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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完成了由一个农业人口占主体的国家向城镇人口占主体的国家的转变，走过了发

达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城镇化进程，速度之快，举世瞩目。城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入，

其中就包括对乡村学校的影响。乡村学校在城镇化中经历了师生流失、撤并调整、自信缺失等种种困境，

改善乡村学校的办学环境，为乡村建设注入文化的源头活水，是社会各界应该深思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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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transform from a rural population 
dominated country into an urban population dominated country in 40 years. The fast develop-
ment catches global eyes, for it gained an achievement on whic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ost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with only two decades. Urbanization has an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rural schools. Rural schools underwent the outflow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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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udents, removal and merger, lack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tc. The whole country should think 
deeply about how to and try hard to improve the growing environment of rural schools and to de-
velop rural culture for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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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早在 1867 年，西班牙城市规划设计师依勒德丰索·塞尔达从城市规划学角度提出“城镇化”的概念。

现在，“城镇化”已经演进为包含城市规划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复合概

念，各个学科对“城镇化”的定义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而言，城镇化是包含集中、扩散和转化的动

态过程[1]。2013 年 12 月中央召开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在其后《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出台，学界展开对新型城镇化的广泛讨论。褚宏启认为城镇化是指在地域

范围内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的社会变迁过程[2]。陈云松、张翼认为城镇化是不同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效

应，不仅是进城农民的纵向“提升”过程，还包括其与城镇户籍人口横向“靠拢”过程，即农村人口进

入城市并与城市人口双向互动的过程[3]。叶忠海等学者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解读是要以人为本，注重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提升城市文化和公共服务[4]。 
现行最普遍的测量城镇化的标准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为人口由分散变为集聚时，会增加

城市的数量或扩大城市规模，在此过程中，城市经济结构改变人口的从业模式，也使城市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念等城市文化得到传播和扩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59.58%，

而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在 80%以上[5]。从城镇化起步早的西方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当城镇化率达

到 70%至 80%时，会出现人口、资本等要素由城市向乡村回流的现象，开始向逆城镇化发展[6]。根据这

个发展规律可以得出，我国城镇化率还会持续提升，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城镇化进一步扩张将是

我国的发展现实。城镇化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影响到中国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城镇化对

乡村教育的影响十分重大，乡村学校的发展存亡与城镇化关系十分紧密。乡村学校主要是指位于乡镇和

农村地区的学校，包括城乡边缘区(城乡结合部)和其他偏僻贫困地区的学校，乡村地区自己办的中小学以

及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等都属于乡村学校。 

2. 乡村教育陷入发展困境 

城镇化的迅猛发展让乡村和城市改变了昔日的模样，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源紧张，

矛盾频发。而对于劳动力和生源大量流失的乡村，失去了活力和生气，乡村日益衰落，各种问题扎堆出现，

其中就包括对教育的冲击，只有“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7]”。 

2.1. 空间定位：“进城”还是“返乡”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推行“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政策，建在“家门口”的学校，不仅

是乡村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场所，也是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人口城镇化速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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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城市所产生的巨大虹吸效益，使得乡村劳动力资源持续流出并最终导致乡村的空心化以及整个乡村

治理的失序[6]。人口作为地方建设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没有人，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学校，到底是该“进城”还是该“返乡”，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主张将乡村学

校进行资源整合的“撤并方”认为，在教育资源受到约束和限制的条件下，必须通过合理的配置选择，

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8]。城郊是城市发展扩张的主要阵地，乡村劳动力多汇集于此，他们的子女也

随家长搬迁到此居住，教育问题若能就近解决，既能实现规模效应，也符合情理。也有学者认为乡村学

校是那些走不出去的“农村最贫困的 20%的人的不得已的选择”[9]，校址必须建在乡村。 

2.2. 价值取向：“本土化”还是“向城性” 

乡村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中体现。首先，当今社会中乡村教育目的出现异化，

它不是为本地本土培养人才，而是培育着未来的城市人口。乡村家长期望通过升学能使孩子离开乡村，

“跳出农门”是送孩子上学的根本动力，乡村教育是为学生离开家园实现阶层上升、向城市流动所作的

准备。城市像一台人才“抽水机”，抽干了乡村的活力和复原力，只要教育目的不变，乡村人才培养机

制就很难做出实质改变。其次，乡村教育内容具有明显的“离土化”倾向。在语文、地理课本中，还能

看到描写自然、田园风光的内容，而其他课程，更多的是与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紧密联系，教育内容所

折射的价值观是“向城性”的。再者，乡村教育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没有主动挖掘富有特

色的乡土文化资源，而是直接吸收“向城性”的教育内容和课程设计。 

2.3. 教师补充：“输血式”还是“造血式” 

为解决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教师交流轮岗、乡村教师补贴、

招募优秀退休教师到农村学校讲学等。这些外援性质的教师补充方案，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来解

决普遍性的问题，无法因地制宜地按照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6]。政策有时间限制，能在短

期内聚焦关注，解决眼前问题，却无法为乡村教师的补充提供长效保障。如何让乡村教育在发展中寻找

内在动力和解决途径，自发地良性运转，完成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的机制转变，真正从源头上解

决教师短缺的问题，是政府和全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2.4. 城乡学校：大班额与生源流失的“两败俱伤” 

在城镇，大量生源的聚集给流入地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行政压力，也为当地接纳流动学生的学校

和教师带来组织管理的压力，很多学校出现大班额的现象。为了给学生提供教育资源，一般多会采取新

建、扩建学校的办法，但此举并未起到遏制大班额的效果，反而使这种现象愈演愈烈[10]。在乡村，由于

学龄人口的大量外流，乡村学校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经历了撤点并校的布局调整后，许多乡村学校和

教学点被撤掉，学生和教师只好辗转去别的学校就读和教学，剩余的乡村学校因为规模小无法得到投入

支持，缺乏教师的应对办法是跨年级复式教学，提供的教育质量较差。而此时城市学校的规模扩张，需

要大量教师填补空缺，一些乡村学校的教学骨干被选调进城，造成本已贫瘠的农村教育资源“雪上加霜”

的境况。最终农村学生并未享受优质的教育，城镇的教育质量也出现下滑，导致城乡教育对立、没有赢

家的困境。 

3. 原因分析 

3.1. 政策的执行不力 

许多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初衷是良好的，希望集聚资源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但执行时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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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偏差。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在方便学

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撤并。政策的初衷是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但地方部门在执行时出于减轻

财政压力的考虑，对许多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采取“一刀切”措施进行撤并。我国的乡村教育经历了一

段布局调整重组的“撤点并校”时期，乡村学校数量骤减。尽管 2012 年紧急叫停撤并乡村学校的系列政

策出台，并恢复了一些学校和教学点，但过度的学校撤并使乡村教育元气大伤。如果把乡村教育当作需

要被拯救的对象，抱着“施恩”的心态，就不会注意到乡村教育真正需要什么。粗暴采取“一刀切”的

措施，虽然符合经济效率，但破坏了教育规律。从浅层看，乡村家庭不得不把孩子送入离家远、花费高

的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学校附近租房，由至少一名家长陪读，而条件不好的家庭只能让年幼的孩

子忍受长期分离，这些做法不仅加重了乡村家长的经济负担，也给学生造成了心理健康问题。从更深层

次看，这场布局调整加剧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和乡村社会的衰败[11]。除了城镇化水平提高、外部经济发展

“推拉效应”等客观因素外，学校数量大幅减少主要是政策执行造成的。 

3.2. 城镇化对乡村学校的冲击 

城镇化的快速进展对乡村学校的有较大的冲击。首先，城镇化解放了人对土地的依赖和束缚，农业

人口大量迁离土地和村庄，乡村学校因生源越来越少而日渐式微。有观点认为现代化教育的重要任务之

一是辅助转型过程，即农业人口的就业非农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带有发展

和进步的意涵[12]。其次，城镇化带来的价值观念中断了乡土文化对人的生命底色的滋养，在培养乡土自

信的成长关键期，乡村学生无法深度融入乡村社会和汲取乡村文化的精髓[11]。在传统观念中，乡村文化

的传承主要不是用文字书写，它更多是通过村居环境、风土人情、传统礼俗等无言的元素，如春风化雨

般使个人通过感知来领会其内涵和精神。农村生活一直与土地、环境依存度很高，因此乡村教育隐含着

保护环境、尊重环境的生态价值观[13]。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培养人才之所，它不仅是村庄精神的凝结和展

现，也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希冀和憧憬[11]。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延伸，城镇的工作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也向乡村传递渗入。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改变了乡村遵从儒家礼俗的传统道德格局，也使乡

村文化和乡村教育遭遇到严重的危机。 

3.3. 乡村缺乏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 

乡村学校提供的工资待遇和发展平台无法与城镇相比，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城市差，这使乡村无

法吸引优秀的师资。乡村教师的队伍极不稳定，能力强、年纪轻的教师即使被分配到乡村教书，也常常

会流失，去往经济社会条件更优越的地方，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已过中年、教学水平相对较低的教师。师

范教育体系经历中等师范学校被完全撤销，乡村学校师资供给大幅降低。中小学师资完全由高等师范院

校培养，尽管国家和地方通过政策优惠、经济补贴给乡村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是大量毕业生因为收入

低、待遇差、条件艰苦、前景渺茫，不愿到乡村学校任教，造成乡村教师短缺、结构老龄化等问题[10]。
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种种不如意，让教师渐渐失去了教育热情。 

4. 乡村学校的突围之路 

在当今社会，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乡村教育依然在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模式，通过整合

本地资源，让教育为当地服务，让乡村教育为乡土培养未来的建设者。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前元庄

曾开启过别具特色的“村校一体”、“三教统筹”的农村教育模式探索，经过 7 年的改革试验，前元庄

小学入学率、巩固率达到 100%。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和生源的流失，前元庄的教育实验又退回到应试教

育上。四川蒲江县产茶，成佳中学与本地企业携手培养新型农民，联合家庭、社区多方力量，开发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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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关的校本教育课程，强化学校在当地社区中的文化中心地位，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培训家长和学

生的茶叶生产技术。前元庄模式、“茶乡模式”曾对乡村教育发展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它们无法从

根本上扭转乡村的颓势，无法遏制农村人口的流失，因此也就无法遏制农村适龄学生的流失[14]。乡村教

育应该为乡村人口提供有质量的、更加公平的基础教育，为乡村未来的建设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渗透职

业教育内容的乡土文化课程，通过教育来促进扶贫工作的进行和乡村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农业经济的

发展，已经成为乡村教育新的职能[15]。 

4.1. 优化教育评价机制 

首先，矫正错误观念。城乡文化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在发展进化过程中常常互相借鉴、迁移和

影响彼此，但如今的评价标准过于偏向一方，势必会产生不公正。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没有高低之分，

二者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正如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中提到的，城乡居民没有智愚之分，只是因环境不

同，掌握的知识不同而已[16]。要有意识地摘除“乡村就是落后”、“乡村文化就是愚昧”的标签。其次，

改变评价标准。尊重乡土礼俗，挖掘乡土文化中的精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

重塑乡村的文化自信。改变重城轻乡的评价标准，重新制定适用于乡村文化的评价标准，这不仅赋予公

平的内涵，而且关涉国家的稳定。 

4.2. 发挥乡村教育优势 

乡村学生越来越少，每个班、每所学校的学生不多，但凡事都有两面，小班教学也有很大的优势。

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交流时间，教师可以给予每个学生足够的关注度。从霍桑效应

在教育学的效果研究来看，教师对学生的期望非常关键，可以影响到学生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和对学业的

信心。小班教学可以把劣势转化成优势，教学氛围更融洽，学生的成长环境更加和谐，家校沟通也比大

规模学校的班级更频繁，学校的德育和教学工作更容易实施，有利于家校携手共同维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由于规模小，乡村学校可以根据需要对教育教学作适度调整，农忙时可给学生放假帮助家庭劳作，使其

更适应农村生活和劳作[17]。 

4.3. 乡村教师的培养 

复兴乡村文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乡村教师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急需一批热爱教

育、热爱乡土文化、德才兼备的教师来乡村任教。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大公共财政对乡村教育的投

入力度，提高乡村学校教师编制弹性，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放宽政策，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同时大力发

展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改善乡村的社会生态，为农村学校教师的生活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现代的乡

村教师要向过去的乡村教师学习优点，以前的乡村教师不仅仅是在书塾里给学生说文解字的先生，更是

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村民代写书信、借据、订立契约、写对联、婚丧嫁娶礼单、打官司等大大

小小需要文字的场合，都离不开乡村教师的帮助，因此乡民们对教师发自内心地敬重，教师也真正地深

度融入乡村社会[18]。现代的乡村教师也应了解传统礼俗，与乡村和乡民多沟通，为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

贡献力量。 

4.4. 开发乡土文化课程 

在乡村学校开设的国家课程基础上，继续充实完善已有的乡村文化教材。国家规定的三级课程体系

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重视也在逐渐加深。坚持实事求是的理念，把当

地的乡村建筑、传说故事、民间风俗、历史人物等优秀特色文化介绍给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家乡的魅力。

例如在贵州的苗族地区雷山县，当地将民族民间文化列入必修课，其特有的美食文化、衣饰文化、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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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舞蹈文化十分丰富，而且与本土的地理人文紧密相连，当地学校利用这些资源制作乡土课程，将

其纳入音、体、美课堂教学中，学校还布置了民间文艺陈列室，用苗族音乐当作上课铃声，这些都增加

了学生对自己家乡和文化的热爱[19]。把乡村的美丽和独特介绍给学生，但也不应过分美化乡村，而应该

按照它真实的面貌不加粉饰，让乡村的学生们既热爱这片乡土，又能正视乡村在发展中的劣势和问题，

激发学生建设家乡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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