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
农业、农村、农民是我国立国之根本，只有真正协调好城

乡之间的发展形势，才能实现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所以乡
村振兴战略是我国重要的指导思想。通过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
能够早日建设起现代化经济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促进和
谐社会和美丽中国的建设步伐，更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展，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1]。

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出了强而有力
的支撑作用，所以乡村振兴对我国综合实力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乡村是一个集政治、文化、经济、自然于一体的社会结构，同时
也是我国经济体中的主要构成要素。现阶段，乡村建设和发展中
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如农耕、养殖等产业，其与城镇形成了相
互促进补充的关系，共同形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由此可见，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关
键要素，是解决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跳板，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目标的有力支撑[2]。

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教育兴
国的基础条件，所以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乡村教育正处于一个形势严峻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
滋生出了诸多的问题与弊端，导致乡村教育和城镇教育逐渐拉
开了差距，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形成了阻碍。基于
教育兴国的思想理念，国家已然意识到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重
要性，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将重心偏向了乡村教育改革，致力
于改善乡村地区的办学条件、提升乡村义务教育的标准化、完
善乡村教育的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目标。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引
导和政策的扶持下，我国乡村教育逐渐实现了提升与发展，并
成功缩小了与城镇教育之间的差距，最终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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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
乡村教育与城镇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多样性和全面性的，这就

意味着乡村教育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与弊端，而造成乡村教
育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引起的。
下面将从生源、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社会形态四个方向，系统
性的分析乡村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具体的阐述问题的形成原因，
希望可以为乡村教育及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帮助。

2.1生源不断减少
学生是乡村办学的主体更是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着生源急剧减少的问题，造成了乡村学校办学困
难和发展迟缓的窘境，甚至很多乡村学校面临着无法生存的局面，
最终形成办学难的恶性循环。之所以产生乡村学校生源不断减少的
现象，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乡村人口方面。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养孩子的成本急剧增加，很多农村家庭改变了
以往多生多育的思想意识，大多数人群不愿意要二胎，使得农村新
生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适龄入学的儿童数量显著减少。
第二，人口流失方面。农村生活水平、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
与城镇有着巨大的差距，很多农村人群选择迁移城市生活、打工和
发展，这就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农村
生源的大量减少。第三，农村教育方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够获得最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乡村教育水平和质量远远落后于
城镇，所以很多家长即使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也愿意将孩子转校
到城镇学校，继而导致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第四，发展机会方面。
城镇相比于乡村有着更多的发展机会，促使农村人群抱着“城市遍
地是‘黄金’”的思想，将自家孩子送进城市就学和就业，以此进
一步加重了乡村学校生源减少的不利局面。由此可见，生源不断减
少是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险峻问题，而造成生源减少问题的原因趋
于多样化，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寻找科学的应对之策，有



2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效解决乡村教育生源减少的问题[3]。
2.2师资力量薄弱
乡村教育和城镇教育之间的差距，在师资力量方面体现得淋

漓尽致。例如，乡村学校中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甚至出现了一
个教师教学多门学科的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了教学的质量，还
限制了乡村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又如，乡村教师在专业知识和
教学能力上有所不足，很多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就上岗执
教。亦如，有些乡村学校的教师年龄较大，无法将先进的教学
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传导给学生，这也是乡村教育师资
力量薄弱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乡村教育实际情况的分析，导致
师资力量薄弱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待遇
方面。乡村生活水平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特点，使得城镇
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到乡村执教。其次，发展方面。很多教师认
为在乡村执教没有任何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薪资待遇上也
远不比城镇，从而导致大部分教师早早放弃了乡村执教的想法。
另外，乡村学校生源的不断减少、教学难度增加、教学资源缺
乏等原因，导致一些原本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外流，如此一
来使得原本师资力量薄弱的乡村教育问题更为突出。总而言之，
乡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是当前乡村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关键问
题，必须在乡村振兴之中加以应对和解决，才能将乡村教育推
向新的高度和层面，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2.3资源配置失衡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是乡村教育面临的又一大问题，同时也是

导致乡村教育水平和质量停滞不前的关键要素。例如，乡村学
校在硬件设施配置方面呈现出较为滞后的局面，很多学校没有充
足的资金置办新的教学设施，像是多媒体设备、电子白板、智
能课堂等新形式教学根本无法实现，甚至有些乡村学校还在使用
老旧的座椅板凳，如此艰苦和落后的教学足以显现出乡村教育资
源配置失衡的问题。造成上述乡村教育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乡村经济发展受限所致，具体分析如下：乡村经济水平落后
办学资金短缺，学校在满足基本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很难在拿
出资金置办先进的教学资源，使得乡村教学在资源配置方面远远
落后于城镇学校。

2.4社会重视不够
乡村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存在于农村人群的思想意识上，很

多人认为学习没有实际用处，不如让孩子早点从事农业生产，
或者学一门实用的手艺养家糊口，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节省下上学
的费用，还可以增添家庭的经济收入，殊不知此种思想意识将
会断送孩子的前程和发展。此外，一部分农村人群还抱有“读
书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老旧思想，认为孩子没有必
要在读书上下功夫，更没有必要将精力、物力和财力浪费在读
书学习上。之所以形成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社会重视度不
够，社会缺乏对农村教育的重视，更没有将提升农村人群思想
素质工作做到位，使得农村人群缺少对教育教学的正确认识，
最终阻挡了乡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3　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的相关策略
教育是我国兴国和强国的支撑力量，更是提升全民素质的主

要途径，所以在乡村振兴中要摆正乡村教育的位置，并在各个
方向寻找乡村教育改革发展的突破口，以此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结合上文中提及的乡村教育问题和原
因，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采取科学的应对之策，一来缩小城
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二来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3.1 振兴乡村经济，引导人员回流
乡村经济与乡村教育是一个共同体，只有乡村经济得到全面

发展才能有效带动乡村教育的发展，所以针对乡村教育生源急剧
减少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以促进乡村经济为引线，
成功引导外出人员回乡发展，继而解决乡村学校生源紧缺的问
题。例如，在乡村发展建设中进行产业的转型和开源工作，支

持以农业为根本多种产业并存的特色经济体系，以此增加农村人
群就业的机会，从而有效促进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此一
来，将会吸引外出务工和发展的人群回流创业，而跟随父母流
出的适龄儿童也将返回乡村接受教育，最终缓解乡村教育生源流
失的局面。由此可见，积极振兴乡村经济对乡村教育起到了良
好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乡村教育的崛起和发展，也会为乡村振
兴创造十分利好的条件。

3.2 稳定教师队伍，促进教师发展
教师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和重要力量，只有教师具备良好的专

业知识和高超的执教水平，才能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
率，但是由于乡村教育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导致乡村教育呈现
出不进反退的窘境，为此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发展中，应该着
重解决师资力量匮乏的局限性。基于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
致力于改善乡村教育教学的环境和条件，以便吸引大量的优质教
师到乡村学校任教。另外，为提高城镇教师下乡执教的热情和
积极性，当地教育部门还可以推出相关鼓励政策，如在城镇学
校中大力提倡和鼓舞教师下乡任教，并对其给予一定的激励和奖
励措施，像是评选先进教师职称、发放下乡执教激励金等等，
继而使城镇优秀教师心甘情愿的投身于乡村教育发展事业中。此
外，乡村学校针对就职教师也要给予相关的扶持政策，一来强
化乡村教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来避免乡村教师的大量流失。
通过政府部门推行相关的支持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乡村学校师资
力量薄弱的局面，从而为乡村教育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3 加强教育投入，完善配套设施
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也是导致乡村教育滞后的关

键问题，所以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发展中，应该加强在教育方
面的资金投入，尽可能的完善教育教学的配套设施，借此促进
乡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当地政府部门要向乡村教育
拨发经费，帮助乡村学校增设教学的配套设施，以此改变当前
乡村学习教学设备落后的局面，从而有效缩小城乡教育上的差
距。例如，帮助乡村学校建设信息化课堂，或者向学校提供日
常教学必需的硬件设施等，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改善乡村教学的艰
苦条件，还有助于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3.4 转变群众观念，改善农村环境
乡村人群在接受教育方面存在思想意识的偏差，极大的影响

了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发展中，应
该重视改变农村人群的思想观念，促使农村人群提高对教育的重
视度和认可度。例如，当地政府要提高宣传的力度，将正确的
教育观念普及给农村人群，让此部分群体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从而改变乡村教育辍学率高的不良局面，最终为
乡村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结语：乡村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单元，更是国家全面发
展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具有先进性与
科学性。而乡村教育作为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课题，更应该受到
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以此才能借助教育推动乡村经济
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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