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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源是决定学校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农村小学生源减少是内外力多方作用下产生的必然结果。研究农村小学生源

减少的原因及对策可以为解决农村学校发展前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均衡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本文

通过实证调查,深刻剖析了 M 县农村小学生源减少的原因,并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对该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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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小学教育是

教育体系的基础。生源是决定学校质量和存亡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

村教育处境问题举步维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小学生源

不断减少,河南“最孤独学校”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虽然

该问题在全国各地已随处可见,但对于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却

少之又少。 

1 M 县农村小学生源减少的调查方法和步骤 

1.1研究对象 

本文重点采用了问卷和访谈两种实证研究方式。2019

年3月-9月笔者分别向M县各乡镇小学教师,五六年级学生发

放并回收了调查问卷。笔者向农村小学教师发放问卷共190

份,回收181份,通过对信度效度的分析,最后保留有效问卷

173份。向学生发放问卷91份,回收91份,有效问卷83份。 

除了问卷调查,笔者还开展了相关访谈。共访谈农村小

学校长3位,学生家长15位,学生代表5位,教师代表7位。校长

和教师的选择是以访谈对象与本人的熟悉度为依据的,学生

和学生家长的选择是根据班主任的推荐选择的,5位学生代

表中,有3位同学为单亲家庭。 

1.2调查结果 

1.2.1调查问卷结果 

98%的教师认为农村小学生源在持续减少,71%的教师认

为这种减少是由转学导致的,18%的教师认为这种降低是由

适龄儿童人数的降低导致的。 

1.2.2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小学的支持力度 

教育主管部对农村小学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扩建校舍、配

备教师、提升补贴三个方面,虽说校舍越来越美、教师结构

越来越合理、补贴相对提升了,但95%的教师认为这些物质的

改善并没有有效的遏制农村小学生源的不断流失。 

1.2.3农村小学的办学特色 

在校园文化建设、师生归宿感等方面,教师和学生基本

能够达成一致,大多数师生认为自己所在学校没有特色,同

时,他们也并未认同所在的学校。 

1.3访谈的结果 

1.3.1与校长访谈的结果：校长一直认为生源是阻碍学

校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造成农村小学生源锐减的主要原

因是城镇发展速度的加快、适龄儿童较少以及农村教学质量

的长期低迷。 

1.3.2与教师访谈的结果：通过与7位教师的深入访谈,

笔者了解到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共性问题。第一,农村教师的

待遇问题。据大家反映普遍较低,虽然有相应的乡镇补贴,

但因为交通住宿都不便利,所以,发放的补贴不够用。第

二,90%的农村教师吃住在学校,一周返回一次家里,对此,给

教师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最终导致部分教师出现厌岗

心理。第三,年轻教师流动性大。第四,生源流失主要是家长

外出打工,将孩子带走。第五,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城市相

比确实有差距。 

1.3.3与学生访谈的结果：在被访谈的5名同学中,其中,

下一学期还愿意留在本校的有2名同学,这两名同学1名为单

亲家庭,1名为留守儿童；1名同学已确定办好了转学手续；

其它2名同学,表达了渴望去城镇学校的愿望。当问及为何想

去城镇学校时,学生告诉笔者,城镇学校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可以学到更多地知识。 

1.3.4与家长访谈的结果：被访问家长均认为城镇学校

好,因为,教育质量好。但部分家长也存在从众心理,觉得别

人家的孩子进城了自己家的孩子也应该进城学习。 

2 M 县农村小学生源减少的原因分析 

2.1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导致适龄受教育儿童人数减少 

70年代我们国家实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了

人口增长数量,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新一代年轻人基本形

成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思想观念。2018年虽然国家放开

了二胎计划,但是随着生活压力,教育成本,住房成本等多种

因素的上升,很多生育期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这就导致适

龄受教育儿童大面积减少。 

2.2农村学校教育质量较低导致生源流失 

教育质量的高低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教师素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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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来源单一等都是造成教育质量低下的因素。就目前农村

小学教师年龄、学历结构来看,存在着不均衡现象。通过问

卷调查,笔者发展,受调查的教师中,有百分之60的教师的原

始学历为大专,仅有的本科学历教师其学校档次也中等偏

下。这在无形中就影响了学校的师资水平。除此之外,农村

学校的学生生源也非常单一,学生基本来自本村或者本乡镇

的学生,农村又是熟人社会,所以家长对彼此都基本知根知

底,这种知根知底也会导致彼此的厌倦,没有形成竞争性,这

也导致教育质量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2.3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治标不治本 

近些年,教育主管部门在农村学校软硬件设施上给与了

很大支持,但这些支持治标不治本。如H校长所言：“现在农

村学校教室都是楼,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吃饭不要钱,

睡觉不要钱,每年还给学生发钱,但即便是如此,学生人数还

是一年少于一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仅教育部门一家之力是无法扭转的。 

2.4学校特色建设未能助力生源的提升 

校园文化是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具有潜移

默化的作用。但在农村学校建设中,校园文化千篇一律,未能

因地制宜。就拿教室建设来说,受调查的学校都是整齐划一

的三层小楼,都在模仿城镇学校的校园规划方式。 

学校管理理念直接影响着学校发展方向与步伐。教育管

理行政化是目前学校管理的主要手段。在与教师的访谈中了

解到,大多数学校在管理过程中“指令化”居多,教师在工作

中通常遵照一连串规章制度的指令驱使,导致教师主动工作

的空间变小,一味的听指令工作降低其工作的主动性与创造

性。同时,管理者理念相对落后,不注重教师的继续教育,这

就导致教师的归属感较差,想法设法调离岗位。 

3 M 县农村小学生源减少的对策 

3.1抓住政策红利,从源头上保证小学生源 

3.1.1二胎政策 

2018年我们国家开放了二胎生育政策,该政策从源头上

会增加未来适龄儿童数量。通过查阅同级同类单位收集到的

材料,笔者了解到M县城市及农村家庭符合全面二胎条件的

夫妻数量有16387人,农村人数为7353户,占全部人口的一半,

其中,85%人的夫妻都认为或者想要生育二胎,一旦这些人全

部生育二胎,那农村学校的生源又将迎来另一个高峰,但在

次高峰还未来到之前,相关部门就需要未雨绸缪。 

3.1.2其他相关政策 

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百

年目标,国家在农村实施了各项惠民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财力,为引进人才,发展经济提供了种种便利,政府应该

抓住这些政策红利,积极引进相关人才,争取人才举家来到

农村,达成进的来,留得住,既发展了农村经济又增加了适龄

儿童的共赢目的。 

3.2多管齐下提高农村小学教育质量 

3.2.1优化教师结构组成 

教师是需要不断自我提升的职业,首先,教育主管部门

在招聘教师时要严把入口关,力争选拔专业对口,业务精湛

的师范类大学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其次,面对老教师,学校

要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要鼓励学历低的教师不断学习,同

时要注重培训机会的轮流,不能每年都是领导占用了外出培

训的机会。最后,农村教师结构组成要动态化,要有进有出,

要建立区域间教师流动制止。 

3.2.2加强学校特色建设 

农村小学要想吸引生源,那就要在特色这个词上下功

夫。特色是与众不同,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农村小学要力争

农村广袤无垠的土地,根据当地民俗风情开发具有本校特色

的校本课程。其次,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校领导也用充分发挥

管理艺术,知人善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教职员工服务。 

3.2.3加强学校文化建设 

农村小学若想走出发展的困境,必须弹去校训、校歌、

校徽上面的灰尘,恢复学校兴盛时的光彩。这些内容在无形

中影响和制约着全体师生的活动方式、精神面貌和文化素

养。这些内容的复苏可以很好地提升全校师生的归属感,发

挥隐性课程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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