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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 木铎金声

我们谈论乡村教育，既不能把乡

村教育湮没在现代化的宏大想象之

中，同样也不能以怀旧式的心态来简

单地维持乡村教育的恬静想象。乡村

教育必然被置于现代化的视野之中，

去寻求自身长远、健康的出路。乡村

教育自身是很难解决乡村教育目前

所面临的问题，乡村教育的发展必须

被置于整个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之中。
“乡村建设,就是将乡村建设得适宜于

农民居住, 让乡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充当稳定与发展的力量。乡村建设,
就是要将乡村建设得山川秀美、风景

宜人,就是要将乡村建设得祥和安宁、
幸福快乐, 就是要将乡村建设得经济

发展、生活方便。”概而言之，乡村建

设需要在四个层面展开：自然生态层

面，逐步恢复乡村和谐自然生态；经

济层面，提高村民作为经济主体的能

力，扩大村民的福利；社会层面，促进

村民自治，扩大村民社会的公共空

间；文化价值层面，尊重并活化传统

乡村文化价值中积极的价值质素，重

建乡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又逐

步吸纳现代法律观念与文化意识，逐

步实现乡村文化价值秩序的和谐。
应该看到，乡村建设是一项长远

的系统工程，在短期内不可能很快实

现。乡村建设的主体只可能是村民自

身。怎样培养积极向上的新一代村

民，提高他们对乡村社会的重新认

识，提高他们置身乡土的生存技能、
能力与自信，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乡

村建设的真正的主体。我们不能以牺

牲一代乡村少年的健康发展为代价，

等乡村建设上去之后再去补救，相

反，培育健全、活泼的乡村新人本身

就应是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乡村

教育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整个乡村社

会的和谐建设，但另一方面，乡村教

育又可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自身的

先导作用，乡村教育本身就应该成为

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说？学生答

是从整体来写的。教师丙纠正说

也可说是总写，紧接着又提出：是

静态描写或者动态描写或者二者

兼有？学生集体回答后，教师丙

问：上阕写景到哪儿结束了？这个

问题容易，然后又问：第一句是总

写？后边呢？学生答是分写。教师

丙说或者是具体来写，接着又问：

后边又是怎样写的？从哪个角度

来写的……请大家找出后边静态

描写和动态描写的句子……这些

景物是实写还是虚写？上阕中有

没有虚写……
教师丙旨在引导学生理解写

景的特点，但是教学的条理不够

清晰，师生对话显得极不和拍，课

堂教学时间被浪费，学生收获小。
这是因为教师丙提问时多次使用

了“角度”一词，“角度”逐渐让学

生产生了困惑，同时搅乱了学生

思维。教师丙没有从“多角度”写
景的角度出发来设计问题，因而

学生回答很难“猜中”教师丙的心

思。教师丙不妨这样来设计问题：

这首词的上阕多角度写景，请你

从中选择一个角度来赏析，可以

用“上阕写景妙就妙在———”为开

头。如此，教师可以灵活地根据学

生自主回答的情况进行引导、点

拨和评价，从而准确把握上阕“总

分结合”、“虚实结合”、“动静结

合”和“正侧面结合”的多角度表

现景物特点的写法。
(作者单位: 四川省武胜县教

育局教研室)

乡村教育的精神培植
□刘铁芳

陈明贵 / 绘

33



/ 2011·9 青年 师

乡村教育 木铎金声

乡村建设的风向标。在这个意义

上，乡村教育不仅是乡村建设不

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时乡村教

育也是眼下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

的突破口。
乡村教育需要培植内在的精

神，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对乡村少

年精神成人的关切与对他们健康

成长的拳拳关注，由此而展开的

是乡村教育在两个基本维度上表

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一是对乡村

社会本身的亲近；一是乡村教育

本身所展开的尽可能开阔的精神

世界。这样培养出来的乡村少年，

既有良好的乡村意识，又有开阔

的文化视野与社会胸襟，坦然而

自信地生活在外来文化与乡村文

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之中。我们

一方面需要积极挖掘乡土文化中

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要在正视

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培育乡村少年

的文化自信与生存自信，避免他

们因人格的不成熟而误入歧途，

树立他们正确的成长方向与人生

目标。
乡村教育内在精神的培植有

两条基本路径：一是乡村教育的

乡村视野的打开，从文学、地理、
体育、游戏、艺术等方面全面显现

乡村的文化蕴涵，拓展乡村少年

置身乡村社会的精神空间以及对

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一是乡村教

师的引导。乡村教师引导的具体

路径有：尽可能地通过内外文化

融合的活动，让乡村少年既能感

受外来文化的美好，又能把现代

文化体现在个人的教育生活实践

之中，提高他们对现代文化知识

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接纳意识，

逐步开启他们的现代视野；引导

他们学会观察、发现、想象乡村世

界，发现并感受乡村环境与乡村

生活中的美好，提高他们基本的

乡村认同感；引导乡村少年珍视

个人乡村生活与成长的经历，经

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的资源；活

化乡村少年的亲情，引导乡村少

年珍爱那份朴实的乡村情感。乡

村生活中确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

源，只要教师引导得当，就可以转

化成为乡村少年健全人格发育的

重要资源。
实际上，乡村教师才是乡村

教育的根本主体，乡村教师意识的

提升与素质的保障才是发展乡村

教育的根本，怎样吸引优秀的、富
有良好乡村情感的年轻人投身乡

村教育事业之中，给予他们的乡村

教育事业以充分的保障，这才是眼

下发展乡村教育的最重要的途径。
解决目前的乡村教师问题，需要从

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留住现有教

师，让他们安心乡村教育，同时又

能不断进步，适应乡村教育发展的

需要。这需要我们积极改善乡村学

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更

重要的是提升乡村教师的事业感，

让他们找到作为乡村教师的独特

意义与价值，找到事业感和人生的

归属感。同时，加强现有乡村教师

的培训也是迫切的问题，这里不仅

仅是简单输入现代教育教学理念，

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如何认识乡

村教育的独特性与乡村教师的文

化责任。另外，乡村教育还需要外

来教师的支援。在短时间内不可能

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乡村教

师队伍的前提下，社会支教体系

的建立就显得意义重大。外来的

优秀教师、文化人士等，给乡村少

年一个短暂的机会，让他们感受

不同的世界，从而给他们幽闭的

生活世界一段美好的经历，也许

可以在有意无意中敞开他们心灵

世界的重要的窗口，有时甚至可

以改变某些乡村少年一生的命

运。
中等师范之所以作为中国特

色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在于

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农

业社会。中等师范正好适应了中

国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然而对

中等师范教育一刀切的做法，无

疑截断了乡村教育师资的源头活

水。在充分考量乡村教育的需要

的基础上适度地恢复中等师范教

育，这无疑是另一条切实可行的

促进乡村教育稳定、健康发展的

路径。这其中又有两层重要的意

义：一是给乡村教育提供有保障

的良好师资；一是给部分心智较

好却又无力承受高中与大学教育

的乡村少年的发展提供一个就业

社会。如果中师教育的引导适当，

就可能培育出这部分人对乡村与

对乡村教育的良好情感，让他们

去充当乡村教育的源头活水，当

他们把对乡村教育的良好情感带

到乡村少年的生命世界之中，就

可能引导乡村少年积极健康的乡

村生存姿态，启迪下一代乡村少

年良好的乡村情感与积极健康的

价值观，逐步形成乡村教育与乡

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对于乡村

教育的健康稳定的发展与整个乡

村建设都会起着良好的作用。正

是给那些资质尚佳而家庭条件又

一般的乡村少年以发展的机会，

他们就有可能带着良好的乡村情

感投身乡村教育之中，从而构成

当代教育体系中对乡村社会最现

实的反哺，促进乡村教育与乡村

社会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本文摘自刘铁芳

本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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