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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死板、固化的基础教育也形成某种“挤

出效应”。武汉七一中学九年级学生家长王丽娜

告诉本刊记者：“看着孩子桌上堆得一年比一年

高的教辅，做作业到深更半夜，没有锻炼、阅读和

娱乐，只是一味忙着啃那几本课本，我不停地问

自己，这种教育真对孩子成长有益吗?”
王丽娜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为孩子筹划出国

读高中的有关事宜。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主任倪江说，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教育已经站到了与国际教育同台竞

争的舞台。“这些家庭和学生的选择，是在‘用脚

投票’，倒逼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包括高考

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2014年第 20期 插图:卞之琳）

责编：戴利朝

大规模的“撤点并校”

1986 年，我国颁布了《义务
教育法》，2000 年我国基本普及
了九年义务教育，即 85%的人口、
地区实现义务教育，2006-2007
年我国开始实行城乡免费的义
务教育，新的目标是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由国家提供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2000 年前后，围绕“三片地
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逐渐形
成集中资源办学、大量举办寄
宿制学校的思路。

2001年 6月，国务院颁布
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大规模、有计划、有步
骤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俗称为“撤点并校”
政策。这项政策产生的原因包
括农村学龄人口减少、农村税
费改革效应，以及不断演进的
农村城镇化趋势。其目的在于
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高
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
十多年来，我国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和学生数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2000 年，全国普通小
学数量为 55.36 万所，小学在校
生 13013.25 万人；2011 年，全
国小学数量为 24.12 万所，小学
在校生 9926.37万人。11年间
小学数量减少了 31.24万所，减
幅为 56.43%；小学在校生数量
减少了 3086.88 万人，减幅为

23.72%。
2000 年，全国普通初中数

量为 6.39 万所，初中在校生
6256.29万人；2011年，全国普
通初中数量为 5.41万所，初中

在校生 5066.80 万人。
11年间，普通初中数量减

少 了 0.98 万 所 ， 减 幅 为
15.43%；初中在校生减少了
1189.49万人，减幅为 19.01%。

2011年，全国小学生数减
少 14.34万人，减幅为 0.14%；
但学校数减少 1.62 万所，减幅
为 5.96%，撤并系数达到 41.57。
这显示出在农村小学生数的减
幅基本停滞后，学校撤并仍然
以巨大的惯性在快速推进，严
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的初
衷。
十年间，全国教学点数量

从 2000 年的 17.8 万个锐减到
2010 年的 6.7万个，减幅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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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 辍 学 率 从 2008

年 的 5.99‰上 升 到 2011

年的 8.22‰， 这意味着每

年约有 80 万至 90 万名农

村小学生辍学。 在很大程度

上，撤点并校是将改革的成

本 转 嫁 给 了 偏 远 村 落 的 农

民。

○杨东平

近十年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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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其中吉林、内蒙古、黑龙
江、青海、山西的教学点减幅达
到 85%以上。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
是由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的转
变：一是撤并村小、教学点等小
规模学校，合并为规模较大的
中心学校；二是中小学布局由
农村向县城、城市集中，出现了
学校层面的流动和集中，即所
谓的“学校进城”的趋势。

逐渐显现的负面效果

在 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制定本
省区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规
划，相继出台了贯彻国务院决
定的实施意见和本省中小学校
布局结构调整的意见。全国性
撤点并校的政策效果到 2003
年前后逐渐显现。

虽然国家关于学校布局调
整的政策强调首先要关注学生
受教育权利的实现，要“在方便
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在
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
的教学点”，对农村学校“适当
合并”，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
置，但在地方政府现实的操作
中，价值的传递逐渐变形，“提
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成为
优先的目标。
地方政府“选择性施政”，

片面追求教育效益，通过减少
学校和教师数以减少教育财政
投入的动机十分明显，其中既
有教育价值观的偏颇，也是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困
境和危机所致。
在国家政策和专项资金支

持下，地方采取了自上而下的
强有力的行政推动。许多地区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实

施，以“一刀切”和运动式的方
式，采取一个标准、一个尺度、
一个进度，过度撤并农村小学
和教学点，追求教育规模和效
益，并演变为一种“政绩工
程”，违背了因地制宜、实事求
是的原则。

2008年以来，伴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学校布局
调整与城镇化的发展逐渐交
织。城镇化加速了农村人口向
城镇迁移，加剧了农村学校的
萎缩；多个省份旨在以学校进
城带动农村人口进城，推动城
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农村的撤
点并校因此被添加了非教育的
新动力。
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

局调整，总体上看，农村学校的
办学条件有所改善，学校的办
学质量和规模效益有所提高；
同时，过度撤并农村学校也造
成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学生上
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
加，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上升，学
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农村寄
宿制学校质量差，城镇学校“大
班额”化等。
在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

后，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由过
去的平均 5公里扩大到十余公
里，最大的达到方圆 20公里以
上。小学辍学率从 2008 年的
5.99‰ 上 升 到 2011 年 的
8.22‰，这意味着每年约有 80
万至 90 万农村小学生辍学。农
村家庭的教育负担也显著增
加。在很大程度上，撤点并校是
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了偏远村
落的农民。

农村寄宿制学校

的突出问题

发展寄宿制学校是农村地

区实行集中办学后解决学生上
学远的主要措施。然而，农村寄
宿制学校的快速发展却暴露出
一些突出的问题。
首先，低龄寄宿影响儿童

身心健康。在农村的寄宿制学
校中，低龄儿童寄宿的问题十
分突出，三年级之前开始寄宿
的小学生累积比例高达 55.4%。
低龄学生在幼年即离开父母照
料，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心理、情感问题非常突出。
其次，许多中西部农村的

寄宿制学校学生住宿条件较
差。国家的投资大多集中于建
设学校的教室、操场，这使有宿
舍和食堂的学校数量平均不超
过 50%，不能为学生提供饮用
开水，甚至一日三餐都成为困
扰寄宿制小学的重要问题。
第三是寄宿生营养健康状

况差。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
不良、发育迟缓，是一个普遍问
题。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少年儿
童营养不足，身体、智力发育滞
后，成为危及我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
第四是寄宿对学生学业成

就的影响。多项调查显示，寄宿
并没有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
学校距离远、家庭经济负担重、
学校配套设施不健全、学校心
理疏导缺失等因素对学生成绩
的负向影响，超出了学校办学
条件改善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
正向影响。
第五，贫困地区寄宿制学

生长期处于缺乏家庭情感呵护
及文化生活的封闭校园环境
中，在情感、心理和安全等方面
出现了多种问题。

（摘自 2014 年 6 月 6 日《中国

科学报》 插图:姚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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