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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找优势，促成功，强自信——乡村

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十五年探索》荣获 2022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这一成果的

创新之处在于，通过生成优势挖掘理论，形成在地化

教学模式，构建自信生成机制，探索出一条适合乡村

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道路。

一、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探索之路

长期以来，我们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

向，将科学研究与农村教育发展紧密结合，深入农村

教育田野，不断破解农村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持续推进农村教育质量提升。农村教育探索之

路的重要时间节点可以概括为“30-20-10”，这些重

要时间节点是我们深耕农村教育的工作坐标，体现

出我们对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的持续性和深入性。自

1988年开始，我们响应国家优先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基础教育力量薄弱的吉林省抚

松县和东丰县开展基础教育实验改革，将师范生培

养与服务吉林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相结合，经过30余
年的不懈努力，探索出一条师范大学服务农村基础

教育的“长白山之路”，并依托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

验区，逐渐探索形成"U-G-S"教师教育新模式(U指

师范大学，G指政府，S指中小学校)，不仅提高了师范

大学教师教育质量和教育科学研究水平，还推动了

实验区学校教学改进与区域教育均衡发展。自2001
年开始，持续开展全国大规模农村教育调查，建立

100多个农村教育调研点，对信息采集点实施动态连

续跟踪，建成中国农村教育专题数据库，用数据呈现

农村教育发展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践行和

传承“学术报国”的光荣使命，做中国乡村教育研究

的引领者，积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资政服务，服务国

家重大教育决策，推动相关教育政策出台。自 2011
年开始，持续发布《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全景素

描农村教育现状，专题分析农村教育问题，典型透视

农村教育经验。通过报告全面总结农村教育发展的

伟大成就，科学研判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深度挖掘农村教育发展的实践智慧，积极引导公众

历史、辩证、自信地认识农村教育。

教育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教育的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乡村小规

模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是提高教育

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乡村小

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既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

要任务，也是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

小规模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重要举措，它

的发展与成就是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缩影。15
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探索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质

量提升。21世纪初，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县域

教育人口呈现“城挤、镇弱、村稀”的发展格局，农村

学校大量撤并。2006年，针对当时农村学校被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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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撤并，造成农村地区新的上学难等问题，教育部

印发《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

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充分考虑教育发展状况、人口

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按照实事求是、稳

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

整”“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

点”。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我国教育发展浪潮中面临

着发展前景迷茫、教育资源短缺以及自身能力不足

等困境，这些困境产生多重叠加效应，导致乡村小规

模学校发展步履维艰，解决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问

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2012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

见》，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并视情况恢复了

部分村小学和教学点，明确要求“对保留和恢复的村

小学和教学点，要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办学条件，着力

提高教学质量”，这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提供了政

策空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历经“理论研究、

实践探索、试验改进、全面推广”的不同阶段，逐渐探

索出一条“找优势、促成功、强自信”的乡村小规模学

校教学质量提升之路。

二、生成优势挖掘理论：在地资源优势、小班教

学优势、教学创新优势

长期以来，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双重困境，

既存在“规模小”造成的资源使用率偏低等问题，也

包括农村教育发展“水平低”所产生的教师岗位吸引

力缺乏、生源素质竞争力差、教师教育努力能见度低

等比较劣势，这成为制约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瓶

颈问题。一谈到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人

们往往只关注到这些不利因素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发

展的阻碍，用“没有什么”的思维方式悲观、消极地看

待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甚至许多乡村校长和教师

也认为在多重不利条件叠加影响下提升小规模学校

教学质量前景渺茫。基于长期的理论研究、个案研

究和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乡村小规模学校并非完全

处于劣势，相反还有许多城市标准规模学校无法比

拟的潜在优势。乡村小规模学校所处的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以及学校规模小、班级规模小等特征，使其

发展“自带”了提升教学质量的许多可能性，但是这

些可能性往往是“潜在”的，不能自动发挥出作用，需

要进行探索、挖掘和激活。经过长期对乡村小规模

学校潜在优势的探索、挖掘和激活，我们生成了乡村

小规模学校优势挖掘理论。

优势挖掘理论旨在通过建立乡村“有什么”的思

维方式，挖掘乡村小规模学校及其所嵌入的农村社

会的潜在教学优势，通过充分运用这些潜在优势提

升教学质量。优势挖掘理论的前提是，直面乡村小

规模学校的劣势与不足，承认并尊重乡村小规模学

校的规模特征、功能特征和地理学特征，在此基础上

进行优势挖掘。我们发现，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教学

质量提升上存在三个方面的潜在优势：一是在地资

源优势。乡村小规模学校内嵌于乡土社会，与乡村

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生活、劳动等紧密相连，可以

将自然环境、农业劳动与文化资源等进行课程化。

这些课程资源源自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的日常生

活，与儿童经验有天然的联系，深植于儿童经验之

中，为他们所熟悉，教师可以将这些资源引入教学实

践，建立起科学世界与经验世界的有机联系，帮助学

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二是小班教学优势。乡村小

规模学校具有班级规模小、人均教室空间大的特

点。班级规模小意味着教师对每个学生个性化关注

机会更加充分，具有进行小班化教学的潜在优势。

乡村小规模学校可以开展基于学生素质起点、学习

需求、学习进度、学习风格的个别化教学、差异化教

学和定制化教学，提高学生学与教师教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人均教室空间大意味着教学活动空间更加

充足，为个性化学习、合作型学习和探究性学习提供

空间便利。比如，吉林省农安县在“温馨村小”创建

过程中，认识到生源少既是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劣势，

也是其发展的独特优势。为打造“温馨课堂”，农安

县充分发挥小规模学校在实施个性化教育方面的优

势，大力推进小班化教学，开发特色校本课程，实行

教师小课题互助研究，解决小班化教学、村级学校背

景下的教学质量提升问题，为每个儿童提供适合的

课程和个性化教育。①三是教学创新优势。城市学

校往往会面临同类同级学校的激烈竞争，教学变革

的空间受挤压，教学创新会承受更大压力。与城市

学校相比，城乡社会对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期望相

对较低，农村学校教学变革承受的外部压力较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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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观上为乡村小规模学校进行教学创新提供了更

大空间，乡村小规模学校更容易成为教育思想与行

为变革的实验室。

三、形成在地化教学模式：建立乡土资源与儿童

生活经验的联结

在谈及农村和农村教育时，人们通常会用“落后

即无”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农村和农村教育的发展。

在这种认知思维下，发展农村教育的基本做法是缺

什么直接给什么的“输血式”帮扶。这种“输血式”帮

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城镇出知识、出资源

送教下乡，帮扶农村教育，可以概括为“资源输入”与

“做法输入”；另一种是农村教育主动复制城镇教育

的思想和做法，或者农村教育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

始模仿城市，引入城镇教育思想与实践，可概括为

“模仿行动”或“跟随发展”。②在“输血式”帮扶下，很

多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办学理念、学校课程、教师教学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仿城化”倾向，这造成教学与儿

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认知基础严重脱节，不仅增加

了乡村儿童课程理解的难度，而且加重了乡村小规

模学校教学与当地一方水土的“失联”。在乡村小规

模学校资源绝对紧缺时，这种“输血式”帮扶能够快

速补齐维持学校基本运转所需的底线性资源，但当

满足学校保生存的底线需求之后，依靠这种方式谋

发展时其局限性就暴露出来。经过多年探索，我们

认为最好的教育要从儿童的经验起点与素质起点

出发让儿童潜力得到充分展现，最好的学习要从儿

童熟悉的事物开始减少儿童对学习内容的疏离

感。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应该有自己独

特的发展道路，即摈弃简单照搬、移植城镇教育的

做法，认识到乡村教育作为“客观存在/存在本身”的

意义，通过最初的外界帮助激发自身发展潜力，或

通过学校内部努力，在寻求教学质量提升的过程

中，立足当地自然、社区、文化，将乡土资源与儿童

生活经验相联结，形成适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学

习的在地化教学模式。

在地化教学模式通过在乡村小规模学校与乡村

之间建立共生的发展理念，依托在地资源，利用在场

体验，重视具身学习，把教学与当地一方水土有机联

系起来，激发乡村儿童学习主体性，拉近儿童学校学

习与儿童生活经验的距离。在操作程序上，首先教

师要熟悉学生的在地化生活环境，熟悉当地自然资

源、生产资源、社区资源；其次，教师要发现在地化环

境中的教育资源；最后，将这些教育资源课程化。在

实现条件上，其一，教师要有挖掘在地化环境中教育

资源的意愿与能力，学生要有接受在地化教育资源

的意愿；其二，在地化教育资源本身要具有教育价

值，能够对教学内容起到丰富和补充作用；其三，在

地化教育资源课程化对教学时间也提出一定要求，

教师需要付出额外时间。在教学评价上，可从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社区嵌入感、学生对社区认同和主流

价值认同、在地化资源对教育质量的提升效果等方

面进行评价。2014年以来，我们与四川省蒲江县开

展持续性合作，进行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

改进试验。蒲江县有茶叶、柑橘、猕猴桃等全国地标

产品，县域内“两山一河三湖”，是一座典型的田园城

市。根据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着力将蒲江县农村

教育打造成“现代田园教育”。在推进现代田园教育

的过程中，逐渐凝练出“自然、绿色、融合、开放”四个

核心要素，形成“回归自然、回归社区、回归书院”三

大特征。在“自然”这一核心要素中，依托本土自然

生态资源，推出“竹品人生”“1+3X红樱桃”校本课程

以及包括“梦想选修课程、校园农耕课程、市民体验

活动课程”的田园梦想课程体系等，③既能让教学内

容更好契合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又能提升农村学

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四、构建自信生成机制：明方向、找资源、育能

力、正反馈、促成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

是在“城强乡弱”“城优乡劣”的语境下展开的，乡村

小规模学校成为“小而弱”“小而差”的代名词。从客

观事实看，在经费投入水平、教师队伍素质、学校办

学条件以及教学质量等方面，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

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从主观感受看，农村教育缺乏

成功体验，“农村”的身份属性让农村教育主体产生

自卑心理，缺乏对乡土文化的价值认同，容易自我怀

疑和自我否定，陷入自信危机。同时，生源质量是教

师教学工作的起点，影响着教师教育效果的表达。

面对生源质量低的教育现实，农村教师在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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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使付出比城市教师更多的努力，学生成绩有明

显提升，但从教育结果上看教师教学努力的能见度

也比较低，从绝对成绩比较看农村教师缺乏教学成

功体验，这直接影响到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自信

心。针对农村教育的这些发展难题，我们探索出“明

方向、找资源、育能力、正反馈、促成功”的自信生成

机制。

自信生成机制旨在帮助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提

升教学能力，增加教学成功体验，增进教学变革自

信，从而实现教学质量提升。“明方向、找资源、育能

力、正反馈、促成功”的自信生成机制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明方向”解决的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成什么样”的问题。针对农村教育的“仿城”发展困

境，通过引导教师认识乡村小规模学校特征，挖掘乡

村小规模学校优势，建立“我能行”的信心，逐渐找到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目标，明确努力方向。“找资

源”和“育能力”解决的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发

展”的问题。当教师知道学校“发展成什么样”后，对

标发展目标或榜样学校，教师就会逐渐发现资源“缺

乏”和能力“差距”。在发现资源“缺乏”之后，教师要

走进农村社区、走进农业生产、走进大自然，用“善于

发现资源的眼睛”发现可利用的资源。在这些资源

课程化、教学化的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和外部

专业力量的必要引导和培训，教学能力不断提高。

“正反馈”和“促成功”解决的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发

展自信”的问题。多一个标准就多一批好教师，通过

正向评价，充分考虑农村学生学业基础薄弱、教师努

力短期难见成效的事实，从多维度肯定教师的教学

努力，肯定教师对学生多维素质发展上相对进步的

贡献，以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在对教师教

育教学努力和努力所取得的效果给予及时评价与肯

定的同时，引导教师思考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和取得这样的成就，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

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加教师

对自己教育教学行为的掌控感，提高教学的效能感，

强化教师的成功体验，让追求教育成功成为教师的

思维方式和教育习惯。

乡村小规模学校具有独特价值和发展优势，是

乡村教育振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经 15
年的艰辛探索，我们摸索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

质量提升”新模式，开辟出一条适合乡村小规模学

校发展的成功之路。我们重点关注农村教育发展

的薄弱环节，总结农村教育发展的成功案例，形成

“成本可承受、经验可借鉴、优势可挖掘”的一批农

村教育发展的典型案例。实践证明，乡村小规模学

校并不是“小而弱”“小而差”的代名词，通过不断探

索和挖掘，乡村小规模学校也能建设成为“小而美”

“小而优”“小而特”的学校。未来，如何进一步挖掘

乡村小规模学校育人优势，改善乡村小规模学校育

人环境，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育人质量，还需要多

方人员共同努力，开展更多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现

代化试验。

（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

奖成果《找优势，促成功，强自信——乡村小规模学

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十五年探索》的成果持有人为邬

志辉、秦玉友、王海英、凡勇昆、高喜龙、刘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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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秦玉友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教育现代化自信危机与

重建[J].教育研究，2021，42(6)：1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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