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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支持农村教育发展  
李振旭 

（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河北邢台  054000） 

摘要：农村教育是乡村人才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的结合点，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小学
和幼儿园数量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其次是小学教师安心从教思想不稳定，幼儿园师资不达标。支持乡村教育发展，要做到：按照
就近入学原则，实行一村一小学教育布局；新建或改建幼儿园，逐步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坚持持续提高农村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待
遇；招收受过正规学前教育的师资充实幼儿教师队伍。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乡村振兴的目

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017 年 12 月 28 日—29 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
步对乡村振兴做出了安排和部署，指出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
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优先发
展农村教育事业。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人
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在内的五方面乡村
振兴内容。农村教育是乡村人才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的结合点，
属于¡°农村美不美¡±的精神层面内容，关系到小康社会建设
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因此，乡村教育的发展状况
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农村教育的发展状况与乡村振兴的要求并不完
全适应。 

一、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农村小学和幼儿园数量不足，布局不够合理。现在，

农村小学的分布状况是三五个村有一个完全小学或教学点（只
有 1-3 年级），农村幼儿园一般是校中园，占用小学的部分校舍。
大部分农村孩子上小学 1—3 年级和幼儿园要出村，家长为孩子
上学，每天必须有专人往返四次接送，农忙时也不例外，这大
大增加了农民的精神和体力负担，影响了农业生产。不仅如此，
一些农村没有小学和幼儿园，也就听不到歌声，看不到背书包
上下学的儿童，望不到校园飘扬的红旗，农村少了文化气息，
失去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 

如果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观农村小学和幼儿园布局现
状，居住在农村的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就不能吸引
青年农民在农村居住和创业，进而会影响农村产业发展，影响
乡村振兴的实现。 

其次，农村小学教师安心从教思想不稳定，幼儿园师资不
达标。经过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多年努力，农村小学的师
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工作条件差，农村小学老师
尤其是新入职教师安心从教思想不稳，存在想方设法到县城工
作的现象。大部分农村幼儿园缺少接受过正规幼儿教育的师资，
不具备开设音体美课的能力。农民在家庭内办的民办幼儿园，

办园门槛较低，软硬件条件都比较差，只是停留在替家长照看
孩子的水平，难以达到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的目的。 

再次，由于农村小学教育发展不理想，农村经济条件较好
的村民，为了孩子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千方百计在县城买房
落户，大量农村孩子挤到县城上小学，造成县城小学的大班容
量，不利于县城小学教学正常进行。 

二、支持乡村教育发展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1.按照保障义务教育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恢复自解放初期

就已经实行的一村一小学教育布局，在 500 人以下的村庄建包
括 1—4 年级的初级小学，在 1000 人以上的中心村建包括 1—6
年级的完全小学。 

2.县级政府应该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
举的原则¡±制定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改善规划，新建或改建幼
儿园，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逐步达到村村有公办幼儿园或收
费合理且办园水平达标的民办幼儿园。 

3.坚持持续提高农村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待遇，在评模评优职
称评聘方面实行倾斜政策，调动他们坚守农村教育的积极性。
在招聘乡村小学教师时，优先录用在合同期限内任职合格的农
村特岗教师。 

4.县级政府增加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招收受过正规学前教
育的师资充实幼儿教师队伍，争取使乡村幼儿园在五年内达到
开设音体美课程和对学前儿童进行智力开发的条件。 

只有每个农村有了办学水平达标的小学和幼儿园，才能实
现¡°幼有所教¡±，才能吸引农村青年、返乡青年、外来青年
留在乡村创业和发展，实现人才振兴、产业振兴，进而推动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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