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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国家希翼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对中国未来教

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少子化人口变化趋势下，未来教育要面临的是学生数量减少，

学校撤并等问题，小班小校教育模式将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形态。本文在重新定义小班小校概念

的基础上，探讨在未来教育中小班小校教育模式的必然性、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提出小班小校

教育模式优化路径，以期对未来教育资源配置、学校管理和教育发展规划建设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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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Small Class and Small 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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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country hopes to develop
high-quality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ed levels in the world,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trend of declining birth rates, future education will face problems such as a decrease in student
numbers and school mergers. The small class and small school education model will be an important form
of future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small class and small school,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small class and small school education model in future education,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mall class and small school education model, an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small class and small school education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future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school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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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小班小校教育已成

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与必然方向。这不仅是社会

进步、人口变动、经济增长、文化转型等客观因素作用的结

果，同时也是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使然。近几年，我国人口增

长已经进入到负增长的状态，相关研究表明这种低生育率人

口状态将会长期存在。但现阶段，我国对于小班小校的教育

模式研究多集中于乡村教育层面，中国的未来教育，不仅是

乡村面临小班小校的模式，城镇同样会面临这样的教学模式

改革，一改如今大班教学的模式已成为必然。

所谓小班化教学，是指“相较于传统大班教学（学生人

数超过 40名），在班级规模、班级名额方面有所减小，形

成“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一种新型教学活动形式，

并且该教学形式具备双主体的特点与性质。”[1]小规模学校

的概念主要针对农村地区，主要指“乡镇以下、学生数少于

200人的学校，主要分布在农村，大部分是人数少的中小学

校和教学点，其基本特征是学校学生总数偏少，学校班级偏

少，班级人数偏少，教师人数少且师资结构不合理，班师比

不合理。[2]”在教育现代化的维度上小班小校将是未来学校

的发展方向这一理论与背景支撑下，本研究将小规模教学与

小规模学校概念进行综合定义，即小班小校是指：在教育现

代化理论指导下，针对低生育率的社会发展状态，以提高学

生质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目标，在校学生数量减少，班

级人数减少，学校规模下降的一种未来教育教学模式。

一、实行小班小校模式的必然性

（一）低生育率的客观社会发展因素

在教育范畴内，在校生规模是基础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指

标。学龄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势必会影响到未来各学

段的入学人数和在校生规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1%E9%95%87/619800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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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对“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的政策指导和优先事

项进行了明确的指导，同时也要对学龄人口的数量与结构进

行准确的了解，为构建优质的教育系统进行前期研判。在我

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我国综合生育率已进一步下降到 1.3

的极低水平，据有关研究推测，学前、小学、初中、高中、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将分别在 2020年、2023年、2026

年、2029年、2032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3]，

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快速变化，对教育资源供给弹性和适应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未来教育中，如何构建一个能

够有效适应不断发展的人口结构的教育服务系统，是今后一

个时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大班教育模式难以关注到全体学生，在一定程度

上易出现教育不公平现象

大班额教学指教师于超过 45人班级中实施的有序教学

活动，通过老师的讲授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大班额教学模式有利于扩大教育覆盖、增强学生竞争

意识、促进学习交流及提升教学效率。然而，在教育现代化

与质量提升要求及低生育率背景下，大班教学呈现出一定的

发展不适应性。首先，学生受教育关照度降低，影响学习兴

趣与师生关系建立，在一项调查问卷中显示，学生在大班中

和老师交流少的占 55%，完全没有交流的占 6%[4]，长期下，

阻碍落实教育现代化政策中倡导的民主平等的和谐师生关

系的要求，易出现教育不公平问题。其次，大班授课因学生

众多，教师难以实施因材施教，面对教育现代化对于个性化

教学发展的要求，大班教学模式难以有的放矢的进行差异性

针对性教学，难以满足教育现代化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再

者，大班教学增加了组织管理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任

务与教学目标的完成。

（三）小班小教教学模式的优势

教育目标强调“知”与“情”并重，二者缺一不可，在

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需要，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促进他们的交流和合作能力。小班小校教育模式以其独特优

势，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性与创造力，通过增加师生交

流机会与时间，利于提升学生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实现

个性化教学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该模式有利

于促进教师素质的提升与专业化发展，小班额教学模式下要

求教师结合学生个性特点进行教学设计，融入新的教育观念，

采用创新性教学策略，以实现自我提高与发展；此外，小班

小校教育模式还有助于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改善教学不均衡

问题，提高教学质量，逐渐达到教育公平的目的，从而推动

教育的全面进步。

二、小班小校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困境

（一）大班教学模式的长久性

在中国百年奋斗与发展历程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升，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与成果体系。在

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全民教育普及化”浪潮的背景之下，

学龄人口不断增长，为应对大规模的教育需求，大量学校随

之建设而成。在此背景下，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适应了较

大规模的班级教学模式，并发展出了成熟的教育教学理论应

对大班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21世纪以来，大规模

城市化进程使得一线大城市及二线中心城市的人口急速集

聚，各校入学人数爆满，使得原有的小班学校难以为继。其

次，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大家所固化群体化教学的观念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长教学模式对大班教学的依赖性。

（二）教学资源重新配置，教师素质不符合小班小校要

求

面对低生育率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原先大量投入的教

育资源将面临过剩状态，如何在资源中筛选高质量资源并合

理配置成为小班小校教育模式发展的重要挑战。此外，教师

专业化水平与素质也是关键因素。美国在推进小班化教育的

进程中，为提升全美的教育质量，明确提出“出色的教师是

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但实践中，尽管对小班教师进行了

培训，由于培训质量和教师固化行为等原因，教师培训未对

教师教学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在小班小校教育模式发展中，

如何对教师的固化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三）小班小校理论认识与实证研究相对薄弱

在 20世纪 90年代我国大陆进行小班化实验期间，对于

理论的探索相对薄弱，严格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一份计量

学的统计研究表明，从 1998年至 2009年，在关于小班化教

学研究的文献中，规范型研究与描述型研究所占比重超过了

90%[8]，这与欧美国家的研究完全不同。欧美国家对于小班

化教学的研究教育文献中，有大量的对比及数据分析，具有

极强的说服力。而我国如今对于小班小校的研究大量的集中

到乡村教育之中，所形成的理论也只局限于农村教育的发展

问题，难以对城镇化小班小校教育模式的发展产生借鉴意义。

小班小校教育模式的具体策略的研究方面的薄弱发展，使得

专业化指导严重缺乏。此外，国家政府等教育相关主体对于

小班小校认知的浅层化更是加大了小班小校教育模式发展

进程的困难。

三、小班小校模式发展路径探析

（一）教育界、家长要达成共识，小班小校教育模式是

未来教育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像如今乡村教育中，乡村小规模学校已经占到了约 50%

的比例。小规模学校逐渐占据主体角色，县域地区对于小规

模学校要有坚定的态度和举措。教育界研究者、家长及教育

主体要注重调整之前大班教学的固有思维，特别是教育者要

对以往的教学方式、课程设计等教学活动进行优质化的调整，

使之更加适合小班小校的发展要求。目前人口负增长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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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的话题，但关于人口变化对未来教育领域的影响，教育

各领域的工作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提

高对小班小校教育模式的认知与理解，促进教育布局根本性

措施的出台，解决面对学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小班小校的教

育模式具体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二）在发展过程去探索小班小校的组织变革模式

赵丹教授指出，小规模学校在某些地区发展良好，资源

中心建设在集群发展中尤为关键，如 20世纪 60、70年代英

国、斯里兰卡、泰国等已建立集群中心，配备移动教育设施

及培训资源[7]。在小班小校教育模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共

同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通过组

织变革模式取得显著成效。这些国家推动小班改革旨在验证

小班教育有效性或配合其他教改项目，改进课程与教学，提

升课堂活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使教师能充分关注每个学

生，发挥学生潜能，避免学生掉队。西方国家对小班小校规

模未采取“一刀切”政策，而是根据区域学校发展具体改革。

因此，我国应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乡村教育中小班小校发展

的成功案例，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小班小校教育

模式。

（三）师资队伍建设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保留，标准配置

调整

在教育进程中，我们在短缺的普及的话语和模式中太久

了，当供需关系逆转，面对过剩的问题，相关教育主体难以

适应。关于学校规模标准的界定，在未来过剩条件阶段，发

展小班小校教学模式，则需要把标准的配置进行全面调整。

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优质的教育资源。谢维和教授将优质

教育资源分为了硬资源与软资源两大类，其中硬资源主要包

括学校的物质资源及特色资源，软资源则包括学校的优质文

化资源、优质制度资源及优质教师资源。在此概念界定下，

小班小校教育模式的发展首先在师资资源的配置上，面对的

不再是师资短缺的问题而是师资过剩的问题，从而形成新的

教师队伍结构失衡，所以，优化教师队伍，推动教师结构平

衡，综合考虑班级人数与教师人数的比例。是实现小班小校

教育模式的重要抓手。其次要保留具有特色教育资源，具有

时代性特征的教育资源配置，以更好的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

中中国特色教育的发展。再者，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运用

大数据、信息化等资源对教育资源进行动态监控与督导，以

保证面对学龄人口规模、学校规模减小的过程中及时调整资

源的使用与分配。

四、总结与展望

小班小校教育模式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班

小校教育的中国问题需要具有本土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中国长期大班教学已形成成熟理论，转向小班化需重新审视

教学理论与方法的适用性。不应视小班为提分捷径，而应引

导教师把握班级规模变化带来的新机遇，优化教学法。同时，

需考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小班小校政策在不同学校的实施

效果及执行能力。鉴于 2021-2035年学龄人口减少，既要借

鉴国际经验，也要警惕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因此，系统

反思中国小班小校教育的发展困境与理论问题，探索质量提

升路径，成为亟待深化与开拓的课题。随着硬件完善、教育

改革深化及教师专业化，应重新审视并规划中国小班小校教

育模式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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