房产、居住条件等方面的不一致，造成

了部分适龄儿童无法“就近入学”。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的实际，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6. 小结 

教育应当是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平等享有的权利，“就近入学”政策与广大人民

的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山区，教育很容易被忽视。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中

的一个基本原则，适用于全国各个区域。为了解决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国家对此进

行了不懈努力，提出了一系列政策。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地区的经济也逐步得到了提高，农村地区居民

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提升，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之间的差距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但是，要制定一套什么样的合理、合情的政策，采用什么样更有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方式，开发什

么样更有利于农村地区就近入学的模式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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