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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 l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由此 

拉开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序幕，【 

各地政府纷纷制定本地区的农村中 l 

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农村中小学布局 l 

调整于是在全国广泛展开。如今已十 I 

余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取得了成 【 

效，但也存在着因盲目“撤点并校”而 l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012年 11月 17} 

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 I 

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 l 

告》，从数据上直观显示了农村中小 l 

学布局调整的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 

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广泛议论 f 

和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在调 l 

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当今农村小学 I 

布局调整的真实动态，厘清农村小学 l 

布局调整的预期政策目标及执行中 l 

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最后 1 

对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未来走势作 l 

了一些谨慎的预测。 f 
一

、 研究对象及方法 j 

本研究以江西省 D镇 1所中心 J 

小学、14所村小学及 10个村教学点 l 

为研究对象。为方便调研，本研究选 l 

取该镇唯一的一所中心小学为样本，【 

对原有村小学及教学点撤并后进入 l 

该中心小学就读的部分学生家长进 f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蓝秋香 

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 ，问卷的设计参 

考了范先佐等著的《中国中西部地区 { 

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lll中l 

的有关内容。共发放问卷 150份，回 

收 126份 ，回收率为 84％，实际有效 

问卷 121份，问卷有效率为 96．3％，I 

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从家长的角度 『 

了解当地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 1 

的问题及对学生和家庭所产生的影 { 

响等，以利于把握农村小学布局调整 l 

的真实动态。问卷调查的数据经过 

SPSS19．0统计处理。同时，本研究还 【 

与该中心小学的副校长、教务主任及 1 

个别任课教师、学生进行了深度访 f 

谈 ，以从学校层面了解农村小学布局 

调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 ；与县教 j 

育局个别领导也进行了深入交流，以 I 

从政策层面对 当地农村小学布局调 

整的实施有宏观的把握，为本文探讨 【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未来走势奠定 l 

了基础。 f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l 

1．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动因 l 

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必有其预期 1 

目标，农村中小学校撤点并校政策的 

根本目的在于整合农村教育资源，优 【 

化学校布局，提高农村中小学校的教 l 

育质量和效益。在与调研地相关人员 f 

深入交流之后，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 

的动因推动着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 

当地农村小学的布局调整。 

(1)缓解财政压力，提高教育规 

模效益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村中小 

学校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乡镇 ，即教 

育附加费、教育集资和县乡财政拨 

款。由于县乡财力薄弱 ，教育附加费 

和教育集资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2001年我国开始实行 “以县为主”的 

教育财政和管理体制。[21“以县为主” 

的教育财政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的 

责任由乡镇级上移至县级政府 ，这一 

改革给许多县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带 

来了很大压力，尤其是那些财力薄弱 

的县。本调研地 D镇所在的县原为国 

家贫困县，县财政压力一直较大。据 

相关领导表示 ，每至年底，县里经常 

向临县财政借款，否则教师及很多公 

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下发。在此情形 

下，试图通过压缩县内农村小学校的 

布点，进行集中办学和管理，以实现 

教育的规模效益与教育资源的优化 

配置，同时缓解财政压力，就成了当 

地政府进行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初 

始动力。 

(2)出于方便教育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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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和管 

理体制下，县级教育管理的难度和成 

本均大大增加。面对数量庞大却又布 

局分散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 ，特别是 

大量交通不便、地处偏远的小学和教 

学点，县级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管 

理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部分学龄人口偏少的农村小学和 

教学点撤并 ，进行集中管理，客观上 

减轻了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压 

力，提高了管理效率。 

(3)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均衡发展 

由于原有农村小学及教学点布 

局分散，散落在各个村庄，规模大小 

不一，教学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 

因此严重制约了当地小学教育质量 

的提高。从调研中不难发现，当地政 

府积极推动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最 

终目标在于提高当地小学的教育质 

量，并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由此可见，不管是出于现实困境 

的考虑，还是发展教育的内在要求， 

当地政府积极开展农村小学布局调 

整工作的动因都很明确。 

2．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初衷与现 

实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撤点并校的政 

策能否经得起现实的拷问?这才是公 

众关注的焦点，亦是本研究的重点任 

务。根据调查及整理的数据，本文将 

D镇农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 

题呈现如下。 

(1)学生上学的安全问题 

原本可在本村就近上学的学生 ， 

在撤点并校后需到临村小学就读，但 

这并不一定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 

近入学。中心学校的服务半径过大， 

有些家住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单程 

要走 l0公里以上，这对于低龄的小 

学生而言无疑增加了安全隐患。调查 

显示，有 72％的家长认为撤点并校后 

孩子上学不方便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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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他们不得不在学校附近买房或租房 l 

I居住。面对孩子要进入新的学习环 l 

I境，家长们存在各种顾虑，但最担心 I 

的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这一比例高 l 

i达44％。其次是孩子的学习、生活及家 { 

I庭的经济状况等问题。 j 

l (2)学生的受教育成本上升 I 

f 撤点并校后，由于上学距离的增 l 

1加，给居住分散的农村学生带来不 1 

I便。因此，有的家庭只能让小孩寄宿 】 

l学校，但住宿费和生活费陡增，给一 I 

I些低收入家庭带来了较重的经济负 l 

担。有的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安全，同 f 

i时也为了方便照顾孩子的生活，选择 j 

l在学校附近购房或租房居住，这无疑 I 

l大大增加了家庭的生活成本。学生受 I 

I教育成本的上升让有些困难家庭生 I 

I活无以为继，儿童辍学率较以往增 』 

I加，辍学率的上升也是农村中小学布 l 

1局调整受非议的地方。问卷调查表 I 

I明，与原来的就读学校相比，有68％J 

l的家长认为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 l 

f增加了。此外，有34％的家长感到负 l 

j担孩子上学的住宿费和生活费有困 

l难。同时，在原来的村小学或教学点 I 

l撤并后，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有40％ l 

【的家长在孩子就读学校附近租过房，【 

l还有 22％的家长选择了就近买房。这 I 

l是去镇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家长采 l 

J取的措施，可预知，诸如其他去临村 I 

1小学就读的学生家庭，买房或租房的 j 

I可能性会小很多，但寄宿学生数量则 l 

J会增加。 I 

l (3)原有的校舍资产处置不当 { 

l 农村小学的广泛撤并必然带来 I 

j被撤并学校校舍资产的处理问题。从 I 

I调查的结果来看 ，D镇被撤并小学或 I 

l教学点对于校舍资产的处理较为灵 l 

j活，既有作为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也 f 

I有出租或继续作为教育场所，或是拆 I 

I除以作他用的。但令人担忧的是，闲 l 

置的校舍数量更为庞大，调查显示，I 

多达 52％的校舍处于闲置或荒废状 

态，仅有2％用作教育场所。政府在力 

图通过撤点并校实现教育资源优化 

整合过程中，对原有校舍资产的不当 

处理又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另一种巨 

大浪费，因此应当引起当地政府和教 

育主管部门的重视。 

(4)村民对撤并的不支持态度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涉及每个就 

学儿童的切身利益，地方政府在开展 

撤点并校工作时，应积极地宣传动 

员，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和当地的实 

际情况，而不能单纯以政策压人 ，强 

制开展工作。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在 

调查中发现，有 86％的家长认为当地 

在进行小学撤并过程中并没有征求 

过他们的意见，只有少数干部或者教 

师身份的家长知晓此事。强制政策也 

引来了家长的不满，有高达58％的家 

长表示不支持本地小学或教学点被 

撤并 ，为此，32％的家长对恢复当地 

小学或教学点的设想持支持态度。因 

此，在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如何取得 

家长的支持与配合也是需要考虑的 

问题。 

(5)中心学校面临的压力较大 

由于村落小学及教学点的被撤 

并 ，中心学校的班额陡增 ，原来村小 

学或教学点的班额少则十几人，多则 

三十几人，教师的管理较为简便，而 

今中心学校的平均班额超过 45人， 

明显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据 D镇 

中心小学的教学管理人员和老师反 

映，接收被撤并村小学的学生，使得 

中心小学的住宿条件、后勤设施 、教 

学设备、财政经费等一时难以跟上步 

伐。寄宿学生的增加使得中心学校的 

管理难度加大 ，编内教师数量不足， 

只能让教师们既对学生的学习负责 ， 

又要承担起管理学生和保障学生人 

身安全的重要责任 ，无疑增加了教师 

的压力和工作负担 ，也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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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f 

三、讨论与建议 I 

1．目前政策的可着力点 l 

农村小学布局优化和调整的初 l 

衷毋庸置疑，但据本研究的调查显 l 

示，这一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与预期的 l 

政策目标尚有距离，并凸显出了一些 f 

问题。本文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及教 l 

育管理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努 l 

力弥补撤点并校带来的“后遗症”。 

(1)合理确定学校的服务半径 I 

2012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 I 

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l 

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要 l 

求各地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体力 】 

特征、道路条件、距离远近、自然环境 l 

等因素，合理确定学校服务半径，尽 l 

量缩短学生上下学路途时间。那学校 { 

的服务半径多大才合适呢?调研中家 J 

长们大多认为当地农村小学生上学 I 

距离以不超过2公里为宜。否则，无 I 

论学生走读或寄宿家长都不放心，让 l 

家长接送则极大增加了其负担，而且 l 

对于一些偏远LIJ区的家庭来说，也不 J 

具备条件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在被 I 

问及“您认为解决孩子上学路程过远 I 

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时，有 30％I 

的家长赞成恢复原有的教学点 ，有 l 

28％的家长选择自己接送孩子，还有 『 

些家长选择让学生住校或者学校教 I 

师、班车接送等。因此，当地政府可深 I 

入各村了解实情，据此确定学校的服 l 

务半径，有必要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 l 

远山区恢复小规模学校，切实保障山 } 

村孩子的受教育权益。 『 

(2)努力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对 j 

困难学生的补助 l 

尽管公共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 I 

入在不断增加，但在“以县为主”的教 I 

育财政体制下，县级教育财政的现实 

压力仍然很大。地方政府应充分鼓励 】 

社会力量投资、捐资办学，努力拓宽 I 

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渠道，增加教育投 l 

入，保障各地小学的基本教育经费，l 

同时扩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范f 

围，加大补助力度。调研中，有48％的 I 

家长认为目前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最 I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配好各门课 I 

程的教师并提高教师水平”，有24％l 

的家长认为应该“增加对困难家庭学 I 

生的补助”，此外还有 18％的家长认 』 

为要“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这些诉 l 

求的实现都要求当地政府有足够的 I 

教育财力投入，因此，如何设法增加 f 

教育投入是目前当地政府急需着力 j 

解决的问题。 l 

(3)加强对被撤并学校校舍资产 I 

的规划利用 『 

被撤并学校校舍资产的大量闲 l 

置相对于原本就紧张的教育资源来 l 

说更是一种浪费。对于这些资产，各 l 

级政府可灵活处理：对于状况良好的 l 

教室可直接改为村委会、文化活动中 } 

心或作为幼儿园等教育场所；出租或 { 

出售给村民经营；比较破旧、不宜使 l 

用的可拆除，用以修建农村基础设施 l 

等。对于各类所得可作为保留教学点 I 

或其他学校的教育经费，这就提高了 『 

原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 I 

2．农村小学布局调整的未来走势 I 

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是农村小学 l 

学龄人口减少的客观要求，是农村税 l 

费改革后的自然选择，也是城镇化的 『 

必然结果，因此 ，在 中央政策的引导 

下，各级政府纷纷响应，积极推进。如 I 

今 ，尽管中央政府要求各地重新审视 I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过程，并叫停 l 

盲目撤并农村义务学校，严格规范撤 l 

并程序和行为，有些地区也积极做出 f 

调整。但本文谨慎地认为，在中央政 l 

策的号召下，各地农村小学布局调整 l 

的推进措施将趋于理性与合理，停止 l 

撤并或恢复学校及教学点或将只是 』 
一 阵风潮，最终撤并的发展趋势将难 I 

以逆转。具体原因如下： 

(1)学龄人 口减少的客观趋势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落 

实，农村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加之 

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小学学龄人口下 

降已成为普遍现象，有些村落小学或 

教学点总在校生也只有几十人。在这 

种现实面前，效率和公平博弈的结果 

通常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了 

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一些就学 

儿童数量过少的村小学或教学点被 

撤并就成大势所趋。 

(2)城镇化趋势的不可逆转 

在我国，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小城镇大量涌现 ，城市化率大幅 

度提高，农村向城市发展成为不可逆 

转的趋势，村办小学也必然受到这种 

趋势的冲击。若按行政村办小学，则 

有很多地方的适龄人口根本不足以 

办一所完整的学校，因此 ，按人 口规 

模和转移的趋势重新规划学校布局 

是必然的选择。 

(3)“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 

“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改 

革给县级政府及教育部门不仅造成 

了较大的财政压力，也增加了教育管 

理的难度，提高了管理成本。因此，压 

缩校点，集中办学和管理，提高教育 

规模效益是一种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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