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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农村小学教育现状及建议 
◆何宗萍 

（重庆市江津区实验小学校） 

 
摘要：文章结合农村教育的现状，讨论了农村小学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包括：积极争取党政领导重视，主

管部门支持；注重理念先行思想；加强学习，提升教师素质，树立良好
师德；构建多元化的培训模式；加强城市教师对农村小学的支教力度。 

关键词：农村；小学教育；资金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与“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城乡教育
硬件设施差距逐渐缩小，但农村小学教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作为扎根农村小学教育的一线教师，笔者就实际工作谈一些自己
的见解与思考。 

一、农村小学教育的现状 
（一）办学资金不足 
农村小学资金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以某中心小学

2007 年取暖问题为例，财政补贴取暖费为 5000 元，一吨煤的单
价为 580 元，大约购买 9 吨煤。该校有 7 个教室、11 间宿舍、1
个供水茶炉，一个冬季可用煤 18 吨，缺口 9 吨，短缺资金 5000
多元。学校只好从办学经费中补贴予以保证取暖和供水，这种拆
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导致学校资金越来越紧张，办学条件不能
很好改善。办学经费预算过低，教师培训、学校办公条件不能得
到保障。 

（二）师资缺乏，生源流失加剧 
随着城市教师的择优录取与民办学校的快速发展，许多农村

优秀教师走进了城市，农村小学教师资源流失情况加快。农村小
学中计算机、音乐、美术等专业任课教师缺乏，教师多为兼职，
许多学校出现教学设备只是摆设的现状。此外，农村大量剩余劳
动力涌入了县城，子女随其父母也进入了城市，农村生源大幅减
少。 

（三）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部分处在教育第一线的农村教师自身学习意识不高，影响了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师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忽视自
身学习，缺乏创新意识和外出培训机会，教育思想观念不能与时
俱进；部分农村小学教师总认为自己持有的学历足以应对小学教
育，而没有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在课堂上，只追求分数，
而不注重其他方面的培养[1]。 

二、农村小学教育发展策略 
第一，积极争取党政领导重视，主管部门支持。面对现阶段

农村学校教育现状，各学校应努力工作，争取各界力量，形成独
特的办学模式，创新发展，使学生、家长、社会各界认同学校发
展前景。第二，注重理念先行思想。教师要转变教学只为升学服

务的教育观念，培养其现代教育观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转变将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指标考核学生水平的质量观，转
变只有成为大学生才是人才的人才观。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学
生的特点和优势，努力培养其成为不同领域的高素质人才，不断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2]。第三，加强学习，提升教师素质，树立
良好师德。要实施素质教育，就要提升教师素质，不断充实自己。
江泽民同志曾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教师作为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方面都要‘为
人师表’”。教师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文化知识、作风仪表对
学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应以身作则，树立终身学习的
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此外，教师也应注重自身的行为、
素养、仪表、气质等方面的提升，对学生要保持爱心，时刻关心，
增进师生关系。第四，构建多元化的培训模式。由于教师的学历
和素质不同，培训模式也应多元化。在培训教师时，应坚持“以
人为本”的理念，制定合理的培训计划和目标，个性化培训，因
材施教，使培训具有独特性。一是注重“学科带头人”培养。指
导师应认真分析学员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两年期限的培养计划，
计划中要涵盖个别学习和指导的方案，日常的教学咨询及课题研
讨，努力挖掘学员潜在的创新能力。二是注重“青年教师”培养。
在青年教师方面，学校应坚持“着重基础、突出教法、引入科研”
的培训原则，引导、安排青年教师一起上课、听课和评课，并做
教学后记，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获取的有益信息进行及时的总
结和分析，为课题研究打好基础。三是注重“计算机应用技术人
员”培养。安排远程专干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可选
用个人辅导和集体培训的方式，使教师尽快掌握远程系统操作技
能并将远程教育资源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提高教学质量。第五，
加强城市教师对农村小学支教力度。要缓解城乡教育差距，就要
加强对农村小学的支教工作力度，建立长效机制，精心挑选属于
精兵强将的骨干教师深入农村小学中，要确实将支教人员新的教
育理念、教学方法带给农村学校教师，使教育共同发展。 

三、结语 
农村小学教育前路漫漫，需教育工作者不懈努力，不断提升

自身素质，更新观念，正视困难，用良好的工作作风与扎根山区
的奉献精神去撑起农村小学教育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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