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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撤并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影响 ①

———以湖南临湘市忠防镇渔潭小学为例

吴亚利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全国广大欠发达地区农村小学的各项硬件设施和教学水平均较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小学教育质量的
提高。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农村小学的入学数量急剧下降，在此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关于撤并农村小学，优化农村

小学布局的大政方针，通过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大力提高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这对农村小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

响。因此，全面统筹，科学决策，尽快实现我国农村小学撤点并校合理化已成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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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
大国，农村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作为初级阶段基础教

育的农村小学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处于最根本与最重要的

地位，它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提升，也影响着农村

的发展。邓小平说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党和各级政府

近年来对农村小学教育越来越重视，把农村的基础教育

工程列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以期提高整体办学效益。

１　农村小学教育现状及农村小学撤并的实施
农村小学均分布在全国广大欠发达地区，因其地理

和经济因素，各项硬件设施和教学水平均较落后，严重制

约着我国农村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校舍破旧，甚至存

在危房。学校办学经费缺乏，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购置

十分有限，多媒体教学无法开展。农村大多没有图书馆，

即使拥有也是藏书量少且书籍破旧，阅览室的数量严重

不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艺体课程开课不

够，设备同样不足，大部分农村小学只有几套破旧的风

琴、几个破旧的篮球，没有宽敞明亮的艺术教室，没有正

规平坦的篮球、足球场，有的学校甚至根本没有开展艺体

课程。教师队伍质量偏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学方法

陈旧，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发展［１］。

同时，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需求

的增大，大多数农村居民揣着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目的

携妻带子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到一些工业、服务业较发

达的城镇谋生，导致农村常住人口急剧下降，学龄儿童数

量也随之减少［２］。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广大

农村地区严格实行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政策，导致农村

人口出生率下降。这些均导致我国学龄儿童数量锐减，

据国家教育局网站统计数据显示，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１年，
全国范围内农村小学在校生总数从９５６０．４４４万锐减到４
０６５．１９８４万，使得农村小学入学率持续走低，甚至出现
一个年级一个班只有几个学生的现象（图１）。

图１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１年我国农村小学在校人数

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在２００１年颁布了《关于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因

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

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制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

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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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

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

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

划。调整后的校舍等资产要保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

有需要又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寄宿制学校，以达到促进

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高我国农村小学办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的目的。

自《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以来，各级政

府在其政策指导下优化教学资源配置，进行农村小学布局调

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小学撤并。据国家教育

局网站统计数据可知，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１年十多年间，全国农
村小学校总数从５１．２９９３万所减少到１６．９０４５万所，农村教
学点也从１８．６９６万个减少到６．０９７２万个（图２）。

图２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１年我国农村小学校数和教学点数

农村小学的撤并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教育资源的浪

费，将有限的教育经费预算用到了刀刃上。长期以来，我

国的农村基础教育主要靠当地政府财政支持，虽然农村

小学教育越来越受重视，财政投入也不断加大，但中国幅

员辽阔，农村地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基础教育规模大、

教师队伍人员众多，导致人均教育资源极其有限，严重制

约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随着农村学龄儿童的急剧减

少，大多数农村小学的入学率不足，教育资源被大量闲

置，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借着国家进行基础教育布局

调整政策的东风，对大量的农村小学校进行了撤并，导致

了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量的减少。教育资源被集中到

了撤并后的学校，不仅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改善，学校

还对教师队伍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大大提高了教师队伍

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提升了农村

小学办学质量，同时大大地缩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进

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发展［３］。

２　农村小学撤并对农村教育的影响
农村小学的撤并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教育资源配

置，减少了教育资源浪费，但由于一些措施实施的盲目

性，在国家大方针指导下的具体措施未进行实地考察和

反复论证，对农村基础教育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下

面将以湖南省临湘市忠防镇渔潭小学为例，分析农村小

学撤并对农村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

２．１　增加了学生负担，加大了家庭的教育投入
忠防镇在农村小学撤并政策实施以前，小学数量较

多，学生可就近上学，上学路程半径最多只有１公里。撤
并后，学校数量显著减少，几个村才有一所中心完小，上

学半径显著增大，只能骑自行车或者坐车去学校，偏远山

区的学生只能寄宿亲戚家，或家长租房陪读，增加学生上

学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农民的经

济负担。且上学距离增加后，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将产生

明显的影响，美国学者卢瑶池和卢瑟的相关研究结果表

明：每天乘坐校车１小时的小学生比不乘坐校车者在学
业成就方面平均低２．６分［４］。

湖南省临湘市忠防镇包括１７个行政村，撤并以前有
２３所完全小学，每个村庄都有一个中心完全小学，较大的
村落甚至还有分校，学生的上学半径最多１公里。撤并
后，全镇只剩下７所完全小学，减少了约２／３，很多学生上
学要走５～６公里的山路，年纪较小的一二年纪学生还必
须父母接送，给上学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加重了学生和家

庭的教育负担。在走访过程中，一位农民简单给笔者算

了笔账：“孩子住宿一学期要将近２００元，加上行李、生活
费和往返车费，一学期下来一个孩子的教育之处要多出

近８００元。”
２．２　学生的交通安全受到威胁

农村小学撤并后将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首当其

冲就是交通安全问题。由于学生上学的距离大幅度增

加，学生每天走路上学花在路上的时间大大增多。走访

中发现，在忠防镇较远的桃林中畈村，学生上学为了不迟

到，必须提前１～２个小时出发，在冬天更是天未亮就得
去上学。这增加了学生在路上的安全隐患，上学与放学

路上有３～４个小时的无人监管时间，发生学生溺水、失
踪等事故的概率增大。现阶段政府对忠防镇的农村教育

预算有限，没有给学校配置校车的专项资金，大多数接送

小学生的校车都是社会上个人经营的面包车。由于没有

专门的监督部门对其进行监管，也没有出台相应的监管

制度，私营面包车式校车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层出

不穷，给学生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近年来，多起校车

事故见诸报端，如２００８年３月云南省凤庆县载有３１名学
生的拖拉机坠崖、８月新疆阿合奇县载满学生的大客车坠
崖、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湖南衡南县一辆载满２０名小学生的校
车坠入河中等事故，均造成严重伤亡，给了我们血淋淋的

教训。

２．３　学生的饮食安全受到威胁
农村小学撤并后，距离学校较远的学生为了不迟到，

早、午餐必须在学校就餐。现阶段，农村的饮食卫生意识

普遍偏低，对膳食的合理搭配及营养供应亦缺乏认识。

小学生正处在生长发育的起步阶段，必须有充足的营养

供给，同时保障其饮食卫生。某些小学没有专门的监管

部门对学生的饮食卫生进行监督，有的学校甚至把食堂

外包给外面的商人，或者某些教师自己承包，饮食卫生安

全更加没有保障，给在校就餐的小学生饮食安全带来了

很大隐患。

２．４　学生身心发展得不到保障
对于交通条件尚可的地区，学生可以乘车上学，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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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小学生在学校撤并后只能选择寄宿。寄宿就意味着生

活自理，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而言，生活自理似乎还可以

适应，但对于小学低学段学生而言，适应起来却有一定的

难度。低学段的小学生普遍处于７～９岁之间，基本生活
技能都不会，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且该年龄段的学生自

制力较差，是非观念尚不明确，在缺少家长监管的环境中

极有可能养成许多不良的习惯，如小偷小摸、作弊、逃课、

沉迷于网络及打架斗殴，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低年级小学生还处于对父母的依恋期，长时间与父母分

离，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生活与学习，对其性格及情

感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尤其是当其在学校生病、受到

委屈时，寻求不到父母的帮助，将会对其心理造成严重的

损害［４］。

２．５　师资队伍素质仍有待提高
农村小学撤并后，学校数量和教学点数量急剧减少，

教师岗位数也跟着减少。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撤并之前在忠防镇的小学教育体系中，多数农村小学校

都存在民办代课教师。撤并后，随着岗位的减少，忠防镇

的大部分民办老师被淘汰出教师队伍，将编制内教师进

行整合，重新安排在撤并后的７所小学内任教。这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增强了师资力量。但

是编制内的教师数量毕竟在少数，整合后教师数量还是

不足，出现了一名教师担任数个教职岗位的情况，忠防镇

的小学教育体系中编制内的教师年龄偏大，面临退休，且

学校没有及时注入新鲜血液，这将进一步加大其师资

缺口。

３　解决农村小学撤并问题的建议
农村小学的撤并是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现状、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和农村人口现状制定的政策，反

映出我国农村小学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充分调查等原因，造成了一些地方

的盲目跟风，单纯以数字说明问题，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

现。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农村小学布局
农村小学的撤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地理因素，

均衡各个村庄的利益，考虑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合理地

调整农村小学布局，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教学设施教育

资源，又要考虑到学生数量分布以及交通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参考邬志辉提出的关于农村小学撤并的“底线 ＋弹
性”标准，通过综合评分，将分值在满分的４０％ ～６０％区
间的学校变更为初小或教学点，将分值低于满分４０％的
学校，一律予以撤并。将小学校的特点和“底线标准”一

一进行比对，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原则上就不考虑对该校

进行撤并。从而最大程度的优化农村的教育资源配置，

让学生能就近上学，提高农村小学的办学效益［４］。

３．２　实行教师流动任用制度，优化师资力量
撤并后农村小学的教师队伍急剧缩小，师资力量严

重不足。同时，农村小学教学条件艰苦，这也导致教师队

伍中的新生力量补充不到农村基础教育系统中。针对这

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教师的任用制度上采取横向流动制

度，城乡之间的教师定期流动任用，形成有效的教师任用

交流制度，加强城乡间教师的交流，缩短城乡师资力量的

差距。同时，切实落实我国现行的“特岗教师”制度和“三

支一扶”政策，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３．３　形成有效的保障和监督体制
农村学校的撤并，学校规模增大，学生相对集中，数

量明显增多，同时集中了优势教育资源，对农村的基础教

育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引起了一系列对学生安

全有影响的问题，包括交通安全、饮食卫生安全和身心健

康发展等。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要

加大教育投入，将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初级教

育中，拨专项资金购置经过质量认证的校车，淘汰私营的

面包车式校车，保证学生的交通安全。加大食物的卫生

检查制度，将饮食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同时

对学校领导实行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度，并加大监管力

度，保证政令的畅通。对有学校宿舍的学校安排专门的

管理人员，聘任专门的心理辅导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思

想动态，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

４　总　结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蓬勃

发展。同时，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农村人口进城务

工等因素，我国农村的学龄儿童不断减少，农村小学的撤

并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要充

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全面统筹，科学决策，实现我国

农村小学的布局优化，使我国农村小学的撤点并校合理

化，达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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