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第二届国家教育

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不

少委员发言表达了对少数民族和

边远地区农村教育的担忧。他们

在四川凉山州的调研发现，一些

学校缺乏基本生活设施，没有厕

所、饮用水，两个孩子挤一张课桌，

寄宿制学校上铺 2 个孩子、下铺 3

个孩子挤一个床板。农村教师编

制不足，而且流失严重，仍有许多

代课教师。学前教育的缺口更大，

建一所 公 办 幼 儿 园 需 600 万 元

（北京要 800 万元）。据当地教育

部门测算，全州有 2000 多所农村

学校未达到基本办学标准，如要

真正实现标准化建设约需上百亿

元，因为班额、校额要达标，还要新

建一大批学校。

这一调研结果之所以令人震

惊，是因为和我们熟悉的农村教育

的图景完全不同。近些年来，全国

多数地区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改

善是一个基本事实，但上述那样触

目惊心的落后教育状况也是事实，

这两个事实是并存的，只不过前者

往往遮蔽了后者。其实，教育落后

的状况并不限于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在湖南、湖北、广西、河北、山

西、甘肃等多省的山区和边远地

区，都存在类似情况：办学条件差，

教师难以稳定，学前教育、英语和

音体美师资绝对短缺，由于没有教

师，约 1/3 的农村小学没有开设英

语课，存在许多代课教师等等。近

些年来，农村地区大量撤并学校，

推进学校进城和农村学生进城上

学，为解决城镇学校的择校热和大

班额，教育资源继续向城市倾斜，

在城镇建更多的学校，这将进一步

加剧“城满、乡弱、村空”的局面。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城

市和城镇；对沉淀在农村底层、没

有能力进城，或者因地理条件所限

难以进城上学的农村学生，比较缺

乏关注。

2010 年我国颁布的《教育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要“努力办好每一

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0 年全民

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普及到边缘化

群体》，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边缘

化群体”，是指社会教育程度最低、

“最底层的 20%”。提出要通过监

测，“提高边缘化群体的能见度”，制

订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缩小边

缘化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差距，

关注农村后 20%“边缘化群体”的教育
■ 杨 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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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践行和弘扬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更好地用陶行知的思想来推进作文

教学改革，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教育》编辑部决定启动 2014 全国生活作文优秀论

文评比活动。

本次优秀生活作文论文评比旨在交流生活作文教学过程中的经验、体会以及面临

的困难，共同探讨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当前写作教学的启示及现实价值，尝试

以写作教学作为语文教学改革的突破口真正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有意参加全国生活作文优秀论文评比的老师请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直接发到

电子邮箱：shjy6@163.com，shjy1934@126.com。请注明“生活作文论文评比”字样。另

纸质投稿请寄至南京市北圩路 41 号《生活教育》编辑部 尤玥 老师收（210017）。

联系人：韦老师，手机：13236500736，qq:1752451510。

关于“全国生活作文优秀论文评比”的启事

实现全民教育的承诺。这为我们认

识新形势下农村的教育公平，提供

了新的视角。

关注后 20%的农村地区、学

校和人群，是义务教育的当务之

急。我国义务教育在“基本普及”之

后要“完全普及”，需要覆盖后

15%的人口地区，他们基本分布在

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和贫困地

区。国务院今年推行的农村薄弱学

校 改 造 项 目 ，计 划 中 央 财 政 花

2000 亿，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共约

6300 亿左右，用 5 年时间实现农

村薄弱学校的标准化建设，体现了

新形势下对农村弱势学校的关注。

但是，需要认识到，与凉山州整体

性的教育落后不同，许多农村存在

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区差距、

发展差距，而是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加以解决的农村教育的特定问题。

例如，在乡镇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

集中着最底层的农村学生，这种

“小规模学校”往往只有十几个或

几十个学生、一个或几个教师。由

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资源

难以到达。由于缺乏规模效益，这

轮“薄改计划”明确规定不得用于

小规模学校的条件改善。

其实，比硬件改善更为关键的

是教师。一个教学点如果有一个热

爱学生、热爱教育的“最美乡村教

师”，就能提供有效的教育。今天活

跃在各行各业的许多英才，就是从

当年条件简陋的村小、教学点走出

来的。由于教师老化、难以更新补

充，许多村小、教学点处于教育质

量低下、难以为继的困境。2012

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关于大力推

进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提出“底部攻坚”的概念，强

调要特别关注乡镇以下的村小、教

学点的师资建设。要真正建立农村

教师队伍良性发展的机制，一方面

需要通过强化省级统筹，大幅度提

高农村教师待遇；另一方面，需要

采取特殊政策，因地制宜地解决条

件艰苦的边远农村小规模学校的

教师补充问题。例如，能否打破学

历限制，通过培训当地的初高中毕

业生，培养本地化的乡土教师？由

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特岗教师仍

然难以下到村小、教学点，能否招

募长期志愿者，实行高工资、有限

期的教育服务，而不是要求他们在

贫困农村贡献一生？能否采取“简

易学校”的标准，在那些小规模学

校主要提供语文、数学的教学？显

而易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

仅是资源，主要是解放思想，是实

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改革的精神。

（责任编辑：韦晓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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