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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大部分，一方面反映社会

不平等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乡村振兴的缩影。自

从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以来，乡村中学进入到了一

个较为活跃的时期。本文就最近 10 年来的社会学关于乡

村中学教育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期发现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

1.1 中国乡村中学教育基本概况研究

有关中国乡村中学教育的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对乡

村中学教育基本评价。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由于我国

城乡发展差异大，学生逐渐向城市内转移，现在大部分

乡村中学的生源愈来愈差（董凯旋，2022）；另外一种

观点则认为乡村中学的教学质量并不高，老师不能关注

到大部分的学生导致大多数学生接受的教学质量并不高

（蒙建中，2021）；与上述观点一样的还认为乡村中学的

多媒体等高科技教学利用率和拥有率并不多（邢应贵，

2022）；还有的研究主要是对过往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从而解释了乡村中学多媒体使用率少的情况。

根据笔者对上述文献的理解，产生这些不同观点的

主要原因在于：（1）关注的角度不同；（2）调查地点不

同；（3）调查时间不同。

1.2 中国乡村中学近年来教育政策情况研究

有关中国乡村中学近年来教育政策情况研究，反映

了现在政府乡村振兴的政策对于乡村中学教育的影响。

主要政策如下：第一，乡村教育政策呈现区域性差异比

较大的特点，因为我国的乡村教育政策是以各个乡镇或

者县城为单位的。在现在我国各个地区的乡村地区发展

不均衡，各个乡镇中教育设施条件不同，导致了不同区

域之间的教育政策相差甚远（朱胜晖、刘义兵，2022）。

还有一种观点是乡土性。据调查，大多数的农村教育的对

象是农民，他们希望自己学到的东西回馈给自己，比如：

考上好大学，或者精通某种技能等。故导致了几乎各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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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课程体系中缺少多元化课程，即使存在劳动课，体育

课，艺术课程等，也会被当地教师忽略，被替换成其他课

程。还有是结构性需求需要改善，现在乡村教育还延续了

很多过去的乡村管理机制和保障体制。较为死板，应该把

问题中心放到教育本身上（袁利平、姜嘉伟，2022）

我国的学者大多数都反映出中国乡村中学近些年来

的发展重点都在教育信息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乡

村中学媒介素养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赵思

婷，2022）和《学校领导力视角下乡村薄弱中学的变革

研究——以某乡村中学为例》（齐锦卉，2022）。他们的

主要观点是：首先，我国重视对学生的媒介教育；其次，

将脱贫的结果放在乡村教育振兴上；再者，我国乡村教

育空心化，资源缺乏等问题严重；最后，乡村教育和现

代化教育差距较大。

二、教学质量评价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抽样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通

过对山东济宁市曲阜县防山镇中学进行两次调查，分析

其教学质量及影响因素。

表1　学生个人基本情况问卷（部分）

父母是否患有重大疾病或者残疾

父母是否在外地打工

平时的学习生活都由谁来照顾

是否经常和父母交流学习情况

家中是否有人监督你完成学校作业

父母是否支持你完成初高中以及大学学业

是否对自己家庭收入情况有过了解

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哪里

父母是否有向你谈论过未来的职业规划

平时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属于什么水平

表2　学生在校基本情况问卷（部分）

学校是否使用多媒体授课

学校的教材是否发放及时

学校是否开设有除正常学习外的其他课外活动或提供课外

读物

老师是否经常缺课或上课接、打电话

除了平时正常上课外，老师是否经常鼓励同学要在课余自

我学习

向老师提问时，老师的态度如何

2.1 学生背景

从对防山镇中学学生的调查结果分析，总体成绩分

布均匀。主要以较差，中等，和优秀为主。在进一步的

调查中也可以发现，某些重大考试是县内统一排名，故

以上提到的三个学习程度并不局限于防山乡中学，可以

得出结论：防山镇中学学生成绩分配较为均匀。

在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很多学生的家长在家中也

不会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没有交流有关学习的问题。

大部分家庭收入偏低，有些时候家长没时间关注家中学

生学习情况，并且一部分家长不建议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2.2 学校硬件设施

根据面向防山镇中学中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防山镇中学基本具有微机室，图书馆，操场等基础设施。

说明学校的硬件资源较为完备，为学生的多元化媒介学

习以及体育锻炼等提供了帮助。同时，老师也会使用多

媒体进行授课，但是相对老旧，大多数陈年没有更换。

在对学生访谈中，K 学生提到学校里的图书馆和楼

上的微机室环境有一点不干净，“都是老师让我们同学轮

流打扫的，我以为会有那种环境工人之类的打扫。平时

并不会使用图书馆和微机室，除非当天有课，或者老师

让我们读一本书，不然根本进不去，一周有的时候也去

不了一次。”

虽然防山镇中学的硬件设施基本齐全，但是维护等

工作并不完善。并且，学生日常使用率极低，硬件设施未

发挥很大的正向影响。学生在日常中被禁止进入微机室，

图书馆等，只有在教师教授相关课程时才被允许进入。

2.3 教师资源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多数教师会向学生耐心解

决学习上的问题，并且鼓励学生在课外的时间里自主学

习。对于学校里出现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或者其他违纪

事件，老师也十分负责。

但在与学生的访谈中，L 学生提到“老师上课基本

都是讲题，除了这些没别的，我都想睡了在课上。布置

的题目有点多，好几张卷子，我真的不想做。但其实老

师们挺好的，有的时候有人被欺负了啥的，老师都会教

育那些找事的人，告诉我们互相之间不要打架之类的，

说什么在社会上难混。”

从访谈结果来看，教师很少讲一些课外的知识，教

学内容主要以教科书上的试题为主。在这基础上，仅仅

鼓励学生在课外的时间里做根据教科书教学大纲编写的

练习题。对于学生教育的多元化略有缺陷，学生也可能

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

2.4 职业规划与价值观培养

根据问卷和访谈的结果分析，学生与家长从未谈论

过未来的职业规划，并且大部分学生不清楚读书是否对

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有用。在学校里也没有接受过职业规

划教育。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乡村教育需要

回馈乡村的特征，所以学校的教学重点并不涵盖对学生

的未来职业规划。

当然，在学校里教师在处理校园发生的暴力事件等

问题时能做到公平公正，并且在学生面前宣扬正确的价

值观。对于违纪的行为采取惩罚的措施，学生进一步学

会如何遵守秩序。保证了学生价值观正确，进入社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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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违法违纪的事情发生。

三、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不足

根据《山东经济定位与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研究》，目

前山东省经济以农业，制造业为主。故各个乡村中的主

要目标是发展农业，将教育和回馈于农业联系起来。这

是防山镇中学中学生职业规划并不清晰的原因之一。

虽然山东的海洋业，制造业和农业较为发展，但相

比南方的某些发展良好的省份较为落后。可能是因为产

业结构的偏重，第三产业如金融业经济收入占比较低，

没能取得第三产业优势，因为山东的经济中心放在实体

经济上，缺少金融业的长期积累。

经济条件的落后可能导致学校无法招聘高学历人才，

导致师资资源程度落后，基础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上投

入不足。

3.2 地方教育政策缺失

笔者认为当地政策的缺失，导致了防山镇中学硬件

设施上的问题。根据调查，防山镇坚持教育强镇，加强全

镇的教育基础。但政策的重点是小学和幼儿园。不断有商

业集团捐赠给幼儿园以及小学新教学楼以及体育设施。比

如，红海集团捐资梁公林小学附属幼儿园新教学楼。土门

小学、颜子学校、万柳小学、镇小学铺设柏油路面，某集

团投资梁公林小学建设一处篮球场1处，安装路灯1套。

这也解释了当地中学的情况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所以收到外界的资源援助较少。这种状况导致了学生的

学习环境相对一般，没有太多多元化的校内生活方式，

以及多样的教学方式。

3.3 教师背景

笔者认为，该中学教师有限的学术背景对学生教育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据调查，防山镇中学的教师由 53%

的男教师以及 47% 的女教师组成。其中，研究生仅占

4%，本科学历占 9%，大学专科学历占 66%，中专学历

占 21%。年龄结构为，1960 年代出生占 30%，1970 年代

出生占 40%，1980 年代出生占 30%。

在教师占比中，大多数是大学专科学历，其次是中

专学历。教师学历较低导致教学水平上限有限，学生没

法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并且还可能限制课堂的多样性，

课程的丰富性，传授知识的正确性等。最终会影响该校

中学生的成绩，对升学率产生负面影响。

缺少年轻的教师导致的问题是，教师没法更好地理

解学生的心理活动，更好地和学生沟通。导致学生会产

生负面情绪，最终反馈在学术成绩上的负面影响上。

3.4 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根据笔者的对防山镇部分中学生的访谈，笔者了解

到有一部分学生的家长在外打工无暇顾及学生学习。中

学生并不具有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可能因为电脑游戏，

手机等电子产品分心。导致在校内的学习成绩表现较差。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防山镇中学为代表的中国

乡村中学教育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教育资源缺乏；第

二，缺少教育多元性；第三，具有乡土性特征。

在深入研究中国乡村中学教育的基本状况和政策后，

笔者在此提出两个相关建议：

4.1 整合资源，学习和采用先进的教学课程体系

本文之前提到，中国乡村中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回

报当地农业或仅仅考至 211 或 985 高校，目标性单一。故

在设置当地课程的时候，大多数不考虑设置多元化的课

程如：艺术类课程，未来职业规划类课程等。

这也与另一个笔者提到的观点相关 -- 防山镇中学的

教育目标和防山镇的发展是一致的。防山镇经济较为不

发达，所以防山镇的教育体系没有跟随在经济较为发展

的大城市中的较为先进的教育体系相比。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防山镇中学应该贯彻

“城乡互补”的政策。学习较为发展城市中多样化的教

育课程体系，贯彻先进，全面的教学大纲。同时关注学

生的心理状况，未来就业意愿等多元方面。并且结合当

地农业发展，引导对农业，制造业等防山镇特色产业感

兴趣的同学发展自己的兴趣，在以后的大学学习中积累

相关知识，再回到防山镇建设当地。

4.2 走进学生，跟进对每个学生在家情况

笔者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介于防

山镇部分学生情况特殊，如：家庭经济情况出现问题，

父母不在当地等。这些都会对中学生的心理产生负面影

响并且需要有人监督他们正常进行校内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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