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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

研究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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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追求的目标。武陵山片区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居多，贫困
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针对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实际，提出构建“一推二建三创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机制，尝试解决武陵山片区部分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以促进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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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陵山片区是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
界地区的７１个县（市、区）在内的山地连片地区，国土总
面积为１７．１８万平方公里。其中，７１个县中有４２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１３个省级重点县；有３４个自治地
方县，１８个自治县。７１个县共有１３７６个乡镇，其中民族
乡１２２个，占８．９％；有２３０３２个行政村，其中国家贫困
村１１３０３个。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
佬族等９个少数民族，片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
数民族总人口的１／８。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和特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居多，

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解决本地区的义务教

育不均衡发展现状，构建拥有自己特点、规律与操作性的

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则显得特别重要，鉴

于此，本文提出构建“一推二建三创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机制，尝试解决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以促进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１　“一推二建三创新”机制基本内涵
“一推二建三创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是基于武

陵山片区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实际，结合各地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改革研究的成功实践及理论体系而提出来

的。该机制把握武陵山片区民族性、连片贫困性等特点，

意图通过政府推动、建立合格学校示范区、薄弱学校自救

等一系列措施完善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一推即国家政府推动；二建即建立政社家

校一体制———动态均衡网，建立合格学校示范区；三创新

即创新资金保障机制，创新人才交流机制，创新区域联动

机制。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一推二建三创新”机制解剖图

２　“一推二建三创新”机制系统分析
２．１　宏观统筹，实现“一推”

纵观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现状，促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关键是积极地发挥国家政府的推动作用。武陵山

片区因其民族性、连片贫困性等现状，义务教育要均衡发

展，国家政府的有力推动是根本。首先，政策上要有力倡

导。教育要发展，政策为先。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能有效

地组织各级政府及教育相关人士积极地投身到武陵山片

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建设中来；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

出台，有利于唤醒当地人民的意识，让人们意识到武陵山

片区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其次，政府的法定责任要

落实到位。责任决定目标，目标指引行动，法定责任的落

实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的刚性保障。再次，政府要组

织分享成功经验。武陵山片区地跨湘鄂渝黔四省，跨地面

积大，如果单靠学校之间的交流或民间力量远远不能解决

问题。针对武陵山片区实际，在经验交流方面，政府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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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可以通过定期召开片区内关于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或举办武陵山片区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系列报告等举措来促进成功经验的分享。

２．２　科学规划，推进“二建”
２．２．１　建立政社家校一体制———动态均衡网

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文化制衡论”，其本质是

指：相关文化进入了一个互为依存的文化嵌合状态，任何

一方都将对方作为自身正常延续的外部环境，双方都按自

己的系统维系着本社会的运行，但同时又必须与对方相配

合，谁也离不开谁，但不能容许对方在动作中出现损及自

身运作的反作用。既要支持对方又要限制对方，从而达到

一种耦合状态［１］。政社家校一体制的提出正是借鉴了文

化制衡论及系统理论的思想，把整个义务教育系统看成一

个大背景，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等是这个大系统内影响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诸多因素（如图２所示）。

图２　政社家校一体制——— 动态均衡网示意图

从图２可知，建立政社家校一体制，重点是要系统
性、整体性地看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所谓动态均

衡网，就是在建立政社家校一体制的基础上，把握政府、

社会、学校、家庭之间的耦合动作，意识到真正的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并非是一种静态的均衡，而是一种动态的、

可操作的、可变化的均衡。在义务教育真正地达到均衡

发展目标时，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始终形成一个稳定的

系统，在系统内，各部分始终按照自己的规律与原则来维

系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各部分又互相作用，互相限

制。当一部分力量（如学校）缺失或负重时，其他部分（如

家庭、政府）会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以维系整个义务教育

系统的均衡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动态均衡网。

２．２．２　建立合格学校示范区
合格学校示范区的建立是基于武陵山片区大部分民

族、贫困地区农村学校基本条件相同，但地域跨度较大，

学区教研交流尚浅等现状提出来的。笔者给“合格”定义

为：在现有条件下，能为受教育者提供均等受教育机会，

教育资源均等，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谓合格

学校示范区的建设，并不是要求建设重点学校、重点班

级，而是在武陵山片区现有教学条件上，创立模范，选出

典例，以带动全片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要建立合格学校示范区，首先应在片区内制定出相

应的合格学校示范区标准（下文简称标准），标准应兼顾

理想目标与现实条件，且具有高度的倡导性。其次，标准

的实施应具有强制性，片区内所有学区应高度响应标准

内容，努力向标准靠拢，争做合格学校。再次，在标准出

台的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评估细则及奖励措施，细则严格

按照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论体系的要求制定，对于

那些带头教改，实现均衡发展的学校要给予鼓励。同时，

合格学校示范区应肩负起带头改革，带头创新的责任，积

极交流、分享经验，力争带动片区内其他学校均衡发展。

这样，通过合格学校示范区的建设，在武陵山片区便形成

了一种让部分学区先均衡发展起来，以带动全片区共同

走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２．３　与时俱进，实践“三创新”
２．３．１　创新资金保障机制

武陵山片区，由于大面积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经费来

源少，主要是政府投入为主，社会资助为辅的教育经费投

入模式。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完善资金保障机

制，需要各方面的努力。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经

费的投入。扎实的基础决定长远的发展，义务教育的均

衡发展势必对非义务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关注义务

教育，将有限的教育经费进行合理的分配，尽量保证义务

教育经费的充足是十分必要的［２］。其次，应建立完善的

社会资助体制。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教育救助形式

（如民间设立的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希望工程、春蕾计划

等）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３］。针对武陵山片区的社

会资助并不少，形式也多种多样，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很

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实处的现状，应建立完善的社会资助

体制，合理管理资助资金，让每一分钱用到实处。再次，

应完善学校经费的开支计划。解决经费短缺问题，保障

充足的经费，不仅要拓宽经费的来源渠道，同时也应合理

安排经费，完善经费预算，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２．３．２　创新人才交流机制
武陵山片区内各省市、各学校间存在着大量人才资

源不均衡现象。首先，政府应极力推行人才交流机制制

度化。让人才交流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并尝试性地

与教师、行政人员的评优、评职称等相联系，制定相关的

政策要求。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城乡

人才交流机制的建立能够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相对薄弱

的地区流动，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水

平和教育教学质量［４］。再次，要建立相关的奖励政策。

武陵山片区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地区，如何吸引优质人

员深入农村地区教研、交流，强制性制度是重要的一面。

但要真正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热情，切实解决问题，还应

建立一定的奖励政策，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２．３．３　创新区域联动机制
２０１１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出

台，提出武陵山片区区域概念，可见武陵山片区已被作为

一个系统性整体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武陵山片区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联动机制的建立涉及湘鄂渝黔四省的部分

县市，因此，机制的建立基于其跨省性、民族性、贫困性等

特性，意图构建一个行政、财政归各省市所管辖，教学改

革归武陵山片区共同探讨的联动机制。此机制的建立，

一方面抛开了行政、财政等敏感问题的干扰，另一方面，

把整个武陵山片区的教学改革统筹规划、管理，有利于资

源最大利用化，共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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