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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问题探讨 ①

———以山西省洪洞县龙马中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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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已成为教育资源优化整合过程中不得不关注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既有学校

自身管理体制、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地理位置等，也有学生和家长的思想观念、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各

界都应为乡镇公办中学的建设提供大力支持，更重要的还是学校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努力来改变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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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以“撤点并校”为主的整合

方式优化了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了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措施的劣势

也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学生生源流失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生源流失现象对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极

为不利，本文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龙马中学为例，对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问题的现状、原因及应对

措施进行探讨分析。

１　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问题现状分析
１．１　乡镇公办中学近年来生源流失现象

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优质生源流失则更加严重，成绩

好的学生大多转往城市公办中学或者通过民办学校的招生考试而进入民办中学就读。

洪洞县龙马中学成立初期有学生５００多人，至１９９７年在校人数多达１０００人。但是自１９９７年起学
生人数逐渐流失，至２０１２年，全校在校学生人数仅１８５人，初三年级１０３人，初二年级４８人，初一年级
３４人。至２０１５年全校在校学生仅６２人，初三年级３２人，初二年级１４人，初一年级１６人。由此可见生
源流失速度之快。不仅龙马中学存在严重的生源流失问题，全国各地的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已成为

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１．２　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现象引起的问题
生源流失问题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许多乡镇公办中学在“撤点并校”初期学生人数特别多，

因此学校修建了新的教学楼、宿舍楼以及配套的公共设施以满足学生需要。但是近年来生源急剧流失，

使学校的大量资源闲置浪费。首先，生源流失造成学校基础设施的浪费。龙马中学拥有教学楼２栋共
１６间教室，实验楼１栋，宿舍楼２栋，但是２０１５年全校３个年级仅有３个班，学生人数不足百人，所以学
校还有大量桌椅、教室、宿舍等设施闲置，而实验楼则因为建成后没有配备试验仪器而一直空置。其次，

生源流失问题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许多乡镇公办中学曾经学生人数多，因此需要一支人数众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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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而这些教师大多是２０世纪转正的原民办教师，当学生人数减少时还有大量不到退休年龄的正
式教师存在。教师多学生少的现象造成教师资源的极大浪费。１９９７年龙马中学有一千多名学生，师生
比为５．７％；现在仅有学生６２人，师生比为４６％。

大量生源流失影响了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态度和积极性，从而使得学校教育质量下降。由于学校学

生人数骤减且呈逐年减少的趋势，而且大量优质生源流失，影响了学校的管理者及老师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了学校内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其结果是家长对学校更加不信任而

选择送孩子到教学质量高、学校管理有序的民办中学就读，造成了新一轮的生源流失，学校学生数量不

断减少，教学质量不断下降，在这样的死循环中学校管理者和老师逐渐对学校失去了信心，对学校的生

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２　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问题原因分析
２．１　管理体制僵化

学校管理体制是进行学校内部管理的决定因素［１］。在我国，公办学校由当地教育局统一管理，学

校没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权，这就使得学校管理过于教条、死板，对教师也没有灵活、自主的赏罚机制［２］，

从而不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２．２　基础设施落后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管理体制性质的不同，造成了资金来源和投入的差距，从而影响了基础设施建

设。公办学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近年来，我国虽然增加了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基

础教育落后、农村地区薄弱学校过多，国家拨款分配到每个学校的金额有限，且乡镇普通公办中学的影

响力小，不易得到社会各界的赞助和助学捐款，使得乡镇公办中学往往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从而导致其

基础设施建设不过关。

２．３　师资力量薄弱
乡镇公办中学由于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工资待遇较低等原因，不能留住优秀教师，从而使许多优

秀教师和专业人才大量流失。另外，乡镇公办中学因其地理位置、待遇等自身的劣势又无法吸引优秀的

师范毕业生，而现有的教师队伍学历偏低、平均年龄偏大，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比较落伍，教学质量提不高，对生源流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２．４　地理位置偏僻
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对生源的影响也很大。乡镇公办中学一般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交通也不太便利，给学生和老师生活造成不便，从而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来校就读。因此，地理位

置也是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洪洞县汕头中学在２０１２年搬迁到位于城郊的新校
区后，学生人数由２０１１年的三百多人增加到了五百多人。
２．５　优质生源减少

学校能否招到优秀学生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声誉。如果学校可以招收到更多的优秀学生

就可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从而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学生入校就读。另一方面，优质的生源

也可以激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一些民办学校为了招收优秀学生不惜花费

巨额资金，采取设立高额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学生减免学费等一系列措施，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学生，提

高了学校的升学率，使学校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入校就读，抢夺了公办学校的

优质生源。

２．６　家庭选择盲目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加重视。秉持着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的理念，许多家长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高、办学条件好的民办中学学习，而不是选

择离家较近的乡镇公办学校就读。此外，随着“择校热”愈演愈烈，让孩子上民办中学、重点中学已成为

家长之间互相攀比的一种行为，看到别的家长纷纷送孩子上名校，自己也不甘落后。也有一些学生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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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打工的父母到外地或城市读书，从而造成一部分生源流失［３］。此外，一些民办中学为了招收到更多

的学生，花重金为学校做广告。他们用媒体、广告宣传等手段夸大学校的师资力量、基础设施条件、管理

理念和奖励政策等，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生源。另一方面，学校之间也会有一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和手段，对乡镇公办中学的招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４］。

３　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失问题解决对策
３．１　政府方面

政府应加大对乡镇公办中学的资金投入力度，帮助乡镇公办中学优化教学环境，提高办学质量。政

府应制定合理的教师工资增长机制以及福利政策。“工资低、待遇差是农村师资队伍小、不稳定、难更

新的重要原因，提高农村中学教师的工资待遇是挽留和吸引教育人才的客观要求。”［５］建立适当的奖励

机制，这样既可以留住本校原有的优秀教师，又可以吸引大量优秀师范毕业生，扩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和教学质量。还应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并加大执行力度，为乡镇公办中学的改革提供制

度保障和依据。如为解决公办中学教师流失问题可以规定教师评职称必须有３～５年基层（农村）工作
经验。另一方面，使现有政策如学生就近入校原则落到实处，以有效解决生源流失问题［６］。

３．２　学校方面
学校领导者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制定有效的措施对学校的内部管理机制进行改革。

学校领导要以身作责，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树立“以校为家”的主人翁精神，为建设和谐的校园贡献自己

的力量。另外，在教师绩效考评方面也要建立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赏罚机制，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

性，使学校充满活力。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校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还应加强与高等师范院校

的合作。首先，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将本校教师送往高等师范类院校进行脱产培

训、短期集中培训或进行教师远程培训，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这样才能提升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其次，组织本校教师与“顶岗支教”的师范实习生就教学方法等进行探讨和交流，相互借鉴、相

互学习。学校还可以请名校专家或知名学者到本校举办讲座，借助他们的知名度引起家长、媒体等的关

注，从而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３．３　社会方面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营造关心、帮助乡镇公办中学改革的社会氛围，使家长看到国家对乡镇公办中

学进行改造的决心和力度，看到学校的变化，从而放心的送孩子进入乡镇公办中学就读。另外。杜绝按

照升学率将学校划分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使家长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优缺点有正确的认识，从

而做出恰当的选择［７］。社会各界人士应与政府、学校、家长等形成合力，一起解决乡镇公办中学生源流

失问题，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更新学校教学设备，优化学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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