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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教育呈现了和以前完全

不同的情况和复杂的问题， 出现了城

满、乡弱、村空、上学难等问题。 在农村

有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校， 就是城

区的大班额、大规模学校、乡镇的寄宿

制学 校 以 及 乡 镇 以 下 的 小 规 模 学 校 ，

这三类学校的问题各不相同， 都需要

分别加以解决。

在经过了十年之久的撤点并校以

后，201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正

式终止了这项政策， 要求在人口相对

集中的村寨设置村小和教学点， 已经

确定的，有必要的，要由当地人民政府

进行规划，按程序给予恢复。 我们看到

以 教 学 点 为 例 ，1995 年 有 15 万 教 学

点， 到 2010 年的时候只剩下 6.54 万

个， 最近这两年农村教学点达到 8 万

多个， 改善农村小规模建设已经成为

了共识。

两年前，我们在有关部门开会，提

出小规模教学的时候， 发改委还不以

为然，认为小规模学校是过渡形态，早

晚要消失。 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改善农村教育底部攻坚， 乡村

教师扶持计划等， 就是为了改善基本

公共服务，促进城乡教育的基本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地提出来要改

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

条件，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 ,同时

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 因地制宜

地保留且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 ”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

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 把扶贫攻

坚作为第一等大事来抓。 精准脱贫中

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通过教育扶

贫，要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

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对农村贫困家庭

尤其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 11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 进一步完善城乡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提出加

快探索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探索机制

和管理办法。 据我所知这是在中央文

件里第一次提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概

念，过去提到的是村小办学点，小规模

学校作为正式概念进入了国家的政策

体系。

关于小规模学校我们需要确立新

的认识， 其中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小规

模学校将会长期存在， 不是一个过渡

形态， 不是随着教育现代化消失的形

态。 首先，现在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满足

了农村后 20% 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弱

势家庭的教育需求， 同时也因小规模

学校过于分散和偏僻， 所以小规模学

校的改造和提升非常困难， 是三类学

校中面临困难最大的学校。 也因为如

此，我们最需要给予它关注，需要协力

探讨改善它的办法。 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和少子化， 大多数学校都将成为小

规模学校。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农村地

区的学校基本都是小规模学校， 这是

大势所趋。

另外，由于地理条件和环境所限，

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都存在小规模

学校， 因为有儿童的地方就要给他提

供教育，无论在瑞士的雪山顶，还是澳

大利亚的牧场，还是美国的西部，农村

和地广人稀的地带都存在着小规模学

校， 所以这必定不是要消失和落后的

形态。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在教

育现代化的道路上， 小班小校将是未

来学校的发展方向。

在欧洲国家小规模学校的定额人

数在 150 左右，例如德国。 在台湾地区

20 年前开始的教育现代化运动， 明确

地把实现小班小校作为教育现代化的

目标。 而在大陆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

来，但是我想这也是大势所趋。 大陆现

在的大班额、大规模学校，例如一个小

学几千人，一个中学一两万人的情况，

这是完全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是需要

改变的。 所以，我们今天谈办好农村小

规模学校，不仅是一种救急的行为，同

时还体现了底部攻坚的价值， 体现了

前瞻性，体现了教育的创新性。 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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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学校小班小校的状态下我们才

更有可能进行人性化的教育， 更有可

能实行个性化的教学。 在农村环境中

教育的社区化、生活化和乡土化，都是

在我们城市应试教育当中所缺乏的。

中国学校的现代化必然要走向有

根基的教育、绿色的教育，而这种改变

很可能首先从农村开始， 从小规模学

校开始， 如果我们真的在农村建立了

一 批 具有 现 代 化 性 质 的 小 规 模 学 校 ，

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总体教育新的模

式，进而推广到城市。

而当前的特殊的问题还是农村学

校的小而弱、 小而差。 大多数农村小

学，除了语文和数学的开设率，其他的

课程的开设率都非常的低，有 40% 的

农村学校没有能力开设英语、科学、体

育、信息等等方面的学科。

但是 对 于 改 善 农 村 小 规 模 学 校 ，

我 们 必 须 要 有“ 因 地制 宜”的 概 念，中

国农村的形势非常复杂， 绝对不能一

刀切， 不能用一个口号取代实际的工

作。 下面的图表是同济大学建筑学院

应国家建设部的要求， 对中国农村的

民居做的调查和规划， 把农村的类型

划分成了十二种类型。

每一种农村的类型都要做出因地

制宜的规划，做出一种差异化的对待。

比如他们认为平原地区学校可以适当

地撤并， 重点提高教育质量。 而在山

区、牧区，更应该注重的是保障基本需

求，同时改善教学设施。 因为他们在不

同地区做了很多调查， 各地的农民对

学校的教育要求是都不一样， 有的只

是要满足基本需求， 改善农村学校的

条件，要有饮用水、厕所和厨房等等方

面的基本条件， 没有基本的保障其他

都谈不上。

所以， 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需要

政府大力支持。 在我们今天的会场上，

来了多个地方政府的领导， 包括我们

郎中教育局和甘肃平凉教育局和广元

利州区教育局等， 他们已经在这方面

做 了 很 多 努 力，同 时 需 要 政 府、企 业、

社会组织和家长地通力合作。

由 于 农 村 小 规 模 学 校 因 为 数 量

多，特别分散，对它进行有效的帮助除

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外， 还是需要社会

力量的辅助。 同时再通过小规模学校

自身的努力， 教育改革和教学创新来

提升教育质量，改善教师素质。 在这方

面，利州区已经先行一步，做出了很好

的表率， 是教师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

的。 我们看到最近媒体上关于农村小

规模学校的建设和改造， 越来越多的

人在讨论公共政策， 说明这个问题已

经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地广泛关

注。

在很多地区， 我们认为不可能出

现的情况， 例如奄奄一息的农村小规

模学校起死回生，吸引很多学生，却解

决了城区大班额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

个例， 小规模学校到底怎么建设还是

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江西上栗县， 他们通过对农村

小规模学校的改造， 解决了很多难以

解决的问题， 现在进城学习的农村学

生全部回流， 农村学校的学生都达到

300 人左右，原本是摇摇欲坠的状态，

现在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效地稳固了农

村教育。

建设小而美的小规模学校不是梦

想和空谈， 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实

现的，让我们来见证这样一个小小的、

美好的梦想地实现，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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