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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文化困境突围中农村学校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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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农村学校撤点

并校工作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反思这次大规模撤点并校工作对农村文化的消极影响，认为“后撤点并校

时代”农村学校应该也能够对农村文化困境的突围有所担当，即通过科学、稳妥地恢复或重建一批农村学校，

为农村文化立魂；培育为全体农村儿童服务的学校文化，接续农村文化发展的血脉；加强学校与家庭、社区 的

互动，有效促进农村文化的活化，为农村文化的发展尽教育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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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 于 规 范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要“坚决

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撤并”，叫停了运行十年有余的本轮农村学

校撤点并校工作。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学校撤点并校

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即学者所言的“后撤点并

校时代”［１］。
根据教育部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从２００１年开

始至２０１１年，各类被撤并农村学校数目惊人，具体

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１年与２０１１年各类农村学校数

年份
农村小学／

所

农村教学点／

所

农村中学／

所

农村初中／

所

２００１　 ４１６　１９８　 １１０　４１９　 ４１　０３８　 ３５　０２３
２０１１　 １６９　０４５　 ６０　９７２　 ２０　９９７　 １５　１１２

减少学校数 ２４７　１５３　 ４９　４４７　 ２０　０４１　 １９　９１１
减幅／％ ５９．３８　 ４４．７８　 ４８．８４　 ５６．８５

资料来源：依据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部 网 站 统 计 数 据（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整理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也形象地描

述了这一状况：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在 我 国 农 村，
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６３所小学、３０个教学点、３所

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４所农村学校［２］。
毫无疑问，十多年间，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所进行的这次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在改善农村

办学条件、优化农村教师队伍以及提高农村学校办学

效益和办学质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

的，它也契合于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战略目标。但

由此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同样引人注目，如部分学生

由于上学距离太远，而引发的交通、安全、辍学以及家

庭经济负担加重等问题；由于学校资源有限，加之建

设不到位，造成合并校大班额，甚至超大班额的出现；
一些寄宿制学校学生住宿条件差；农村学校的撤并所

引发对乡土文化的负面影响等等。
众所周知，学校之于乡村，是农村文化 进 化、更

新、繁荣的文化堡垒，是农村文化过滤、加工、整合的

文化机关，是国家新文化体系建设的最基层组织之

一［３］；乡村之于农村学校、农村儿童，也同样 是 其 生

存之根、文化之根。而面对农村学校如此巨大的减

幅，由“撤点并校”所引发的农村在文化方面的诸多

困境，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深思。

一、反思：“撤点并校”对农村文化的影响

农村文化是与“城市文化”相对应的一种区域文

化，也被称之为“乡土文化”或“乡 村 文 化”，它 是 农

民在乡村环境中长期生产与生活而逐步形成和创造

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包括语言、风俗习惯、思想

道德、情感心理、生活情趣、处世态度、人生追求、宗

教信仰、行为准则、娱乐、竞技、民 间 工 艺 等［４］，是 联

系乡情的纽带，也对乡民行为和相互关系起着规约

作用。可以说，农村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在我们大踏步地实现现代化、城市

化的理想蓝图时，农村文化的消解令人堪忧。而我

国自上而下实施的这次规模巨大的“撤点并校”，作

为实现农村教育现代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举措之

一，更是以多种途径的共同作用加剧着农村文化的



困境。
（一）“离农”倾向的学校文化，割断了农村文化

发展的血脉
“离农”教育是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高级

技术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业和农民进入城市主流

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５］。早在２０世 纪

二三十年代，很 多 学 者 对 此 就 有 关 注，如 陶 行 知 所

言：“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

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

变成书 呆 子”［１］。时 至 今 日，这 一 局 面 并 未 得 以 改

变，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使城市文化理所

当然地成为了学校文化的主流。
农村学校的撤点并校，更加剧了学校文化的“离

农”倾向。首先，随着居于乡间的教学点、村小的撤

并，合并后的学校多坐落于乡镇，这些乡镇在生活方

式、处事态度等很多方面都已经“离农”，而更深刻的

是他们强烈的“离农”心理和价值取向。这样的外部

环境，自然会对学校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

次，撤点并校后，寄宿成为学生上学路途太远问题的

解决之道，寄宿制学校大都采取全封闭式的管理模

式，这就使学校俨然成为隔离于乡村社会之外的“国
家单位”，紧闭的校门限制了学生与家庭、农村社会

的文化交互，切断了学生与生活的本真联系［６］，学校

文化俨然成为一座“文化孤岛”，孤独地演绎着主流

文化，毫无额外的补给。第三，学校撤并后普遍存在

学生人数增加的现象，出于安全或可操作等因素的

考虑，学校文化活动的频率和质量普遍下降，更遑论

开展具有浓郁农村学校特色的文化活动，从而导致

农村文化熏陶作用甚微，倒是全国统一的各科课程

不断重复着“离农”的曲调，不断渲染、强化以升学、
逃离乡土社会、进入主流社会为主的强势价值。

在强势的“离农”倾向的学校文化浸染下，少数

优秀的农村“精英”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流入了城

市；而大部分“学业失败者”重新回到了生养他们的

这片土地，他们本应成为他们所归属的乡土文化建

设与发展的主体，但由于学校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

想象，使他们已经远离了自己脚下的土地，以至于虽

然生活在乡村社会，却很难把自我存在的根基扎入

乡土之中，他们成为了无根的存在，成为了置身乡土

社会之中的精神流浪者［７］（Ｐ８）。因此，农村文化发展

的血脉就这样被无情地割断了。
（二）缺位的代际交流，削弱了农村文化发展的

动力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在其《文化与承诺》一书

中，从人类文化传递方式的差异出发，将人类社会几

千年的文化传递模式划分为三种：前喻文化、同喻文

化和后喻文化。其中，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

辈学习；同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

同辈之 间；而 后 喻 文 化 是 指 长 辈 反 过 来 向 晚 辈 学

习［８］。笔者认为，对于农村文化而言，这三种形式不

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在综合发挥着作用，其中农村文

化的传承主要依赖前喻文化；而文化创新的动力更

多来源于后喻文化和同喻文化。因此，代际交流对

于农村文化的发展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农村学校的大量撤并，代际交流日益匮

乏，出现代际交流缺位现象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由于缺乏沟通交流的时间所致。撤点并校后学

生寄宿在校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往返家校的路途当

中，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撤点并校前，放学

后，孩子们可以参与到更多的生产生活中，在此过程

中，孩子们与家长、村民之间的交流就成为农村文化

传承和创新的有效途径和动力。正如有学者谈到：
构成其童年生命重要内涵的，就有老人与年长者在

田间劳动之余讲述的民间故事，包括村里稍微多读

了一点书的成人讲给孩子们听的三国、水浒、西游记

的故事［７］（Ｐ３８）。同样，接 受 了 主 流 文 化 教 育 的 孩 子，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将一些先进的、适于乡土的

信息，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氛围中反哺给长辈。然而，
撤点并校后，学生们不再有如此惬意的时光去受或

者授，乡村 文 化 发 展 的 动 力 就 此 被 大 大 地 削 弱 了。
第二类情况就是很多家长选择在孩子上学的乡镇租

房陪读。此类情况，虽然家庭内部代际交流的时间

有了保障，但远离了乡土社会整体文化的支撑，家庭

的代际交流对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动力功能也

就无形中被弱化。
（三）农村学校的撤并，瓦解了农村文化发展的

整体
农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政治、经 济、教 育

等的综合作用，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很多学者高

度评价了学校对于农村的重要性，认为学校并不是

一个没有意义的空间，它与农村社区有着复杂的联

系，关闭学校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抽离了乡村社会的

意义存在［９］；它是所在区域“适宜居住性”的象征，在
我国的一些偏远山区，农村学校，哪怕一个小小的教

学点，也是现 代 文 明 的 重 要 代 表［１０］；学 校 的 存 在 与

否对农村居民的心理及文化归宿感会产生重大的影

响［１１］。基于调查研究的结果，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社

会学家托马斯·Ａ·莱 逊 认 为，与 没 有 学 校 的 社 区

·０１１·



相比，有学校的社区要更稳定、更繁荣［１２］；日本学者

境野健儿则提醒大家：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一所学校

的价值，多数 情 况 下，要 等 到 惋 惜 地 看 着 学 校 失 去

时，才能明白［１３］。
但随着农村学校的撤点并校，当地的文化结构

遭到破坏，优质资源集中到乡镇，尤其是有知识、有

素养的“乡村能人”转入城市，这些偏远的乡村陷入

沉寂，本已贫瘠的农村更加沦为文化的沙漠，成为被

教育和文化遗忘的角落。如华侨老教师杨贵平在谈

到中国“撤点并校”问题时谈到：一个北方乡村小学，
撤了五年级后，９个家庭随上学的孩子搬走了；四年

级学生的家长，也有十几家准备搬走。同样在山西

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原有１００多户人家，村里有个

小学。学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仅仅两

年间，就有３０多个家庭搬走了，搬走的农民离开了

家园，土地也荒废了，而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
最没有办法的［１４］。学校的消失，使乡土文化的发展

失去了最有生命力的滋养；学校的消失，同样深刻影

响着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会直接反映在农村文化建设之中，它们是一个发

展的统一体。因此，伴随着数量众多的农村学校的

撤并，农村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整体正在不断瓦解。

二、进路：“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文化困

境突围中农村学校的担当

无可否认，目前我国农村文化的困境是多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一困境的突围，就需要多

种因素共同参与。实践证明，大规模农村学校的撤

并，加剧 了 农 村 文 化 的 困 境，进 入“后 撤 点 并 校 时

代”，基于对“撤点并校”工作的理性反思，尤其是其

对农村文化的深刻影响，农村学校应该对农村文化

的解困有所担当。
（一）科学、稳妥地恢复或重建一些农村学校，为

农村文化立魂
众多研究已经证明，农村学校作为农村唯一的

公共教育资源，文化传播中心的地位突出；教师作为

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学校因

其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等，成为农村文化堡垒，承载

着建设农村文化的使命［６］，学校、村民、农村 文 化 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群落。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
大规模的撤点并校，既引发了教育上的诸多问题，也
伤害了当地村民的感情，更是对农村文化发展的致

命一击，许多乡村由于失去学校，而日益凋敝。
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首先，我们需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形成对过去工作的得与失的理性判断，不
搞简单的“一刀切”；其次，在形成科学、理性的判断的

基础上，认识到科学、稳妥地恢复或重建一些农村学

校的必要性；第三，由政府出面抽调专家、学者、教育

部门相关人员，甚至是一些村民代表，在充分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确定恢复或重建的标准，且一

定要注意标准的可行性。但一定要警惕一窝蜂似的

恢复与重建！严把标准关，真正恢复或重建一批当地

急需，且能够在教学和社会影响方面起到良好作用的

学校。用这样一批高质量的农村学校，重新构建完整

的农村文化群落，为农村文化的发展立魂！

（二）培育为全体农村儿童服务的学校文化，接
续农村文化发展的血脉

实践证明，“离农”倾向浓厚的价值取向及由此

而形成的学校文化，将很多农村少年培养成为“无根

的存在”、乡村社会的“精神流浪者”，这生生地割断

了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的血脉。因此，农村学校必须

培育能够为全体农村儿童服务的学校文化，为农村

文化的健康发展接续血脉。
在目前国家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总体战略的

大背景下，农村学校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

要树立正确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城乡教育一体化

秉承公共教育理念和教育公平思想，因此农村教育

的培养目标必须超越以往“离农”与“为农”之争，从

教育公平、终身学习、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出发，从

保障、完善人的基本权利出发，它是为了人、发展人、
成就人的教育［１５］。这样的农村教育，能够保证所有

农村青少年 独 立、有 尊 严 地 工 作 和 生 活，无 论 是 进

城，还是留乡。其次，培养农村学生对农村文化的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任何文化都有先进的一面，也

可能会有落后的一面。我国农村文化中蕴含着很多

城市文化所不具有的优势，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

中，让学生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优劣有所了解，
对其树立农村文化自信大有裨益。当农村学生具备

了对农村文化的自信后，还应帮助其形成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理 论 由 我 国 著 名 社 会 学 家 费 孝 通 先 生 提

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

的发展趋向，具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

的自主地位［１６］。第 三，与 国 家 课 程 相 配 合，积 极 开

发具有浓郁农村文化特色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通常情况下，国家课程更多体现主流文化，在我国长

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国家课程几乎成为城市

文化的代言人，这就是学者发出“防止教科书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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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忘”［１７］的根本原因。世纪初的这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设计了课程的三级管理体制，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的出现，为农村学校营造适合农村文化、农
村儿童发展的课程创造了条件。因此，农村学校一

定要深挖本地区文化特色，开发具有浓郁农村文化

特色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这既有利于农村文化

的传承，反过来又会增强农村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觉意识。
（三）加强学校与家庭、社区的互动，有效促进农

村文化的活化
相对于个人完整的生命而言，学校教育所能提供

的文化滋养与价值教化总是简单的，不足以慰藉个人

生命需要的多样性，人的健全发展需要个人周遭的生

存空间的整体孕育。所以良好的教育需要学校文化

与个人生存其中的隐性文化、本土文化的和谐与补

充，个人周遭缄默的知识乃是个人成长的重要精神资

源，在个 人 生 命 发 育 的 过 程 中 有 着 无 可 替 代 的 作

用［７］（Ｐ４４）。因此，它们之间应该建立良性的互动。
“后撤点并校”时代，学校大多已经集中于乡镇，

很多孩子依然需要每日奔波于家校之间，甚至寄宿

在校，以往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依然无暇

享受。但学校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应该主动担负

起协调学校、家庭和社区关系的职责，促进它们之间

的互动，为学生的健全发展创造更加完整的空间和

更为丰富的精神滋养。如学校可以组织一些亲子交

流活动，引导家长注意加强代际之间的交流，形成亲

子间良性的互动，为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活

力；学校还可以主动邀请熟悉当地文化的老人、艺人

等，走进学校，为孩子们带去真实的生活、身边的文

化，也为农村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寻找更为积极的解

决之道。这样通过一所学校带动家庭、乡村，以学校

文化反哺乡村文化，用乡村文化滋养学校文化，真正

实现学校文化与个人生存其中的隐性文化、本土文

化的和谐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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