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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 ①

胡亦军，梁燎原
（娄底市双峰县教育局 教研室，湖南 双峰４１７７１７）

摘　要：农村小学发展不均衡表现在校舍、设备、师资、质量等方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有地域的原
因，还有体制及竞争等原因，促进农村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保证教育的公平性，保障农村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这

要求政府加大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投入，合理调整学校布局，规范办学行为，理顺办学机制，突出中心小学的业务指

导地位，促进校际合作，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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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大

量的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优秀的师资、生源日益向城

市集中。城市中小学校“人满为患”，与之相对的农村学

校则面临着班级学生“屈指可数”的窘境。当前城乡教育

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剪刀差。这种差距严重制约着我国基

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本文立足于教育公平，在对湖南省

双峰县进行了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试图找出制约农村小

学教育均衡发展的因素并有针对性提出对策，以期缩小

校际差距，整体提升县域内小学教育质量，推动全县小学

均衡发展。

１　当前农村小学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１．１　校舍建设不均衡

在对全县部分乡村小学的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目

前乡村小学的基础建设有了较大的改观。校舍大部分是

在本世纪建设而成，以两层楼房为主，少数有三层楼房，

如甘棠镇的小学在这几年得到了整体改造，所有的学校

都是新建的楼房，只有中心小学目前正在改建，计划投资

５００万元。也有一些学校因为学校布局调整迁入原有的

中学校址而获得较为充裕的校园面积和充足的校舍面

积。如洪山殿镇的实验小学就利用了原来的双峰十中的

校园。但也有一些乡镇的偏僻小学还是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建成的教室里上课，这些教室建成于上世纪，由当地

村民集资兴建，由于资金筹措困难而在工程质量上可能

降低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教学需求，如今同样因为资金

问题而难以得到彻底改造。

１．２教学设备不均衡

人们总乐于锦上添花，而不习惯雪中送炭。当一所

学校的校舍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后，往往造成了一时的眼

球效应，各级各部门因此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图书资料、

实验仪器、电教设施、办公设备等也因各方垂睐而一应俱

全。但其他的未改造的学校则因为校舍破旧，地处偏僻，

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没有电脑，没有投影仪，甚至连一张

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教师利用废弃的学生课桌办公。

１．３　师资力量不均衡

与城区学校比，当前农村小学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偏

低，主要表现在：（１）年龄偏大。如锁石镇的小学教师平

均年龄达到４７岁。有些学校的正式教师全部在５０岁以

上。（２）教师的教育观念落后。有些学校的教师从来没

有外出培训的机会，新的教育理念只在书本上、电视里看

过，但不愿意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３）学科结构失

衡。除了乡镇的中心小学之外，其他的小学特别是在一

些偏僻的村小，教师全部是兼职的。既教语文，又教数

学。今年教这门课，明年教那门课。教师疲于应付，学科

素养难以提高。（４）教师性别比例失调。有些学校清一

色的女教师，即使有个别男教师也一般是上世纪由民办

教师转正，接近退休，年轻的男教师严重短缺。教师的女

性化趋势可能会让学生在成长过程更多地呈现阴柔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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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征，而缺乏阳刚之气［１］。

１．４　教学质量不均衡

为了简单明了地说明这个问题，笔者选取了某镇今

年小学六年级毕业统一考试的成绩统计来论证。本次考

试所采用的试卷是由县教研室命制的，全县统一使用，统

一考试。该镇共有２０个小学六年级班，各科平均分最高

的班与最低的班相差明显，其中语文科平均分最高

８５６６，最低６５．７１；数学科平均分最高７６．９１，最低５６；英

语科平均分最高９８．７３，最低７８．７８；思品科平均分最高

８５８７，最低４７．７８；科学科平均分最高９１．３４，最低６３．１１；

总分平均分最高４２９．８７，最低３２３．１１。语文、数学、英语

的差距都在２０分左右，思品相差接近４０分，科学相差接

近３０分。五科总分平均分相差１００多分。考试分数是衡

量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此的差距足以说明学校

之间的教学质量是不均衡的。其实这还不能说学校之间

的教学质量差距仅限于此。要知道，办有小六班的学校

一般是地处交通较为便利的集中地区，各方面的条件相

对较好的学校，还有大量的村小因为条件限制，在学生读

到高年级时便去了完全小学就读。可以想见，村小之间

的质量差距更大。

２　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２．１　历史原因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基础教育实行着有差别的教

育，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在师资、校舍、设施等方

面有着天渊之别。再者，长期以来，政府只关注适龄儿童

有书读，并不关注读好书，便长期容忍学校之间的不平

衡。进入新世纪，学校之间的差别反映在教师待遇上，在

优厚待遇的吸引下，优秀的乡村教师想方设法向城区集

中，向镇区集中，造成边远偏僻地的村小师资严重不足以

至无人教书而不得不聘请代课教师的状况。

２．２　地域原因

教育的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上个世纪末期，

学校建设由地方群众集资兴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学

校校舍往往盖得比较好，而在经济落后地方的学校则往

往破旧不堪［２］。一般来说，乡镇所在地的学校校舍高档，

教学设施齐全，师资优秀，生源素质较好，学生家长高度

关注，很自然学校的教学质量较好。

２．３　体制原因

上世纪末期，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管理权限下放

乡镇。有些乡镇决策者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眼里往往

只看到ＧＤＰ，只看重能够马上带来效益的产业，而教育是

一个慢的事业，并不能立竿见影，得不到政府的真心支持

甚至成为政府眼里的累赘。有些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时

重点投在城区集中地，投在道路沿线的学校，教育成了地

方政府的面子，边远的村小则无暇顾及。

２．４　竞争原因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教育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这主要表现在师资单向流动，生源校际争抢。近年来，城

区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上学期末

（２０１４年上学期），双峰县城内已建有６所私立中小学校。

这些学校在促进全县教育发展，缓解城区学位紧张状况

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远来看其消极作用

也不容忽视。私立学校用高薪聘请公办学校的师资，由

教师带动生源。久而久之，私立学校生源暴满，老板赚得

盆满钵满，而公办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则门可罗雀，很多

学校的班级人数在个位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及家庭条件

富裕的学生都去了城区学校，而留下的一般都是学习成

绩较差或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

３　促进小学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
３．１　加大政府投入，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以上问题有很多是因为投入不足所致，因此政府要

切实履行投入主体的责任，落实各项经费，该投的要一分

不落地投。建议在经费投入时要向农村学校倾斜，多雪

中送炭，少锦上添花。针对农村小学教师素质不高的现

状，建议加拨专款用于农村小学在职教师的岗位培训和

学历提高培训，以切实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业务素质。

地方政府要切实保证教师待遇足额发放并逐年增加，逐

步消减城乡之间、公民办学校之间教师的收入差距，以降

低城区、私立学校对农村教师的吸引力。城区教师过剩，

边远山区教师奇缺，可采取调整绩效工资，提高山区教师

的津补贴标准，让山区教师安心，并鼓励县城教师去乡镇

小学从教，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教师城乡流动、乡镇互动

机制［３］。

３．２　合理调整布局，科学配置教育资源

由于上世纪的集资办学体制，农村小学由当地村民

集资建设，在学校布局方面不很合理，如梓门桥镇的光明

小学和香铺小学相距仅３００米，洪山殿镇的中心小学与寄

宿小学相距仅２００米，两校服务范围重叠。建议在不影响

学生上学的情况下，果断地削减部分薄弱村小，将其整合

到就近的学校，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一些边

远的村小，学生上学路程较远的建议保留教学点，由中心

小学统一配置教师，以保障偏远地区农村孩子的受教

育权。

３．３　规范办学行为，学校之间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在近几年的长足发展客观上为义务教育注

入了一缕清风，为化解大班额、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起到

６１



第１０期 胡亦军，等：农村小学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如不规范其办学行

为，又会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阻碍因素。民办学校

利用高薪聘请公办学校优秀教师，利用节假日补课，提高

学生分数，形成良好的社会声誉，吸引优秀生源。民办学

校出于自身利益，往往抱团公关，要求政府为民办学校的

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政府在没有完全落实公办学校

权益的情况满足了民办学校的权益，如书籍费免除、贫困

学生补助、容忍其节假日补课、允许其单独举行招生考试

等，实际上给予了其超国民待遇，使得公办学校在与其竞

争中从一开始便处于不利地位。政府应一碗水端平，给

各种办学主体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规范办学行为，保证学

校竞争公平公正。同时，对被民办学校聘任的公办学校

教师应解除其与公办学校的劳动关系，应该让他们明白

甘蔗没有两头甜，教育的政策不能只顾着发展民办教育

而忽视公办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性应首先体现在办

好公办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的基础上，否则受伤害的是

广大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

３．４　校际合作共享，区域质量整体提升

中心小学一般位于乡镇中心，办学条件、师资力量、

生源素质等各方面均优于乡镇其他村小，在本乡镇具备

小学教育的龙头地位。加强中心小学建设不仅能提高其

自身教育质量，服务群众，更重要的是让中心小学发挥示

范、辐射作用。双峰县教研室通过举办中心小学校长、教

导主任研修班对全县乡镇中心小学校长及教导主任进行

全面的培训，其教育管理、科研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要

理顺农村小学管理体制，学校管理要突出业务指导，要弱

化行政干预，要明确中心小学对村小的业务指导，形成中

心小学与村小之间的实际合作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促进区域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由于各乡镇中心小

学之间亦存在差距，我县亦着力推动乡镇中心小学之间

的合作，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交流活动，如每期举行中心

小学校长论坛，在各校之间巡回观摩。因为县域较广，学

校较多，难以经常联络，我们按就近原则，将全县各乡镇

中心小学划分为四个区域，各区域构成合作小组，经常开

展业务交流活动，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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