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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乡村振兴中的重要环节,发展农村教育能够促进乡

村文化的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仍然存在教师队伍更新慢、教学

质量降低、财政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教育重视力度有限等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当下农村教

育的发展现状,探索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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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rural education at present , such as slow renewal of the teaching team, lower teaching 

quality,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limited attention to rural education, etc.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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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城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我国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建设,农村教育成为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短

板”。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在实现乡村全面发

展的过程中,农村教育起着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通过农村教

育可以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农村教育和乡村教育振兴的“双轮驱

动”,以推动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表明,发展农村教育

能够促进农村文化发展,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基础教育逐步巩固,教育资源不断完善,但仍有一些问题需

要改进。 

1 农村教育的战略意义 

1.1农民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抓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张复杂庞

大的关系网”,农村社会的人情关系构建起了居民间的日常交往,

并逐渐形成了社区“熟人社会”、社交紧密关系网络,农村居民

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趋于同质性,经济活动、决策方式多依靠固有

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状况提升乏力。农村教育是为农村居民提

供知识、劳动技术、现代思想的教育[1],通过“授人以渔”的方

式,传授专业技能,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使乡村

振兴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

时期,智能化、信息化不断发展,农村教育为社会培育了一批“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1.2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公共

财政在乡村教育领域的优先投入,旨在促进农村教育的全面发

展,为民族复兴稳固根基。在我国城乡二元格局下,由于经济的

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造成了城乡发展的多方位失衡,城乡教育

是其中 为显著的不均衡点。城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促进

城乡在经费投入、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均衡化发展,可以不断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的均衡化发展。 

2 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 

2.1教师队伍更新慢,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据2010年－202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显示,农村小学的

教职工数量从2010年341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76万人,专职教

师数量从319万人下降到164万人,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职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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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下降,教师队伍的组织结构存在失衡。师资数量的逐年下降,

归根结底是因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城乡在经济、基础条

件、生活教学环境等方面的差距,使农村学校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不足,另外,农村地区新生教师注入不足,导致了我国现行的教

学模式不能及时更新,难以提高教学质量。总体而言,我国城乡

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使得我国农村的资源和生产

要素向城镇流动,导致了农村“引不进”“留不住”人才；同时,

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严重,人力资源不断流失,教师不愿服

务于农村学校,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2.2财政资源分配不合理,乡村教育重视力度不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农村的全方面发展被提上

了议程,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这些举

措虽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乡村教育仍然存在重视力度不足、

财政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一方面,各部门对于乡村振兴的了

解不够深入,难以明确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重点内容,不能认

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农村教育经费得到逐年增长,

但实际现有的经费仍不能满足学校的各项开支,城乡教育仍有

较大差距；政府在对农村教育的财政补贴和支持过程中,仍然沿

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教育经费管理,针对农村教育并未出台针

对性的措施,各项财政补贴难以落实。 

2.3农村居民教育意识淡薄,“父辈”教育关注度不够 

农村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受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更

受到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农民

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部分农民仍停留在“书可读可不读、希望

孩子早日进入社会工作”的思想状态,对于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

仅仅看到了不读书所带来的短期利益,使得很多农村父母不愿

过多的支持孩子求学发展,甚至要求孩子辍学务农务工,为家庭

带来经济收入。 

另外,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农村父母文化程度偏低,对教育的

关注度不够,教育指导长期缺位。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父母被迫

外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了留守儿童,农

村儿童只能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取知识,父母教育指导长期缺位,

农村家庭教育缺乏,迫使农村学生在教育上的“自生自灭”,良

好的教育习惯得不到培养。 

2.4农村教育“去乡土化”,难以反哺乡村建设 

“乡土化”的农村教育,可以解释为“向农”,旨在利用农

村教育的发展,反哺乡村建设,服务农村地区发展,推动农村教

育与生产生活的关联性、紧密性。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农村教育内容逐渐与农村现实脱节,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

分离,缺乏“乡土”气息,功利性、目的性的趋向日趋明显。我

国教育以城镇为主,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

这就要求教育偏向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农村教育开始趋

附于城镇教育,选择了不符合农村实际的教育方法,导致农村教

育“去乡土化”的倾向。此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农村教育的

重点从全面发展转移到了“唯分数论”的困局,升学率、就业率

直接影响着农村教育的方式,农村更加注重教育的功利性,忽视

了乡土教育的重要性。 

3 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 

3.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学质量 

农村教育问题,根本在于教师。加强新一届师资队伍的建设,

坚持“留得住”、“引得进”、“教得好”,不断为乡村教育注入新

的生机；打造农村教育骨干力量,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使农村师

资队伍稳得住、能发展。第一,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和福

利。加强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消除农村教师的“后顾之忧”,

使优秀人才留得住、骨干教师稳得住,推动城乡教师享受“同工

同薪”, 终推动城镇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改善农村教师人才

队伍结构。第二,加强教师培训,培育农村骨干教师力量。通过

以教引教、以教促教,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国家可以采取

对口支教、送教上门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推动农村教师专业知识

的更新,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 

3.2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大政府财政倾斜力度 

针对现如今农村教育资金不足的问题,建议继续加大资金

投入和支持力度。目前,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滞后于城镇,要改

变我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必须进一步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增加

政府财政投入。第一,以发展农村教育为导向,反哺农村经济高

质量发展。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加快农业现代化、特色产业、农村建

设,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让农村教育投资实现从“输血”

到“造血”的转变,让农村教育 终培育一批“新农民”,带动

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地方政府要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以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状况；同时,强

化财政资金监管力度,保证教育经费到位,做到财政专款专用,

经费不被挤占浪费。第三,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农村教育,增加社

会资金在农村教育领域的投入。大力支持和引进社会力量,广泛

采取社会集资、民间集资、家庭出资、个人捐资等多种形式,

逐步形成多渠道的教育资金投资体系,加快实现办学主体和投

资主体的多元化[2]。 

3.3转变农村教育观念,促进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推动农村教育树立科学、合理的发展观,以提高农村学生的

教学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父辈是转变教育观念的关键,要转

变以前的功利思想,摒弃传统的唯利观,注重对教育的持续性投

入；同时,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对接,向家长传递正确的教育

观念,让家长明白“读书不只是为了考大学、升官发财”,更重

要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作为农村学子,要相信读书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尽量消除外界的恶劣

环境的负面影响,学习新技能,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后,农村

教育工作者要突破传统观念,正确认识现代农村教育,强化农村

教育意识,推动农村学生健康成长。 

3.4展现农村教育乡土特色,培育扎根乡村的优秀人才 

农村教育着眼于本地化、乡土化,担起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

重担。首先,农村教育要扎根在乡土、服务于农村,着重宣传农

村的特色和优势,在教学课程中体现更多的农业知识、乡村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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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等。其次,农村文化与自然有着“濡化作用”,教育方

式要贴近乡土化、自然化。本地的文化与自然和农村学生的生

活紧密相连,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后,增加儿童对乡土文化

的认同感。尤其是在当下城市价值观的冲击下,必须依靠农村教

育,建立起支撑乡土精神文明的土壤,提升农村学生的自信心和

身份认同感。 

3.5抓住乡村振兴契机,落实乡村教育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农村教育要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其“应有之义”。在新时期的乡村振兴背景下,

必须坚持以政策为导向,坚定农村教育发展定位,正确认识和肩

负起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要注意发展农村教育,把发展的各项要求和政策落实到位,避免

在新农村建设中忽视农村教育的作用。在农村教育的具体发展

中,要充分利用“乡村建设”的作用,增强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

的联系,从而使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村,为乡村振兴作

出贡献,从而实现其独特的价值[3]。 

4 结语 

农村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问题,其本身又具特殊性。改

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

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国家的人才建设提供了新的“活水”,改革农

村教育体制,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素质,是为国家经济建设

提供农村人才的重要举措[4]。我国政府通过对教育政策的优化,

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使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相互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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