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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入探讨了陕北农村教育问题 ,探寻改革陕北农村教育的对策 , 以切实保障陕北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促进和谐农村与和谐
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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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陕北经济发展迅速。2006 年延安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453 .11 亿元 , 榆林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6 亿元, 分

别比上年增长16 .2 % 和17 .0 % , 均高于陕西省生产总值平均

增长速度, 总量分别位居陕西省的第2 位和第5 位。另外 ,

陕北农村经济也获得较快发展。2006 年延安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2 425 元, 榆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 094 元, 分别比

上年增长10 .5 % 和16 .1 % [ 1] 。这充分说明农民逐步摆脱了

贫困, 正在向富裕的新农民迈进。与此同时 , 陕北教育事业

改革也在稳步推进, 基础教育进一步加强, 教育结构进一步

优化。但是, 农村教育问题较多, 发展滞后, 已经成为制约陕

北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和谐农村建设的瓶颈。

1  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首先, 近年来陕北农村中学教育经费占全区中学教育经

费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5 % ～30 % ; 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区

小学教育经费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0 % ～55 % 。这些数字足

以说明陕北农村教育经费少于城市。其次, 陕北农村地域广

阔, 片区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城市 , 导致农村学校办学规模小、

相对分散。这些特点使得农村学校的办学经费和城市学校

差别更加明显。另外,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平衡

性, 所提供的教育资源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尤其是在一些人

均收入不足500 元的农村地区, 发展教育的难度极大。一些

地区连拥有基本教学设施都做不到, 更谈不上提供教学实验

仪器、设备和尽快改善教师居住、工作条件等。众所周知, 我

国教育投资是以政府投资为主, 而高等教育投资又占政府投

资的一大部分, 而且高等学校绝大部分分布在城市。这为城

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最后,“以县

为主”、“费改税”和“一费制”等政策的实施, 使得农村教育经

费缺口更大[ 2] 。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导致城乡学生享

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平等 , 城乡教育基础设施配置严

重不均。总之, 目前陕北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 办学条件

与城市学校差距很大 , 从而引发严重的学生“择校热”。大批

农村中小学生涌向市区学校和私立学校, 导致农村学校的生

源急剧下降 , 学校发展严重失衡, 农村教育经费无法维持教

育的正常运转, 极大地阻碍了陕北农村教育和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2  城乡师资差异明显 , 教育机会不平等

近几年陕北农村小学在校生人数占全区小学在校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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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65 % 左右, 但是 , 农村小学的教职工人数和专任教师人

数却只占全区小学教职工人数和专任教师人数的56 % 和

60 %左右。从表面上看 , 这些数字差异并不算大。但是 , 考

虑到农村小学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 农村师资的缺乏就可

想而知了。其次是农村教师学历水平明显低于城市中小学

教师的学历水平。一方面,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农村学校的教

师大多是由原来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转过来的 , 学历层次

偏低, 年龄偏高 , 再加上他们接受培训和继续深造的机会较

少, 使得部分教育达不到要求。在城市, 小学教师的学历水

平绝大多数在本科以上, 个别重点小学教师学历全部达到本

科以上。近年来, 城市中学教师达到硕士学历的比例在不断

升高; 而农村教师大多数是通过在职培训提高学历, 而且学

历达标率不足85 % 。据调查, 在陕北农村中小学 , 目前还存

在代课教师现象。另一方面,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

得不到保障 , 影响农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使得农村教育质

量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第三 , 陕北农村教师职称层次偏低 ,

结构不合理, 教育教学观念落后, 而且流失严重。尤其是陕

北农村教师教学任务繁重, 工作环境恶劣, 生存现状和精神

状态令人堪忧。低质量的现状使得农村教育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个人的教育收益都不明显, 降低了农村社

会和个人对教育的需求 , 减少了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 造

成了学生受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加剧了城乡教育

不均问题。

据调查, 近几年陕北农村小学在校生人数占全区小学在

校生人数的65 % , 农村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却只占全区的

38 % , 农村中等以上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全区的比例更是无法

与城市相比。这其中虽然有农村小学毕业生升入县镇或城

市中学的原因, 但客观上还是由于农村学生升学不便、接受

中等及中等以上教育机会低于城市学生。另外, 住校也增加

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成本。

3  教育导向背离农村发展实际

多年来, 农村教育在提高广大农村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方

面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并没有培养起一代有技能的农村

劳动者。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一般身处城市, 他们很难对农村

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长期以来 , 由于受到社会

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因素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忽视城

乡差别的“城市中心”价值取向, 即无视城市和农村在教育环

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 农村教育只是城市教育的翻版 ,

农村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农村生产

和生活实际的问题, 不少农村学校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奋斗目

标, 重文化知识的传授, 轻职业技术和生活技能教育 , 农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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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致使毕业

生不具备使用农业科技的语言和能力, 难以满足农村劳动力

市场的多种需求, 大多数学生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

富无术”的尴尬境地, 在客观上为“读书无用论”提供了佐证 ,

挫伤了农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

另外, 以城市学生为基准的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划定, 降

低了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 加剧了农村学生辍学的现

象。首先, 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 在基础教育方面享受

的资源有很大的差距, 在竞争的起跑线上他们就输给了城市

学生; 其次 , 高考招生录取中, 我国城乡考卷一样但录取分数

线不一样,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低于落后农

村, 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 分 , 高出工人子

女18 分[ 3] ; 第三,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减少, 教育支出对于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大

多数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 农民支付能力的不足不仅

会影响农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 而且影响他们对高等教

育的选择; 最后, 一般性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难度逐年增加, 农

村学生考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份好的工作以摆脱农村困境的

期望变得渺茫, 农村学生获得社会提升的机会明显减少, 客

观上造成了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4  农村教育结构与农村发展需求脱节

4 .1  教育结构与农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极不适应  在陕

北相对落后的农村, 小学的巩固率只有85 % 左右 , 中学则更

低。农村高等教育极其薄弱 , 高中毕业生升学率极低, 大学

毕业生分配到农村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尽

管如此, 在教育类型上, 农村仍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普通教

育为主, 专业技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比重太小。2006 年末

陕北拥有普通中学443 所 , 但是职业中学只有13 所, 中专学

校也仅有12 所[ 4] 。与国家对职业技术教育要求的比例相距

甚远, 致使毕业生不能适应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在专业

结构方面, 切合农村区域发展实际需求的专业较少, 大众化

专业较多;“短、平、快”专业偏少, 长线专业、通识专业偏多 ,

与农村产业、技术结构不协调, 在农村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

下学生的适应性严重滞后。

4 .2  区域结构不合理 在农村山区和牧区的教育布局过于

薄弱, 近几年实施的全国性的农村校点关闭和合并对农村教

育更是雪上加霜。2001 年5 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第13 条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布局, 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的原则, 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此后二三年内, 陕北农

村中小学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不切实际地迅速减少。综合

陕北调查结果, 发现问题突出。小学生年龄小、体质弱, 但要

顶着四季的风霜、雨雪或烈日 , 每天走4 趟几公里的路去中

心小学或乡镇小学上学 , 增加大量走路时间和体力消耗, 增

加衣服和鞋子的损耗量 , 对孩子和家长都造成严重的体力、

心理和经济负担。

5  发展严重滞后

近年来, 陕北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虽有较大

提高, 但相对于城市仍然非常落后。目前, 陕北农村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重点仍是提高中小学生的巩固率以及加强校舍

改造等基本办学设施建设。另外, 农村与农村之间也存在较

大差距。这种差异也影响到陕北农村的教育。与经济较发

达的东部地区相比, 东部农村地区全部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

育, 对农村教师的要求已提高了一个学历层次。而一些陕北

地区普及初等教育仍困难重重, 辍学率居高不下。据国家统

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1 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初中阶段男

童失学率为8 .5 % , 女童失学率为12 .4 % , 大大高于“普九”将

学生辍学率控制在3 % 以内的目标[ 5] 。陕北农村的中小学生

辍学率也居高不下。据调查, 部分农村中学的辍学率已经超

过20 % 。总之, 目前陕北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只能勉强满足

学科教学的基本需要, 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相去甚

远。同时,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得不到保

障, 部分农村教师处在“半工半教”状态 , 严重影响了教育质

量的提高。再加上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偏低、教育资源利

用不充分, 致使陕北农村教育的质量远远低于城市。

6  研究贫乏

笔者于2007 年9 月26 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

“陕北农村教育”为全文检索词, 精确查找 , 未发现一篇文章 ;

以“陕北教育”为全文检索词, 精确查找, 找到文章16 篇 , 其

中属于教育理论研究的论文只有4 篇, 而且“陕北教育”只是

文中出现的非关键词汇。以我国教育类权威期刊《教育研

究》1994 ～2005 年所发文章为例,12 年来共发表文章2 611

篇, 但符合“农村教育”为篇名检索词的文章只有45 篇, 仅占

总量的1 .7 % 。由此可知深层次农村教育研究的贫乏, 至于

陕北农村教育研究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状况使得陕北农村

教育的发展缺乏理论指导,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随

意性。

7  结语

政府应提供农村教育经费, 构建农村现代信息技术平

台, 保证农村办学条件; 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改革农村教

育课程, 发展灵活和高质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优化农村

教育结构, 实现陕北农村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借助远程教育

和社区教育 , 构建陕北农村全民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关

注留守儿童 , 加大贫困生资助力度,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劳动技能、创业能力 ,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消化; 同

时, 要加强农村教育研究, 为农村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提供理论支持和良性发展模式; 在加强农村自身经济建设的

同时, 加强农村文化和社区文化建设, 满足农村社区每一个

成员的发展需求, 改变农民落后的观念 ,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

质, 切实保障陕北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促进和谐农村

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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