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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学校。”记者跟随

广元市利州区清河小学校长廖中华从市区

出发，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抵达这

所利州区最边远的乡村学校。

下车时，廖中华汽车里程表上的数字刚

好跳到82000，而3年前刚到清河小学时，他

的汽车里程还不足 1 万公里。“3 年开了

72000公里，基本都是来回学校的路。”

清河小学地处金洞乡清河村大山腹地，

夏秋季节，唐天峡山谷间晨雾缭绕、飘浮流

动，远远望去，山巅的清河小学犹如坐落在云

海上，当地人便把这所学校称为“云端学校”。

跨进校门，一个典型的乡村学校映入眼

帘：三层楼高的教学楼，以旗台为界，分为上

下两级的操场，围绕操场一侧，分别是教师

周转房、学生住宿楼、食堂和卫生间。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介绍起学校

的硬件条件，廖中华很自豪。学生宿舍配备

的是实木上下床，学生可以洗热水澡；一个

人工草皮铺设的操场，一个塑胶操场；还有

一间“未来教室”。

2018年，清河小学在校学生仅12人，曾

差点被撤并。经过利州区教育局充分调研

后，学校被保留下来了。原因很简单：这里距

离最近的三堆镇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如果学

校被撤掉，学生只能去三堆镇读书，面临着

需要租房或者没法上学的情况。

2018年底，现任三堆镇初级中学校长的

董朝刚临危受命，从广元万达中学调任清河

小学当校长。“要稳住学校，必须要有转变。”

董朝刚调整办学思路，从改善硬件条件入

手，办寄宿制学校，为学生提供“家园式的服

务”。装修学生宿舍、美化校园环境、实行营

养餐……董朝刚的努力，让学校有了变化，

更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2020年秋季入学，

学生回流，达到78人。

2021年，廖中华从董朝刚的手里接过接

力棒，把办高品质的乡村寄宿制学校作为自

己的目标。“小并不意味落后、弱小，反而应

该是一种优势，小学校、小班是教育教学深

度变革最容易发生的场域，更适合学生个性

化发展，更容易实现学校的创新发展、特色

发展。”在廖中华看来，“村小就是弱小的代

名词”这一观念正逐渐被扭转。

“教蕨类植物，带着孩子出校门就能观

察。”2022年入职的教师杨丹很喜欢清河小

学。在她眼里，这里反而是一片教育的理想

之地，“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就不应该坐

在教室里，应该发挥乡村学校的真正优势。”

“小班教学也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反而走在了前沿。”张朝阳在清河小学

工作了38年，在他看来，就像廖中华经常告

诉老师们的话：小班化教学、差异化教学，乡

村学校正是最好的试验田。

如今，清河小学吸引了 30 多个三堆镇

上的学生前来寄宿，学校还多方联动，为他

们开通了“红领巾公交”。

“不断去链接资源，以开放的心态去办

学。”廖中华说。3月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旗下的“親基金”教育基金捐建的“未来教

室”项目落户清河小学，为学校带来了价值

15万元的教学一体机、桌椅、书柜等硬件设

施和 606 套图书。每天晚上，清河小学的孩

子们能在“未来教室”阅读一个小时。

“一所乡村学校，对乡村意味着什么？我

认为是乡村的精神归属。”去年，清河小学还

办了农民运动会，邀请村子里的老人、孩子

一起玩游戏。最近，廖中华正通过利州区人

大，呼吁保护和抢救乡村农耕文化，在学校

建立一个乡村博物馆。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近期，教育部在贵阳市召开2024

年度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明确指出，乡村教育是

2024年基础教育四项重点工作之一，要有效应对学龄人口

变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补齐办学短板，提高治理能

力。长期以来，乡村学校因小而“穷”、因远而弱，面临着条件

简陋、生源萎缩、师资流失等诸多困难。穷则思变，裂隙也是

光照进的地方，近年来，不少乡村学校在困境中积极求变，

借助乡土优势，开发多方资源，打造“小而美”的教育生态。

本报记者深入走访了3所有代表性的乡村学校，探寻乡村

教育者的坚守与突破，展现乡村教育的别开生面。

从成都市出发，只需一个小时的车程，

便能抵达蒲江县五星学校。这所大都市圈下

的农村学校，现在有200多名学生。

校长李国刚告诉记者，学校所在的五星

社区是蒲江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每逢雨季，

这里都会被淹，蒲江县普遍种植的果树在这

里收成不佳，当地农民大多只能外出务工。

2016 年 8 月，李国刚调任五星学校校

长，当时学校还是一所九年制学校。2021年，

经布局调整，五星学校变更为单设小学，在

校学生随之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五星学

校还面临着许多乡村学校的共同难题：教师

流动性大，学校硬件设施较差。

李国刚做的第一件事是凝聚人心。他提

出了“五星之师”评价改革，即育人之星、教

学之星、服务之星、和乐之星、未来之星，不

靠考试成绩评价老师。其中，“和乐之星”专

门为 55 岁以上的老师设置，“服务之星”为

门卫、保安、食堂员工设置，争取让每一位教

职工都有获得荣誉的机会，从而增强他们的

归属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硬件改善方面，李国刚“到处化缘”：县

文旅局添置运动设施，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援建

开放书亭和劳动教育基地，县总工会和县妇联

建成了教职工休闲书吧，县政协和爱心企业捐

赠大量图书，建起了3间学生开放书屋……

“一定要用好资源，让学校变强变优，让

社会看到投入是有回报的。”这是李国刚的

经验之谈，而五星学校对政府部门和家长的

回报，排第一的是“排球”。

2023年11月，五星学校派出6支排球队

参加“奥运之星”成都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和成都市“三大球城市联赛”，参赛队伍全部

进入决赛，并荣获4个冠军、2个亚军。

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小学，在全成都

市的学校里脱颖而出，这是几年前学校刚开

始启动排球运动时没想到的。

“初中学生搬走了，留下了宽阔的场地；

农村孩子嘛，有的是体力，无论跳高、跳远、

打球都不在话下；更重要的，这些器材设备

都不贵。”李国刚说，变为小学后，学校要找

到特色发展之路，思来想去，体育最适合。

2021年初，五星学校以“排球人生”课程，开

启了特色发展之路。

“我们不去搞那些花钱多的‘高大上’项

目，做排球就是为了学生身体好，同时学会

一项运动。”秉持这样的初心，排球运动在五星

学校实现了全覆盖：教室门口学生的排球一排

排挂得整整齐齐，大课间的排球操成了亮丽的

风景线。2021年9月，组建刚刚半年的五星学

校排球队，就在蒲江县“爱成都·迎大运”中小

学生排球比赛中一鸣惊人，男队、女队双双夺

冠。后来，学校加强梯队建设，成立了10支排

球队，近一半的学生成为校排队员。

“2022 年的五星学校视力筛查结果显

示，学生近视率比上年下降了 5-6 个百分

点。”五星学校德育处主任杜济洋说。排球带

来的信心，让学生学习也更加用心。今年 7

月，五星学校6支排球队将参加全国小排球

锦标赛，排球队员们将进入更大的赛场拼搏。

“一定要起跑，不要总在赛道之外。”这

是李国刚的看法。无论乡村教育的路有多艰

难，学校该做的事情，都要创造性地去做。如

今，五星学校主动对接四川工商学院体育学

院，着力全方位帮扶提升，筹划开设游泳课，

让五星学校的孩子都学会游泳，是这所位于

“易淹区”的农村学校的新课题。

“我们是城市夹缝中的一所学校。”井研

县王村镇磨池小学校长牟建国介绍，学校虽说

是井研县最偏远的农村学校之一，却与乐山市

市中区茅桥镇接壤。市中区有学生来这里上

学，同样，这里的学生也会去市中区上学。

2018年，牟建国任磨池小学校长时，学

生有近400人。6年来，学生人数逐渐缩减，

目前有202名学生。

“我其实不太焦虑规模问题，学生人数

没有大幅锐减，我们仍然要看到吸引力。”近

几年，磨池小学一直都有学生回流。为何能

吸引学生回流？在牟建国和学校老师看来，

原因是学校教学质量好，老师们尽心负责。

让牟建国更忧虑的是农村学生的“离

农”现象。如何让乡村孩子掌握基本的农事，

守住乡愁？磨池小学选择坚持做耕读教育。

早在2014年，学校就根据地理条件及农

村特点，将学校一处大约600平方米的空地

建设成了学生的劳动实践基地，划分出了20

块种植基地，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习、实践。

教师依据农时带领学生种植蔬菜瓜果。同

时，学校也带学生走出校园，了解现代农事。

无论是走在学校，还是走在王村镇的场

镇、乡间，记者发现道路和家家户户门前都

打扫得非常干净。

“学校对于乡村文明风气的养成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牟建国介绍，磨池社区的环境

卫生在全县都是数得着的。学校与社区密切

配合，通过学生引导家庭爱护环境卫生。

磨池小学的学生家长大多在本地就业

打工，早出晚归是他们的日常。早上刚过 7

点，就会有学生陆续到校，而下午6点后，有

些家长才能来学校接学生。

学校没有条件寄宿，这些需要晚接的孩

子该如何安顿？学校向社区求助，社区便建

立起了“五点半”托管课堂。

“每天下午到了放学时间，我们就去把

孩子们接到这里，通过开展文化学习、绘画、

手工、种植和农耕文化体验等活动，让孩子

们体验到童年的乐趣，同时也为很多家庭解

决后顾之忧。”王村镇磨池社区党支部书记薛

敏介绍，社区整合“童伴之家”、农家书屋等资

源，打造“五点半”托管课堂，现占地面积1570

平方米，配备有文化学习室、心理健康辅导

室、志愿者服务室、户外实践基地等。

其实，更让牟建国忧虑的是教师结构性

缺编的问题。以美术教师为例，学校一直都

没有专职教师。学校现在的美术教师简荣即

将退休，原本教语文的她从1998年开始就负

责学校美术教学的相关工作。

“乡村的孩子对大自然的观察能力很

强，想象力很丰富。”在简荣眼里，这些没有

经过专业机构培训过的孩子，反而有更生动

的美术表现。去年，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县上

的农民画活动，还有学生作品入选展览。

“所有的问题都要去面对和解决。”牟建

国说，就如同磨池小学的办学理念一样：每

天进步一点点，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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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发展，是教育强

国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2021年以来，在人口城镇化与教

育城镇化的相互作用下，四川加

速推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乡村

小规模学校快速削减，保留下来

的这类学校均属于“必要的”和应

当办好的乡村学校。在以上3所

小规模学校案例中，我们看到了

乡村教育发展的希望。

乡村学校更有可能成为真正

体现因材施教理念和促进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教育实践场地。乡村

学校发展不与城市学校比拼通常

意义的分数，这并非乡村教育另

辟“赛道”，而是回归教育本质，迈

上发展的“正道”。案例学校通过

营造温馨校园，实施小班化教学，

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在大自然

中观察与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更有利于他们的全面发

展；让每位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体

育项目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增

强学生体质，降低了近视率，体现

学校教育真正的高质量；引导学

生在农村的真实情境下学习农事

技能，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体验

乡村生活的乐趣，增强了乡土文

化与家国认同。这些实践创新，是

城市学校在追求规模效益背景下

难以企及的，正在成为未来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态。

办好乡村学校需要良好的教

育生态的支持。乡村学校的发展

离不开当地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案例学校与社区合作共建托

管课堂，接受企业捐赠建设开放

书屋，联合开展农民运动会等，这

种教育资源整合与校地互动，不

仅让学生得到切实关爱，丰富了

课余生活，减少了部分家庭租房

陪读的负担，也使学校成为社区

文化中心，引领和助力乡风文明

建设，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实

现赓续传承。

当乡村学校的发展与乡村的

发展实现共生融合，学校就不仅

仅是一个教育机构，而是深深嵌

入乡村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

系统中，师生们将在其中获取工

作、学习与生活的意义，这种有根

有土壤的教育活动正是乡村教育

的价值所在。当前，我们所看到的

乡村教育的希望，更多有赖于热

爱乡村教育、具有乡村教育情怀

的教育工作者的坚守和社会各种

力量的深度参与，今后，还需要将

这种实践力量转换为制度层面的

保障与支持，方能持久激发乡村

教育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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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小学 “云端学校” 理想之地

五星学校 大都市边缘村小的“排球赛道”

磨池小学 在城市夹缝中坚守耕读底色

专家点评

清河小学学生在油菜花田中展示画作。

五星学校学生在操场上练习排球。

磨池小学学生在菜园里开展劳动实践。

回归教育本质
迈上发展“正道”

■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焦蒲

这3所乡村小规模学校，代表了四川盆周山区、

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带不同样态的乡村学校。他们面

临的乡村教育发展中的“困”与“机”，他们在新时代

所坚守的教育初心，和找寻到的生长点，一定程度

上又反映了当前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和机遇。

开放，这是在采访3所学校时我所强烈感受到

的第一个共同点。这些乡村小规模学校开放的步伐

比许多城里学校迈得更快、更远，校长办学思路更

加开阔，更加勇敢地寻求社会帮助，链接一切有利

资源，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学校的生长点。

“有一天乡村学校会成为稀缺资源”“乡村小学

校也能有能量”，类似话语在采访中不断被校长和

老师们提及。自信，是我感受到的第二个共同点，利

用小班化优势，“像带研究生一样教学生”；利用在

地资源，走进自然上课；“不搞‘高大上’，但认真踏

实肯定能出成绩”，仅靠一颗排球带动学校走上冠

军之路。

在3所学校的采访中，我们同样看到很多乡村

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淳朴乡风的日益变淡，乡村

文化的渐行渐远……但所有的学校都在坚守乡村

学校的办学初心：守住乡愁，为学生托底，为乡村托

底。筹建乡村博物馆、收集散落的山歌、让“离农”的

学生重拾农事、让“留守的孩子”有人陪伴……学校

从不放弃学生，乡村学校也从未远离乡村。

有坚守的初心，有开放的姿态，有迎接未来的

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育强国的道路上，乡村

教育的未来不会迷茫。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