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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伦理视野中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北大学图书馆 李会敏 

2001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l 

定》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列为一项重要工 l 

作，自此各地政府纷纷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取 I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也 - 

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影响了一些农村学生公 I 

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了对教育公正的损害。『 

为此，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关注这一教育政策的实施过 l 

程、在制度伦理的视角中探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 I 

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I 
一

、制度伦理：概念分析 『 

关于制度伦理的含义，有“制度中心说”、“伦理中 ： 

心说”和“双向互动说”等观点口1。我们比较认可“双向 J 

互动说”。因此，简单地讲，制度伦理就是指制度的合 I 

理性。“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制度伦理就是指制度中 f 

的伦理或者说制度的伦理，它包含制度的内在制度蕴 ： 

涵——制度的价值诉求和制度的外在伦理效应—— l 

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制度伦理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 I 
一

。”哝 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合 l 

理性及其价值诉求分析，本文侧重于对农村中小学布 l 

局调整所涉及的内在制度价值诉求的分析。义务教育 l 

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中应关注 I 

与制度伦理相一致的理念与价值，从制度伦理视角、t 

运用制度伦理的理念和价值来关注农村中小学布局 l 

调整问题，这关系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巩固，也关系 l 

到将来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l 

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及误区分析 ： 

1．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问题 l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忽视制度伦理，从而 l 

导致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 

出的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 I 

(1)教育质量问题 l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突 l 

出的教育质量问题。在学校布局调整后中心学校的校 一 

班额陡增，教师工作任务繁重，教育质量难以有效保 

证【3】。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教学点被撤 

销，再加上学生基础不同，水平不一，导致中心学校教 

师教学与管理的任务繁重，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提高 

教育质量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重要目的之一，通 

过合理合并办学水平相对较差的学校，提高中心学校 

的办学质量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初衷。但是，在 

各地布局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只是考虑 “效 

率”和“政绩”，进行“一刀切”式的盲目合并，使得部分 

中心学校没有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了教育 

质量的下降。不仅如此，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得部 

分地区辍学率上升。据2002年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 

育研究所对 6省 14县 17所农村初 中历时两年的调 

查显示，初中学生的平均辍学率超过 40％，研究者认 

为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推进，农民对教育付出的 

成本加大，如住宿费和交通费的增加等，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辍学率的上升H。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辍 

学率的上升与教育成本加大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布 

局调整后有些学生只能到距离 自己村比较远的中心 

校读书，有些贫困家庭无力负担额外的交通费以及食 

宿费等费用 ，导致学生不得不辍学。“只有当相对优质 

的教育资源的供给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成为有效 

供给时，我们才能说它实现了教育的质量公平，否则， 

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他们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嘲面对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产生的教育公平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2)学生安全问题 

学生安全问题也是当前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 

出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当前有些地区不合理的农村 

中小学布局调整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义务教育的普 

及和巩固，而且还会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甚至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目前农村中小学布局 

调整中学生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农村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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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学路途遥远、交通困难，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l公正。学校布局调整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性：坚持制 

患；第二，农村寄宿学校安全、卫生、管理等方面凸显l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和谐、个性化发 

许多困难，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一些偏远地区l展；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把公正作为制度建设的首要 
或山区的学生，上学路途由于遥远和道路崎岖难行 ，：要求”嘲。 

在上学途中存在很多安全隐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 (2)注重“政绩”而忽视“长远发展” 

为部分地区只是对农村中小学进行了撤销和合并，而l 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形式化 
没有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也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地理 l倾向，主要表现为重视政绩等表面形式，忽视教育的 

环境等实际情况。学生安全问题是家长乃至整个社会 I可持续发展。“比如‘追求短期利益’是农村中小学布 

高度关注的一大问题，各地在进行学校布局调整的过 l局调整过程中的‘形式化’的表现，‘撤点并校’、‘巨型 

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 l学校’建设又将成为新的教育政绩。”【91一些地方政府 
一 问题。 ：在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追求短期利益和 

(3)教育费用问题 l效率的最大化，而忽视了教育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对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也出现了比较突出的教育l一些涉及学校长远发展的更为本质的一些问题置若 

费用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 l罔闻。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政绩工程行为”导致对 

整，导致“子女教育费用骤增，农民家庭无力支撑，难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忽视，导致对教育价值与内涵的误 

以为继”171。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得偏远地区一些家 I解。因而，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我们应该更多地 

庭教育成本负担更重。一方面，有些偏远地区家庭如 l关注教育的长远发展，关注教育制度的质量和内涵。 

果学生不住校就要支付学生往返的交通费用，这对于 l (3)重视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而忽视“诱致性变 

经济拮据的一些农村家庭无异于是一笔额外教育支 l迁” 

出；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更多农村家庭 I 在当前进行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很多 

的学生因为路途遥远等原因不得不住宿，由此产生的l地方政府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的“强制性 

包括学生的住宿费、餐费、交通费以及生活零用钱等 一变迁”，却忽视了“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在农村 

费用，让部分农村家庭负担不起。在没有进行农村中 J中小学布局调整中，一些地方政府大多实施的是强制 

小学布局调整之前，在本村或本村附近上学的学生不 I性变迁行为，往往忽视家长和村民意愿。“有调查表 

会额外支付食宿费以及交通费等费用，并且在本村上 l明：有45．3％的家长表示当地学校布局调整没有征求 

学的学生还可以帮父母做一些家务，这样可以减轻一 ：过包括自己在内的村民的意见；有 10．9％的家长认为 

些家庭负担。由于学校布局调整而产生的教育费用问 l地方政府采用了强制方式进行布局调整。” 由此可 

题是导致学生辍学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中小 l见，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大多是运用 

学布局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一部分偏远地区学生 了“强制性变迁”的方式，没有考虑“自下而上”的“诱 

的教育权利，没有使他们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I致性变迁”方式，没有赋予群众民主管理的权利，没有 

2．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误区分析 l重视家长和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忽视制度伦理，从而 l 三、基于制度伦理视野中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 

导致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一些问题。从制度伦 ‘整：思路及对策 

理的视角来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之所以会出 I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应该大力关注制 

现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I度伦理。从我们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来看，我们需要重 

(1)注重“规模效益”而忽视“公平正义” l点关注制度伦理的以下方面。 

我国义务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促进社会的进 l 1．关注教育公正，适度调整布局 

步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l “一个公正的社会不能是在剥夺弱者的基础上使 

也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的目的之一。作为一项公益性事 l强者更强的社会，而应是强者扶助弱者，从而使弱者 

业，义务教育不应该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的，：变强的社会。”【l1】我们在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 

“公平正义”也应该成为义务教育追求的重要目的。我 l伦理分析时，教育公正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国中西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有些地方政府将“规 l‘‘城镇与农村的学校布局标准应有所不同。由于城镇 

模效益”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主要目的，从而忽视了1人口较为集中，人El数量较大，并且今后几年随着农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但是，“经济更多的是私利性， 村人口向城镇的继续迁移，城市的学龄人口数量将会 

而教育更多的是公益性；经济追求效率，而教育追求 l更大。而与此相反，农村人口的急剧下降和大量人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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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农村的人H密度将会更小，特别是适龄儿童 l 

和青少年需要入学的实际人121下降，因此城镇学校的 I 

辐射半径应该小于农村，城市学校的建设更应该注重 I 

规模经济，而农村中小学的辐射半径应远远大于城 一 

市，其学校建设更应该注重的是社会公平。”[121因此，!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整体强调 I 

集中办学提高规模效益，提升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我 l 

们更应从教育公正的角度去考虑，过度撤并校点必然 l 

损害教育公正，我们应该保留必要的农村小学和教学 } 

点，让偏远、贫困和民族地区的学生能够公平地接受 l 

教育。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好像是不利于规模和效益，： 

但是不能片面强调规模效益而无视弱势人群的公平 l 

受教育权利。关注教育公正有利于学生的全面自由和 j 

谐发展，也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整个 l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2．贯彻“以人为本”，提升教育质量 l 

“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发展特别是作为教育对 j 

象的具体的个人的和谐、完善的发展为根本”㈣。在农 l 

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以 l 

学生为本”，就是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具体表 l 

现为要关注学生的教育质量和就学安全等问题。只有 l 

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关注学生的发展，农村 一 

中小学布局调整才能更好地体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I 

才能真正地体现教育制度的育人功能。在农村中小学 f 

布局调整的过程中，应该把提升教育质量当作布局调 l 

整的重要出发点。有些地方政府从“政绩”出发，采取 ： 
“

一 刀切”的方式进行学校布局调整。这种形式化的做 l 

法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考虑 l 

到让更多的学生接受优质和公平的教育。从制度伦理 ! 

的视角出发，一项科学合理的政策应该是一项体现教 l 

育公平与教育公正的政策。因此，在农村中小学布局 l 

调整的过程中应该最大程度地优化和整合农村教育 I 

资源，关注学生的利益，以保障更多的农村学生能够 

接受到公平和优质的教育。 I 

3．注重诱致性变迁．倡导民主管理 I 

在当前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一些地方政府 I 

大多是采取“强制性变迁”的行为推行这一教育政策。l 

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为导致一些群众的抵制，也 l 

损害了一些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受各方面观念的 l 

影响，群众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认识和理解需要 ： 
一 个过程。因此，地方政府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不 J 

应该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而应该充分 { 

考虑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形成诱致性 【 

变迁的群众基础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学校布局调整。： 

所以，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方式 l 

能够更好地实施这一教育政策，最大效度地减少群众 

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真正把这项政策实施 

成为一个民主管理的过程。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一项有利于农村教育持 

续和健康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如果能够多从制度伦 

理的视角去关注这项教育政策，那么农村中小学布局 

调整一定会促进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我 

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巩固和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因此，应该稳妥推进和合理落实这一政策，并在具 

体实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制度的公正性。如果没有从 

制度伦理视角去落实这一政策，那么农村中小学布局 

调整这样一项政策也有可能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所出 

现的一些问题，也为我们将来落实这项政策提供了必 

要的借鉴。因此，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过程中， 

应该从制度伦理视角出发 ，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意 

见，让群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真正保障 

群众及其子女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教育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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