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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失学女童的
文化援助体系建构

□　钱旭升　沈　君

　　内容提要　解决农村失学女童的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从教育领域入手，而是一个关乎全社

会的系统性工程。为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包括充分发挥乡镇村文化站（室）的功能、拓展“农家

书屋”的育人功能、构建文化援助网络系统、加强文化援助体系的主体建设等内容在内的文化

援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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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站站长，馆员。（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阿尔及利亚改革家巴迪斯曾断言：“培养一个

男孩，只是培养了一个人，而培养一个女孩则关系

到一个民族。”女童（特别是农村失学女童）教育问

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突 出

问题，也是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中的一 个 难 题。我

国自１９８６年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失学女童

教育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引 起

了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关注，基
础教育的重心已逐步转移到女童入学率的提高和

女童接受教育权利的实施上。但女童整体教育仍

处于落后状态，普遍存在着入学率低、辍 学 率 高、
巩固率低等问题。为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以
文化援助解决农村失学女童的教育问题（而不是

单纯的在教育领域内解决），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

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
是进一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精神的一个着力点，也是发展和振兴我国农

村教育的中心工作。

一、农村失学女童问题的研究现状

所谓农村失学女童教育是指对缺乏最基础的

学校教育（本文主要限于基础教育领域）的１５岁

以下农村女孩子所进行的教育。
早在５０多年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

尖锐地向世人指出：“中国的普及教育问题，大 半

是女童教育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女 子 教 育 问 题，
无论什么方法，都是枉费心血，女子教育是普及教

育运动中最大的难关。”但 是，受 历 史、经 济、宗 教

和习俗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广大农村地区 特 别

是农村贫困地区，女童整体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
普遍存在 着 入 学 率 低、辍 学 率 高、巩 固 率 低 等 问

题，女童教育的区域性问题仍然十 分 显 著。针 对

农村失学女童的教育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下 几 个

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就女童接受教育的现实 情 况 看，存 在 着 女 童

就学难、大龄女童教育和培训仍是薄弱环节、性别

歧视严重、职业教育发展存在性别偏差、民族地区

教育比较落后、教育本身存有的问题、女童的社会

心理问题等。① 其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认为

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有理论方面的 因 素

也有实践中的因素，包括具体的教育政策还 存 在

性别偏差、对性别平等认识的局限性、应试教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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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导致忽视教育中的性别需求、家庭生活条件 相

对比较贫困、封建遗毒的不良影响等因素。② 有学

者认为原因主要有①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困难；

②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因素；③女童主体意识

不强，自卑心理严重；④脱离农村实际的低质量应

试教育。③ 也有学者从①学生家庭经济困难；②受

传统就业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

论”在农村蔓延；③教育质量不高，课程偏多、教材

内容偏难；④农村许多地区教师队伍不整，流失严

重等 方 面 分 析 失 学 原 因。④ 更 有 学 者 以 民 族 学 和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政策制定因素、体制健全因

素、家庭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及宗教信仰因素

等五个方面，进行失学问题成因分析。⑤

针对女童失学现象，国内外 较 多 地 从 宏 观 方

面进行对策探讨。包括：①切实转变观念，加强宣

传、坚决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采取

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多项措施，优化女童受教育 的

环境；②在政策法律上应更加明确“男女平等”的

具体条文和措施，制定确实可行的平等教育法案；

③增强女童主体意识，克服其上学的心理障碍；④
积极广泛开展女童教育研究，特别是研究教育 对

女性的特殊意义，教育通过什么样的 内 容、途 径、
方法影响女性生活、学习和就业的哪些方面，留守

儿童教育和发展中的性别问题等；⑤不断提高教

师队伍素质、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组织不同办学

模式吸引更多女童接受教育，增强学校吸引力；⑥
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阶段贫困儿童的资助，放 缓

削减学校 布 点 的 步 伐，⑥ 等 等。微 观 的 对 策 研 究

主要表现为针对失学个案的研究，认为可通过 个

案社会工作的方法来解决，抽出一整套完整的 具

体介入方法和步骤，包括接案、与案主建立良好的

专业关系、寻求案主父母的帮助、给案主一些学习

技巧的辅导、改善案主所处学习环境、争取当地政

府的支持、结案、跟踪服务等环节。⑦

另外，在解决女童失学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中，
还分为政策性、理论性和调查性三大 类。政 策 性

研究表现为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仿效国家对大 学

生的资助体系，从政府资助角度提出构建包括 特

困生减免、政府助学金、贫困学生家长 贷 款、家 长

助学义务工等在内的助学体系。⑧ 理论性的研究，
主要以社会性别理论⑨、教育投资的角度⑩、教 育

个人成本—收益率（教育报酬率）以及教育个人成

本—收益率等 相 关 性 角 度 进 行 的 研 究。瑏瑡 调 查 研

究主要有对某一区域内（包括贫困地区或民族地

区）女童的失学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策略。瑏瑢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然 取 得 了 许 多 突 破 性

的进展，但依然有较多的空白亟待解决，如①失学

女童的总体情况如何？②在众多的 失 学 原 因 中，
真正原因是什么？③为什么在党和 国 家、教 育 机

构、社会团体等的众多干预措施下，依然存在着数

目不少的失学女童？④失学女童教育问题解决的

理论化、体系化的方案应该如何构建？

二、农村失学女童的现有救助思路

目前我国对失学女童的 救 助 思 路 有 三 个：第

一个思路是已经实行，并产生良好效果的“春蕾计

划”。１９８９年，中 国 儿 童 少 年 基 金 会 设 立 了 我 国

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

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１９９２年正

式定名为“春蕾计划”）。据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 会

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春蕾计划”已 累 计 募 集 资

金１０亿多元，捐建“春蕾”学校１０００多所，资助了

２００多万人次贫困女童，对４０多万女童进行了实

用技术培训。但不足的方面主要是：①覆 盖 的 范

围还不够。②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结 对 救 助（春 蕾

桥）、春蕾班、春蕾学校和春蕾计划实用技术 培 训

等４个主要的子项目还不够，有待 扩 展。③救 助

的女童人数还很有限，往往只能作 为 补 充。④宣

传还不够，特别是“春蕾计划”是如何运作的，其中

可能出现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什么对

策等等。
第二个 思 路 是 由 政 府 推 行 的“两 免 一 补”政

策。从２００５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
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２００７年在全国农村普

遍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

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但是其不足主要是：①
像“春蕾计划”一样，“两免一补”的覆盖范围依然

不够；②是需要的资金还远远达不到预期；③是在

实践中很难确定贫困家庭的标准④“两免一补”在

操作过程中还遭遇到一些没有意料到的问题。
第三个思路是建立针对困难群体的新型的救

助体系。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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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解决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各地要

加快建立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体系，帮

助他们解决看病、住房、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全

国不同地 区 对 这 项 工 作 进 行 了 有 益 的 尝 试 和 探

索。但是，其不足主要是：①是覆盖范围也不够宽

广；②所需资金的缺口较大；③是需要设立相应的

机构；④是目前社会救助工作都是由政府包揽，有
时政府做得太多还不一定有效；⑤是目前我国的

法律对此还缺少必要的支持。瑏瑣

这些致力于解决农村失学女童问题的良好措

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或多或少的存有各种

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文化援助体系做进 一

步的补充和完善。

三、女童问题研究需要文化援助体系的补充

综合查找近几年国家社会基金项目和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等项目，发现此类项目的研究相对 较

少，相关研究只有有限的几项：（见下表）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类别 立项时间

西部山区儿童离村就学的社会适应研究 戴岳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２０１１

留守与流动儿童关系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比

较研究
肖庆华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２０１１

西部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体系研究 陈世海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２０１１

中小学生弱势群体情感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佟雪峰 全国教科规划教育部重点 ２０１１

大面积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和缩小校

际差距的有效途径研究
胡邦永 全国教科规划教育部重点 ２０１１

农村留守儿童的精神诉求与教育策略研究 万增奎 全国教科规划教育部重点 ２０１１

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邬志辉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２０１０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查报告 赵环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２０１０

农村教学点问题研究 郭清扬 全国教科规划国家青年 ２００９

　　从上表可知，关于农村失学女童方面的研究，
更多的则是关于某一方面的局部性措施或外围的

相关研究，而关于农村失学女童文化援助体系 研

究相对较 为 薄 弱，急 需 进 行 理 论 化、体 系 化 的 梳

理，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女童的失学问题。

四、基于文化援助的农村失学

女童之问题解决策略

　　农村失学女童的文化援助体系的构建，需要

两个前提性条件：一是对代表性地区进行调查，以
求掌握当前农村失学女童在入学、接受教育、所在

学校的教育质量、学习兴趣、课程的现 实 匹 配 性、

地方政府政策的执行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 进

一步的专项研究奠定基础；另外，再对当前我国在

探讨解决农村失学女童的典型个案研究本身进行

深入研究，探讨他们在工作作法中存在的问题 及

值得借鉴的经验，探讨其利弊，寻求政策与制度方

面的对策。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农村（或贫 困 地

区）女童教育的变迁实践及其他们对失学女童的

理论研究中获取可借鉴的经验和理论智慧，探 讨

对中国农村失学女童教育的启示。在这两个条件

上构建的文化援助体系主要包括：
（一）充分发挥乡镇村文化站（室）的功能。现

代农民既需要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艺体 育 活

动，更需要致富的科学技术，因此农村要走出“唱

唱跳跳”的 小 文 化 的 圈 子，建 构 集 文 化、教 育、科

技、娱乐、体育等丰富内涵 的 大 文 化。为 此，需 健

全以县文化馆、图书馆为龙头，以乡 文 化 站、文 化

中心为枢纽，以村文化室为基础，以文化户为补充

的多层次的农村文化网。特别是搞好乡镇文化站

建设，加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普及科学，辅导农村文化活动，提 供 致 富 信

息，挖掘、搜集、整理民间民 族 文 化 遗 产。开 展 文

化科技普及活动，定期、不定期地组 织 巡 回 辅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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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开办各种培 训 班。抓 好“希 望 工 程”、“ｌ十ｌ助

学活动”等有益的社会文化活动；组织各书店、图

书馆、博物 馆 下 乡 卖 书、借 阅、巡 展，以 集 镇 为 中

介，加强城市文化市场对农村文化市场的辐射，带
动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文化站（室）在发挥应有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功能的同时，也应 促

进区域性文化教育观念的更新，使越来越多的 村

民真正意识到女童接受教育的重要意义，从而 从

根本上解决农村女童的失学问题。瑏瑤

（二）进 一 步 拓 展“农 家 书 屋”的 育 人 功 能。

２００７年３月，中 央 文 明 办、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等 八

部委联合下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指导

全国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此后，由政府规划主导、
图书馆及社会各方参与、农民自主管理的建在 行

政村上的公用文化设施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 来。
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 群

众看书难、借书难、看报难、音像制品少的问题，满
足了农民求知成才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 望，
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一项重要举 措。
农家书屋不仅普及法律、播撒文明，传 播 科 技、帮

民致富，而且净化风气、促进和谐。许多农家书屋

还起到了“读书育人”与“读书致富”的双重功效。
农家书屋的使用，使农民有了学科学、学 技 术、学

法规、学政策的机会，农民的学习环境也得到极大

的改善。因此，应充分利用农家书屋这个平台，大
力倡导积极向上的农村文化，不断丰富农民群 众

文化生活，用先进文化巩固精神文明 建 设。通 过

农家书屋，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当地农村的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农民增收，为从根本上消除

信息鸿沟搭建了良好的服务平台，并进而使所 有

村民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样，农村儿童（当

然包括女童在内）接受教育的重要意义就会深入

人心，并成为每家每户、每位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

的基本观念。瑏瑥

（三）搭建文化援助网络系统。在文化站（室）
建设和“农家书屋”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农村失学

女童的文化援助网络平台。该平台主要有三项功

能：第一，将物质的文化载体和非物质的文化载体

相结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并及时将当地的相关

材料上传网络，以丰富网络资源，为文化援助体系

的构建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和区域 氛 围。第 二，
将农村儿童（特别是女童）的教育情况在网络上予

以公布。这样，一方面能够监督农村 女 童 接 受 教

育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也能让更 多 人 知 道、了

解农村女童教育情况，并在有必要时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支持女童接受教 育。第 三，文 化 援 助 网

络的建立，能更有效地推进远程教育的开展，也方

便“农家书屋”和文化站（室）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更方便建立完整的失学女童数据库。

（四）加强文化援助体系的主体建设。农村失

学女童的文化援助体系的构建，需要社会各方的参

与：除了政府机关、教育行政部门以外，还需要每个

乡村的村委会参与监督与管理，需要每个农村学校

教师的参与、需要家长的支持与配合，等等。特别

需要的是，体系的主体，需要非定期和定期相结合，
即文化站（室）工作人员应作为定期的文化援助体

系的主体，承担着日常的援助 任 务 和 信 息 提 供 功

能；而支教的大学生、社会热心人士等作为非定期

的主体，承担着短期的、针对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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