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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通过归纳整理当前农村中小学教育管

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资金投入、教师素质、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问

题进行了阐述。并制定了相应的方法对策，提出通过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强农村中小学

师资队伍建设、转变教育管理理念、更新教育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以上问题，以期从根本上提

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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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China’s education to a great extent. By summarizing and sorting out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blems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capital 
investment, teacher quality, management concept and management system. It also formulates the 
corresponding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sol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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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rural education, streng-
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updating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so as to fundamen-
tally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level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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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希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

小学教育事业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对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而言，依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严

重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为此，有必要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现存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以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水平，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2. 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基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数据，绘制了 2013~2019 年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规模分布，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知，虽然农村小学及初中的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逐年下降，但中小学教育规模仍较大。例如，

2019 年农村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校人数分别为 2557.5 万人、650.4 万人和 82.9 万人。可见，及时

发现农村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我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十分重要。基于此，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教育在管理方面存在

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已解决，将会影响农村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不 
 

 
(a) 学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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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校生人数 

Figure 1. Education scale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图 1. 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规模 

 
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归纳得出以下几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2.1. 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差 

由于农村经济增长缓慢，教育经费短缺成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教育资金投入不

足，学校的教学设施简陋，教学实验仪器不足等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2]。从整体上看，

由于经费不足，造成了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以及缺乏相应的教学设备，并且虽然部分学校开设了计算

机课和外语课，但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教学工作，资金的短缺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 

2.2. 农村教师数量不足，业务素质低 

由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教师待遇高，优秀的青年教师都选择到城市地区就业，而农村地区教

育经费不足，教师工资比较低，使得优秀教师和年轻教师很难在农村长期工作，师资队伍分配不均衡。

农村中小学教师参与在职培训的机会较少，教学理念不能与时俱进，教育观念陈旧，教学方法依然是传

统的、机械的教学方法，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3]。 

2.3. 教育管理理念落后 

2.3.1. 重视知识教学、轻视品德教育 
受高考制度的影响，大多数学校仍然持有唯分数是举的传统的思维理念，把重心都转移到教学上，

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分数，忽视了德育教学在教育中的作用。这就使得当前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

有的意义和价值，就像夸美纽斯所说的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没有教育的教学是无意义的教学。 
如今，大学生恶意伤人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各界把目光都聚焦到大学学校管理方面，他们认为大学

对学生的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问题，事实上，不只是在大学管理阶段出了问题，从基础教育阶段由于缺

乏相应的道德教育就已经出了问题，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对语、数、外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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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忽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进入大学以后，学生不再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束缚，在心理上容易迷

失自我，自身发展方向紊乱。 

2.3.2. 过分注重学生，对教师缺乏关注 
新课改倡导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大多数学校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各种政策措施

的实施都应倾向于学生的发展，这种教育管理理念充分说明了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但却忽视了教

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地位。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是学生人生的指路人，直接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4]。因

此，学校应重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教师在承担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可以提出教育管理理念

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探索解决，这样不仅能提高教学成效，还能拉进与学生之间的距离。现如今随着

时代的要求和时代变迁，教师角色变得多元化，需要扮演多种角色，因此，会引起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出

现角色冲突与混乱，对自我角色辨析不明，导致迷失自我存在的价值，影响正常的教学质量，最终引起

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到阻碍。 

2.4. 教育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2.4.1. 教育管理机制过于依赖政府 
相比过去而言，国家教育政策的实施为农村中小学教育提供了有力保障，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农村教

育的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学校教育管理体制开始过多的依赖政府的力量，学校机构忽略了自

身管理机制的建设，自身管理机制作用不断弱化。在发生问题时，依旧按照政府的政策来进行，导致教

育管理机制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不利于整个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2.4.2. 教育管理机制落后于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他们所关注的不只是教育本身，还

包括除教育本身以外的其他多个方面。包括在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和学生的身心

发展状况等。因此，这对我们教育管理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好教育本身，还要加强教师职

业道德的建设，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以及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然而从目前状况来看，农村中小学

教育理念仍然比较落后，没有对教育本身之外的管理引起重视，管理机制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要求，落

后于社会发展[5]。 

3. 解决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问题的对策 

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法和对策(如图 2 所示)，以期有

效解决以上问题，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水平，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

的均衡发展。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分别可从资金、人才、理念和制度 4 个方面

制定方法对策。因此，下文将从这 4 个方面对所提出的解决对策进行详细分析。 

3.1. 加大对农村中小学资金投入，促进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现如今，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最大的阻碍是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政府

的投入，政府在解决农村教育经费问题有着直接的责任。我国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明显少于城市，因

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加强对教育资金的集中管理，让资源利用最大化，让资金落到

实处，避免过度浪费，有效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途径来筹措教育经

费，并制定相应的教育经费管理制度，对教育经费进行管理和监督，防止教育经费的不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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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图 2. 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问题及相应对策 

3.2. 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由于农村经济落后，一些优秀的教师都选择去城市地区，这就导致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数

量不足，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优秀教师很难坚持下来。农村中小学应注重优秀教师的留用，通过

待遇留人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师资力量，如：提高教师福利待遇水平、兑现教师的三项津贴，切实提高教

师的物质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优秀教师在农村任教。还可建立良好的教师流动机制，使农村教师

晋升渠道多样化。此外，应建立规范的培训制度，通过观摩学习、校本培训、在职培训等途径来不断更

新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技能，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的业务素质，从而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提升[6]。 

3.3. 更新教育管理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改革原有的教学管理模式，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

而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忽视了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要注重对学生的思想道

德方面的教育，通过不断说服引导，使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学校的教育管理者应树立创新

的管理理念，在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师的成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

责，在整个教学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管理阶层应经常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尊重他

们的想法和意见。现如今教师角色多元化，容易出现角色冲突与混乱，因此，学校的管理者应给予教师

关心和指导，主动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才能促进教师成长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3.4. 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通过改变固有的模式，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的管

理理念，在管理机制建设中不断创新，加强与当地经济的联系，不断完善教育管理体系，使农村中小学

管理体系不仅关注的是教育本身，还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社会各界的要求。同时，教育管理应与政

府推行的政策有机结合，且在依靠政府的同时要保持自身管理机制建设的独立性。另外，应制定合理的

规章制度，注重学校内部管理体系的建设，对学校内部管理体系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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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体系。 

4. 结语 

当前，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教师业务能力低、教育管理理念落后和教育

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教育管理方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

求。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从资金、人才、理念和制度 4 个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方法对策，提出加大政府

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转变教育管理理念，更新教育管理体制等一系

列措施，以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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