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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是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要实现乡村振兴就
得做好乡村教育。为支持乡村教育发展，我国自2008年起实施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两免一补”政策，自2009年起在义务教育
阶段的农村中小学实施“蛋奶工程”。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
来，乡村教育的发展成为“乡村建设”引人注目的内容。教育质
量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国家通过扩大经费投入改善农村薄弱
学校设施，实施乡村教师补充计划等措施，缓解乡村教师缺乏问
题，提高乡村学校教育质量。

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乡
村学校的发展。N小学是一所公立农村小学，始建于1985年，在
2008年“5.12”地震中受损，2010年由香港政府全额援建。学校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原则，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形
成了足球教育特色。选取该校作为研究对象以窥探乡村教育的发
展，一是因为笔者在该校就读6年，经历了汶川地震、N小学重建
等，见证了其变化，对其发展有深入了解，二是该校在办学基础、
发展水平等方面在四川省乡村学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精准扶贫下N小学发展现状
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的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年可

申请生活补助，使义务教育得到全面保障。通过公费师范生、特
岗教师等政策为学校补充师资，实施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等
措施提升教学质量。不断发展N小学资源、师资力量、学生等。

1.1教学资源的变化
2008 年汶川地震N小学被波及，教学楼迁至其他楼房，学

校采取合班教学，将同样年级不同班级合班。这种教学存在很多
弊端：首先，班级人数多，上课时同学之间彼此干扰，学习效果
较差。其次大班课教学，教育对象是低年龄阶段缺乏自控力的孩
子，教师没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就容易影响授课质量。体育课尤其
困难，因为缺乏合适的活动场地，体育课只能在一条街道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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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在安全隐患。
2010 年，香港政府出资重建了N 小学。破旧大门变成了电

动伸缩门并设置了保安室，岌岌可危的教学楼被崭新的教学楼替
代，教室配置了新桌椅及电脑等教学基础设置，同时，建有食堂、
教职工宿舍、电脑室、舞蹈室及足球场和塑胶跑道操场等。新设
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包含亲情角、心理辅导等多个功能区并配有
轮值教师，轮值教师则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做适当的疏导工作。

1.2师资方面的发展
近年来，与N 小学Y 教师访谈可知，学校在师资力量、教

师待遇等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在精准扶贫等政策实施前，N小学
和众多乡镇学校一样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学校教师以中老教师
为主，面临断层。随着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国家大力支持乡
村教育，实施了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等一系列政策。
多方支持下的N小学也随之变化：首先在薪资待遇方面，教师工
资按照财政预算正常发放，不存在拖欠问题。其次在师资力量方
面，教师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趋势。同时为促进教师专业化
成长，N小学成立“教室专业发展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面对教师队伍中年轻血液增加，N小学为青年教
师搭建平台，开展新旧教师“师徒结对”等活动。促进青年教师
迅速成长，成为未来N小学教学骨干。

1.3学生方面的改观
N小学生源以附近居民为主，学生数量中留守儿童占较大比

例。在笔者就读时期40 人左右的班级，三分之一的学生为留守
儿童。父母在外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学习等方面造成影
响。在心理方面，学生缺乏父母陪伴，产生孤独感。爷爷奶
奶由于年纪、文平等原因和孩子存在代沟，在学业方面不能提
供帮助。容易造成一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管教，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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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爷爷奶奶教诲，不遵守学校校规校纪、不好好学习。由于
经济落后等原因，学生的兴趣开发较薄弱。针对这些情况，N小学
在2012年左右设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并定期开展活动。学生
得以每周和父母进行联系，增强亲子之间的亲密感，对学生成长
具有促进作用。[1]在兴趣方面，N小学开发了不少活动丰富学生的
课余生活，如足球比赛、“寒假，你好”！等。通过各种活动让学
生接受文化的熏陶并且开发了学生兴趣。

2　精准扶贫下N小学发展困境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N小学近年虽发展较好，通过足球教育

发挥特色，获得了2017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但和
其他乡村小学一样，面临以下问题：

2.1生源流失的困境
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政策下，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演进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在适龄子女求学和升学问题上有了更多选
择。这就使乡村学校面临着一个困境——生源流失。据Y 教师
透露，近年来 N 小学生源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如下：首先，
N小学所在城区小学数量多。2019年教育局统计，N小学所在行
政区域有 3 6 所小学，竞争压力大。然后，学生随父母进城，
就近入学。其次，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城乡间修建多条公
路，为乡村学子外出就学创造了便利条件。最后，N 小学附近
居民区因政府规划原因拆迁未建，造成生源流失。

2. 2 心理咨询室“有名无实”
由于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缺乏正确认识。大多数乡

村小学缺乏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更重视学生身体健康。或虽
设有心理咨询室，但存在“有名无实”的问题。由于留守儿
童数量下降，N 小学近年取消了“留守儿童之家”，不再统计
留守儿童数量。新设心理咨询室，配有1 名专业心理教师，但
几乎形同虚设。学生遇见心理问题并不愿意倾述，主要原因是
由于缺乏宣传，学生不了解心理咨询室的作用。再加之没有开
设长期、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让学生对心理咨询
产生不信任，有心理问题也不愿去求助。同时，主动咨询学生
较少，缺乏更多专业心理教师。这就使N 小学的心理教育或心
理开导的任务主要落在任课教师的身上，但学生心理问题并不一
定得到解决。

2.3缺乏特色课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发展对乡村的发展大

力支持，乡村学校也不例外。在政策的支持下乡村小学在校舍
等方面虽得到一定发展，但缺乏自身办学特色。N小学虽以体育
教育为特色，开展足球教育，并取得一定成果，但缺乏有当地
特色的课程。如根据当地地理环境、文化历史等方面内容，开
发校本课程。当下学校教育仍以小升初为关键点，注重学生学
业成绩。在这种背景下，学生缺乏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并且 N
小学与所在行政区其他小学相比缺乏竞争力。虽是足球特色学
校，竞争力仍不如其他小学。

3　精准扶贫下N小学发展困境之破解
当下，我国像N 小学一样的学校还有很多。因为精准扶贫

的实施，学校设施完善，但缺乏师资。据教育部统计，2 0 1 8
年全国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数量为1131 万人，其中
乡村教师只有290 多万人。对和N 小学一样缺乏懂乡村、爱乡
村的优秀教师、面临教学质量的城市学校存在差距的广大乡村学
校。不仅仅需要依靠乡村学校本身，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去办好乡村教育。

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实施，国家对乡村发展大力支持，
N 小学存在的以上问题，可以结合国家政策通过以下几点解决：

3.1通过师范学校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生源问题主要是原因经济不发达。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大
量人员外出务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就读，人员流失。人力资源
的缺乏导致地区发展落后，造成学校资金不足、设备缺乏，导
致教学质量不高，学校竞争力低。为助力乡村经济发展，首
先，国家应实施乡村师范教育政策，乡村学校师资得到补充。
其次，乡村师范教育不仅培养师资，同时通过对当地农业等乡
土知识的传授，使乡村师范生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人才。在师
资问题得到解决后，可通过定期派教师进修，学习城市学校优
秀经验。开展城乡学校“结对子”、利用现代技术实现城乡学
生共上一堂课，缩短城乡学校之间教学水平的差距，提高乡村
学校教学质量、吸引生源。在多方协助下，通过乡村教育，为
乡村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缓解乡村人口流失、促进乡村发展。

3.2通过师范教育为乡村教育培养师资
在精准扶贫等政策支持下，N小学师资问题虽有所解决，但

还存在缺口。为解决此问题可通过以下措施解决：首先结合乡村
振兴的大背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开展乡村师范教育、建立专
门培养乡村教师、校长的乡村师范学校、设置乡村师范专业。[2]向
乡村培养和输入真正懂乡村知识、爱乡村生活的优秀师资，解决
乡村学校缺乏师资的问题。其次，需要广大家长学生支持，报名
乡村师范学校，为学校吸引生源。最后，学生在入学前签订协议，
毕业后去往乡村任教。同时，学校根据其地域特点开发地方课程，
传授当地乡土知识。

3.3通过乡村教师开发特色课程
通过乡村教育政策，以培养的乡村师范生为主体，将国家

课程地方化、开设具有当地乡村特色、符合当地学生实际需要的
校本课程，突出乡村学校的办学特色。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在
当地村委支持下，开设乡村实践技术课或成立乡村职业技术学校，
实现学生分流，同时为乡村发展培养技术人员，为当地经济发展
提供助力。然后，开设具有乡村特色的校本课程。学校根据自身
条件、学生实际需要，把当地文化融入课程中，把国家课程地方
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地理、气候、民俗等方面知识的了解，
加强对家乡的热爱。同时N小学可以将足球教育和当地乡村课程
作为特色，突出办学特色，增强竞争力。

3.4通过多措并举重视心理咨询
小学阶段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学生心理的变化对其全面发

展有重要作用，因此要重视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乡村学
校心理教育建设。乡村学生心理问题可通过国家、社会、学校
多方支持解决。一是通过乡村师范教育培养对留守儿童心理研究
充足、专业知识强、懂乡村的教师。二是加大心理教育宣传。
通过定期举办心理教育宣传讲座或利用短片等形式改变大众对心
理问题的“病态”认识。三是学校建立一套心理咨询室的规章
制度，由校长定期进行监督。并对心理教师进行定期培训，优
化学校心理专职教师队伍。由此通过多措并举确保心理教育能顺
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赵景欣,刘霞,张文新.同伴拒绝、同伴接纳与农村留守儿

童的心理适应:亲子亲合与逆境信念的作用[J].心理学报,2013
(7):797-810.

[2]陶行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J].申报,1926-12-30.
作者简介：
李坤霞（2001—），女，四川达州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专业学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指导教师：李孝更。


	教育教学  22年10期清样 （印刷版）_235.pdf
	教育教学  22年10期清样 （印刷版）_23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