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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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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农村中的小规模学校虽然是十分

薄弱的部分，但依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限制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学校资金不足、生

源缺少、师资水平不高等。对此，教育部门要进行重新改造，政府要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对学校

的管理体制不断进行完善。本文就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意义，限制学校发展的原因以及促进农村小规模

学校发展的方法做出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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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的影响下，在农村出现了

一些具有教学设备陈旧、师资力量不强、资金不足等特点

的小规模学校，这些学校所包含的学生不多，教学班在十

个以内，各个班的人数只有十几个，全校的总人数甚至不

足 200个。但在农村中却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环节，但如此
薄弱的教育环节是无法达到使在校学生能够接受到公平、

高质量的教育的目标的，本次研究针对的是黑龙江省西部

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进行的。 

1  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意义 

在 20世纪 50～60年代，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对学
校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关闭了一部分设备简陋、教学质量

不高的学校，使得大批学校被迫进行了合并，这次改革造

成的影响使教育质量迅速提高，使得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更是最大幅度使短时间内适龄儿童上学的需

求得到满足。但是,学校并没有停止合并，学校和学区在
不断的减少，使得办学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在教育方面

的资金也大多放在了学校的管理与交通费用方面。英国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将一些小规模学校关闭了，使得社

区不再具有活力，学生的交通也变得不太便利。以上学校

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将学校进行合并后会带来很多弊

端，对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升学率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

以，在中国进行小规模学校发展改革要结合国家地域辽

阔、教育情况复杂的实情，不能单纯的进行小规模学校合

并。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差，人口较少的地区，即使学校并

没有优良的设备以及良好的资源，但是依然有它存在的必

要性。根据以往对学校相关研究表明，小规模学校的教学

过程中有很多优点，比如，中途退学的学生少，学生的平

均成绩比较高，上课时学生的缺席率较低，对待功课不认

真的学生所占比例较低，学生求知欲高等。 

2  限制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原因 

2.1  资金不足 
在农村开展义务教育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金不

足。在各种学校教育经费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太低，

在总投入的比例一直低于 60%，而在近几年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所占比例还不到 30%。并且，政府财政为农村义务教
育拨款也不多，经常会出现经费短缺的现象，这一点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农村中小学校的发展。在落实“以县为主”

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之后，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

来自于县级财政。但是，地方财政要支撑义务教育经费这

一点对于贫困县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在这个背景下，

地方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支出大多放在了城市中的义务教

育。在分配经费时，是按照学生的数量来进行分配的，城

市中的学生当然要明显多于农村中的学生，这是造成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主要原因。农村的义务教育资金不

足，就会导致农村中的学校的条件要远远比城市中的学校

差，在农村任教的教师的收入也要远远低于在城市任教的

教师。农村学校的运营就越来越成问题，办学经费更会越

来越少。 
2.2  学生数量不断减少 
在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现

在的人口流动规模在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之后的很长的一

段时间内，人口流动的主流为进城务工人员，这是我国现

在的基本国情以及人口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当然进城务工

人口的增加，就会增加进城入学的学生。许多有一定经济

能力的农村居民为的是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而想在城市

扎根发展，使孩子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环境。有相关调查

研究表明，在某个县城的一所中学，学生入学之初有不到

一百名学生，毕业时，仅剩下不到五十名学生了。农村学

生的流动性大，人员流失率高使得农村学校的学生越来越

少，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情况也越来越差。 
2.3  师资不够高 
最近几年，农村任教的教师资质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但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或山区，教师的学历明显不够

高，教师队伍结构不够合理，教师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年

龄普遍较高，缺乏创新意识，无法紧跟课程改革的脚步。

体育、音乐、美术、英语、计算机等科目的老师很少，导

致学校中开设的教学科目不够合理。尤其是还存在着代课

教师，他们可能是都没有初中学历或者小学学历的农村妇

女，学历不仅不高，还没有参加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培训，

普通话都不标准，教学水平就更不用说。有些在农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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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的骨干教师，在农村中的令人羡慕的职位和待遇和城

市中的普通教师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样使得农村教师队伍

的整体水平较低。 
2.4  对教师的绩效考核工作无法开展 
国务院在 2008年 12月 23日审批了人力资源于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共同提出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

实施绩效工资指导意见》的决定：“从 2009年 1月 1日起，
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而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的第二十二条也提出了明确规定：“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

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但在经过调查后结果却显示，

在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并没有进行教师绩效考核工作，而有

许多农村学校的校长表示，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

平可以做出评价，但对于教师的工作态度、教学效果却无

法做出评价，这是因为学校中的教师人数太少，在工作态

度、教学效果方面并没有很明显的差距。 

3  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方法 

3.1  将改造作为重心 
要想使农村学校逐步缩小与城市学校的差距，就要将

改造作为对小规模学校进行改革的重心，最终使得农村中

的教学条件和城市中的教学条件达到一致。新提出的课程

改革的要求表明，要添加学校中短缺的，必要的教学设备，

尤其是对学习活动场所的建设。在配备教学设备时要将农

村小规模学校列为考虑范围之内。做好县城或是乡镇中的

名校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对口帮扶工作，可以使农村小

规模学校与名校进行名称上的合并，使农村小规模学校成

为名校的分校或是附属学校，这样能够带动农村小规模学

校的发展。 
3.2  加大在资金方面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入，首先可以在有些地

区的寄宿制学校实现。现在，因为留守儿童在逐渐增加，

数量过多，对此，寄宿制学校就十分贴合实际了，在农村

建成寄宿制学校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同时还能够使家长

没有后顾之忧。 
其次，要将“以师为本”作为主要原则，使得优秀教

师或者名校名誉校长到农村进行支教或是进行学校管理的

优惠政策得到落实，在名校的名师中调出一部分到农村学

校进行教学。农村教师到名校教学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原校，

这样课以将名校中的优秀教学方法带回到农村学校中。 
最后，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争取能够使原本流失的

教师再回到原校进行教学，还能吸引一些流失的学生回到

原校。扩大编制名额，这样能够大批量的吸引优秀毕业生

到农村工作，使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 
3.3  教师要根据小班教学的优势来进行教学 
班级规模与教师的教育关照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且

使教学效果以及人际关系和情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研究

表明，班级的规模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程

度、老师单独指导学生的次数、对学生学习的课堂纪律和

学生对教师的期望。班级规模过小，学习氛围不浓烈，班

级规模过大则会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在农村的一些小

规模学校中，大部分学生属于留守儿童，他们的监护人忙

于工作，只能让爷爷奶奶看管且知识水平不够高，造成了

家庭教育的极度缺乏，这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所以，在

农村学校中，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小班教学的优势，对各个

学生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

中，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全面发展。 
3.4  改革学校的内部体制 
小规模学校也是有一定优势的，教学相对集中，有较

高的办事效率等，学校的管理层要充分发挥这些优点，有

研究表明找到适合学校的管理体制，学校的建筑特色、校

园文化、教学的设备，都能展现出来地方的特色，以此显

示出地方文化内涵，所以需要做好对课堂教学的监督工

作，使学校的资源利用率得到提高，根据本地区的特色以

及小规模学校的特点来制定更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4  结语 

在所有教育学校中，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与社会最底层

人民的生活最接近的，特别是家庭贫困的群众，保留农村

小规模学校能够保证他们能够接受到教育。小规模学校教

学有着中途退学率低，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较高，学生在上

课时的出席率较高，对待功课不认真的学生所占比例较

低，学生求知欲高的优点。学校资金不足，生源缺少，师

资水平不高等因素限制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想要使

农村小规模学校得到发展就要将改造作为重心，加大在资

金方面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教师要根据小班教学的优

势来进行教学，对学校的内部体制要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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