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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乡村教育发挥基层社会治理 

功能困境及对策建议 

白琴芳
1
 刘星明

2
 苏文苹

1
 吴晓丽

3
 张艳磊

1
 顾泽鑫

1
 李明辉

11
 

（1.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昆明 650201； 

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 650201； 

3.西南林业大学，云南昆明 650201）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是实现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路径。乡村教

育基层治理功能是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结合当前云南乡村教育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面临

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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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承担着文化传承、村民教化、乡村治理等社会治理功能，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振兴乡村的重要途径。乡村教育

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是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方面。然而，当前云南乡村教育基层社会治理功能被极大地削弱，

归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乡村社会荒漠化 

1.1村庄“空壳化”严重 

随着城镇化趋势加强，越来越来多的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国家实施随迁子女“两为主”、“两纳入”政策后，越来越多

的外出务工人员把孩子带到打工的地方上学，据统计，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 38.14 万人。其

中，在小学就读 28.09 万人，在初中就读 10.04 万人，那些走不出去的老人和孩子成了乡村社会的守望者。访谈过程中，红河

州屏边县一位村书记反映：该村全村 760 多人，一半以上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病残的老人及儿童。云南省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 79.61 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 54.18 万人，在初中就读 25.43 万人。乡村学校成为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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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管教中心，外出务工的家长一年回来一两次，短暂的相聚后又离开，平时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学习都由老人“管”，亲

子分离和隔代抚养使家庭教育功能削弱。面对近乎空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了乡村教育唯一的主角，仅凭学校自身力量，

要扛起乡村教育这面大旗，实在令人堪忧。 

1.2传统精神文明瓦解 

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弱化，村民参与集体活动积极性低。多位村“两委”负责人反映，村里有事开会时，很难集中，往往要

抬着喇叭在村里喊四五遍，人才稀稀拉拉到齐。甚至有的村出现开会发钱人才到的现象。农村传统的民族活动越来越少，多数

村民都认为这些活动没有意义，因此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少。村寨里以前村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研讨手工技艺的场景已见不到，

现在见到村民聚在一起都是吃喝、打牌、赌博的场景，社会风气较差，农村公共生活形式基本瓦解。 

2 乡村教育课程与民族文化、乡土资源断裂化 

在当前“学校盯分数、家长看分数、社会比分数”的社会影响下，乡村教育在教学实践中无论是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还

是教学过程都以应试为主。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礼仪、节庆活动、生活与生产经验、手工技艺等已逐渐淡出乡村孩子的生活。

应试趋势的乡村教育使农村孩子与乡土生活的接触与体验不断缩减，教材成为单纯的形式和符号。 

在国家推行的课程改革中，虽然设置了三级课程体系，但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没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百分之七八十的国家

课程内容还是无法适应目前我国的乡村教育实际。很多乡村学校盲目地学习推广城镇学校的课程体系，多数课程以学习外界知

识为主，对本地方特色的学习、宣传较少，甚至没有，对乡村资源的有效利用较低。在云南各州市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小学

有门课程叫《地方与学校课程》。当看到这个课程名称的时候，笔者很好奇，跟老师借了相关的教材来看，发现这门课程涉及的

教材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动物王国》、《丰富的云南特色特产》、《游走彩云南》、《童眼看云南》、《云南的自然环境》、《奇

山异水云之南》等，主要都是学习安全知识和云南的整体性知识，对本地方风俗人情介绍的书籍几乎没有。云南省很多县、乡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成绩很明显，但在民族文化与乡村教育融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很多民众、教师甚至是相

关部门没有保护本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也没有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3 乡村教育孤立化 

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的文教中心，是把农村人才输送到城市的起始点，而如今却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孤岛”。如今教育

成本高，周期长，回报率低。在农村很多家庭面临着“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问题，特别是家里有上大学孩子的家

庭，因教致贫、因教返贫问题比较突出。通过对云南某高校学生消费水平的调查，一个本科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在 1500～2000

元左右，一年需要 1.5～2 万元左右，四年至少都要 6 万，这费用仅是生活费还未包括学费。按云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 3260 元

计算，一个大学生 4年生活费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 20年的纯收入，因此，很多农村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出去打工，这样收

入来得更快捷，更直接。有个家长这样说：现在读书政府不包分配工作，找工作都要关系，我们农民没有关系，一家人砸锅卖

铁把娃娃供完大学，等到娃娃大学毕业，家里也被掏空了，孩子毕业后也只能回来种地，要么就在外面打工，读书还有什么用。

话语中无不充满了对教育、对如今社会的不满与无奈。的确，“中国的“毕业即失业”的教育与社会危机事实上是转嫁到了农

民（还有城市平民）身上，沦为乡村和城镇流民的农家子女，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负担，更是不堪承受的精神负担。”我们

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 14个百分点。当地因接受教育而改变命运的榜样模

范少，这也是影响乡村教育被孤立的原因之一。调研中发现，本地方通过教育走向成功的人越多，榜样越明显，该地学习的氛

围就越好，反之越差。 

4 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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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改善乡村薄弱学校、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乡村学校

硬件设施如道路、教师宿舍、学校公厕、食堂等条件有所改善，但优质师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仍较突出。在云南省 11 州市 16

所学校师资队伍现状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经济条件越差、越偏僻的地方，教师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及职称结构

越不平衡，越偏僻的学校年轻教师越少、学历低的老师比例越高、高职称比例越小、偏远地方的教师教学任务也比乡镇或城乡

结合点教师教学任务重。有个老师反映：“以前在村完小“包班”上课很普遍，一个老师既当班主任，又要上本班的所有课程，

近几年这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村完小教师的教学任务仍比较重。”调研数据显示：近 40%的村完小教师要承担 2个及以上年级、

4门以上课程，部分老师多达 10门课程，一半以上教师都是每周 20-32节，部分老师多达 36节。玉溪市新平县一位村完小校长

说：100人以下的村完小近 4年年平均课时量达 840节。如此多的课时让乡村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提高教学水平和自身

素养，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影响着乡村教育质量。 

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目前乡村教师编制配备率基本高达 96.6%以上，村完小如果按师生比算已超编，但是

近 64%的村完小教师认为本校教师人手不够。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目前“自上而下”的核编方式没有考虑到乡村学校的实

际需要。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云南乡村教育要更好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需在以下几方面多做努力。 

4.1完善相关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 

针对农民进城务工潮，相关政府部门应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并降低农民创业门槛，从金融部门争取给返乡农民办

理创业贷款、无息贷款等优惠项目；其次也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让农户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庭，减少留

守儿童数量。再次要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解决“留守儿童”生活无人照顾、学习无人指导、安全无法保障等问题。 

4.2借鉴经验采取制度化的措施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促进乡村教育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 

乡村学校应因地制宜，挖掘地方历史和特色文化，重视通识教育的同时也兼顾民族文化与乡村教育的融合发展。创新校本

课程体系，聘请学者专家或民间艺人来学校授课，将当地民族语言、文字、民俗文化、舞蹈、乐器、民间体育活动、手工制作

等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列入教学活动，将融入民族元素的舞蹈改成课间操，让孩子们唱起民族歌、跳起民族舞，即锻炼身体，

又陶冶情操，最重要的是让农村孩子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提升民族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等级，从而确立乡村文化自信，

扎下乡土根脉。 

4.3重树乡村教育培养目标，满足农村孩子的多元化需求 

“一旦乡村少年在学校教育中的经验与其在乡村生活中的经验发生价值取向的背离与阻隔，两者缺少必要的沟通与融合，

就很可能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的精神危机。”乡村学校是通过提供场所和师资等多方面的服务和支持来促进农村学生学习发展

的的精神场域。学校在发展思路上应由之前关门办学转为开门办学，让农村孩子、家长、大众村民等各个群体都受益。学校应

充分考虑乡村孩子的特点和需求，为满足农村孩子多元化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既向学生传授与升学考试有关的知识，也要

让学生学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与技能，还要培养农村学生挖掘和传承优秀乡土文化的能力。总之，要积极探索符合当地教育

发展实际，满足农村孩子多元化价值需求的乡村教育之路，让农村孩子就算升学无望、就业无门，也要让他们创业有路。“乡

村教育不能只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帮助学生“走出农村”或帮助他“在农村更好生存”为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更应关

注学生的文明观、世界观的教育，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乡村教育的根

本，也是我们反复强调乡村文化教育的意义所在。” 

4.4发展“互联网+教育”模式，推进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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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城乡优质师资不均衡问题，要通过“外招”、“内培”、“交流”等形式，给乡村教师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并构

建一个在教师培养、聘任、评价、管理等基于标准、认证程序规范的乡村教师治理制度体系，培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教

得好、走得远”的乡村教师队伍。同时也要积极探索符合当地教育实际发展的“互联网+教育”模式，推进教育信息化，实现优

质课程、优质师资共享。通过“互联网+教育”模式，营造农村孩子、乡村教师“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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