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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教育
·

面向农村现代化
:

中国当代农村教育的基本问题

赵 家 骥

教育的终机关怀
,

永远是人
,

以及人所活动其问

的环境的改变
。

农村教育亦然
。

农村教育的时象主要

是农民和他们的孩子
.

环境是农衬
。

在我国
,

农村教

育与城市教育的差异
,

取决 于城 乡的差异
。

农村教育

面向农村现代化
,

指的是与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教

育发展特征和趋势
。

它既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需 求
,

也是农村教育
“
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的雷求
。

具休表现在
,

农村教育不再单一地传授传统

的丈化知识
,

培养狭 隘的农业生产人才 ,不再依附于

落 后保宁的农村观念和小农经济意识
,

而是面 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雷要
,

逐渐迈入与 国内 国际经济

大舞 台全方位的接执的新农村
,

构建与世界
、

未来
、

现代化相 适应的新的教育格局
,

建立新的育人机 制
。

农村教育如何面向农村现代化
,

是 中国当代农村教

育的墓本课题
。

以往
,

农民的孩子寄托在教育上最大的以至唯

一的希 望
,

是借 助于学校培养
,

通过不断升高一饭学

校
,

改变父辈遗传的农民出身
,

获取城镇户 口 和干部

舟份
。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现状
,

却注定大多数农民子

女轰后要回 到农村
。

农村经济
、

产业结构的单一
,
农

村的贫困
,

迫使农民和他们 的孩于终不甘 为农
,

升学

便成为唯一通向希望彼岸的
“ 独木桥

” 。

这使得农村

教育的功能与结构体系都变得十分狭窄和单纯
,

农

村教育陷入难以 自拔的芯尬境地
。

近年来
,

随着社会
、

经济全面改革开放
,

教育不

断深化改革
,

农村学子
“

脱农 皮
” 、 “

跳农门
”
的现象

被当作犯于
,

几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判
。

然而
,

久

批不炎
,

久批不例
,

愈演愈烈
.

这就不能不深刻反思

“

跳农门
”

等所祯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拙
。

学习 小

平同志 1 9 8 3 年
“

教育妥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

向未来
”
指 示持神

,

站在农村教育妥实现
“
三个面

向
”

的高度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

我们不难发现近年对
“

农村 教育
” 、 “

农村
” 、 “

农业
” 、 “

农村现代化
”
等概

念的理解带有深深的 小农经济的烙印
,

而有违小平

同志
“
三 个面 向

”
指示的精神

。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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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学习
“
三个面向

”
的指示

,

把农衬

工业化
、

城市化作为认识农村教育的背景
,

就不能不

懊重地提出农村教育必须面向农村现代化的问题
。

一
、

农村社会
、

经济的
“

非农化
”

党的十一居三中全会以来
,

改革开放的方针最

先在农村得以实现
。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
,

农村 改革从农民对土地自主权益的确 立起步
,

发生

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
。

1
.

农村产业结构的多样化

亿万农民对于土地的深厚情感
,

伴随土地主权

的确认被 重新唤理
,

立刻激发起一股 强大的 内在驱

动力
。

广表的土地焕发 生机
,

农 业产黄成倍猎加
。

但

是
,

当这种 因为政策性 因紊而导致的产全提 高达到

它的极限之后
,

当农村大责 出现剩余劳动力的候
.

深

层次的 问题尖锐地摆在土地和 土地的所有者面前
。

社会
、

经济的全面改革开放
,

及时为解决这一课题开

拓了市场经济的广闷空间
。

在不长的时问里
,

农村不

再是农业一统天下
,

而正在朝 向农林收副渔
、

工商建

运服多业发展的格局迈进
。

农业也不再限于传统的

粗放式耕作和单纯的种植养位
,

而是 与现代科技
、

市

场对接后 出现的大农业
,

追求以 生态为墓拙
,

科技为

动力
,

效益为 目的的优质
、

高效
、

高产
、

低成本的新

型农 业
。

农业技术含贡提高
,

生 产力水平剧猎
,

集约

化
、

工业化使从业人员减少到很小的的比例
。

在农村

的产值和农民的收入 中
,

农 业的比重也大 幅度减少
。

比如苏州市
,
1 9 9 2 年农民人均收入 2 0 0 一 3 4 元

,

其

中来源于农 业和多种经营的仅占 7
.

36 %
,

而大黄的

来源于 乡镇企业和 第三产业
。

被誉为
“

华夏第二 县
”

的式进县
,

13 0 万人 口
,
1 9 9 2 年 工农业总产值 2 3 7

.

2

亿元
,

其中农业仅 占 1 5
.

95 亿元
.

江苏省江阴市 华士

镇的华西村
,

在 3 20 户 900 多个劳动力 中
,

种地的 不

足 1 %
,

武进县三房村 1 4。。 多人中
,

只 有 8 人务农
。

农村产业结构 已呈现 出多层次
、

多样化的街格局
.

2
.

农村经济的多样化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
,

农民从事经营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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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局限于农副土特产品
,

而是 丰富多样
,

以市场为

导向
,

市场需要什 么
,

就经钻什 么
,

管铭对象也不再

单纯面 向农村
,

而是着眼于全社会以致 国际舞 台
。

农

村企业 引进外资和与外商签订合 作关系的现象 日益

普遮起来
。

农民经营方式
、

手段
,

迢步与大 的市场环

境
、

与国 内国际惯例相适应
,

现代化程度正在提高
。

3
.

农村集镇建设的城市化

与生产经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的
,

是农村集镇

建设的城市化
。

农村小集镇
,

面向社会大 市场
,

为拓

展经营
,

逐渐 出现 小城市的规模
、

习惯和管理方式
。

在一些 经济发展走在前面的农村
,

出现 了闻名全国
,

堪与大城市媲美的商业场
、

商业街
。

农村人 口 的 消资

水平
、

思忽观念和行 为方式趋于城市化
,

城 乡差异正

在缩小
。

4
.

生产劳动的智能化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

科

学化

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相一致
,

农业生产劳动的

智能化程度提高
,

产品和技术含蚤提高
,

农村对智

力
、

人才的雷求 日渐强烈
,

而经济的发展又 为农村 引

进人才和智能提供 了可能
,

使它成为普遮的现实
。

科技在农村 的大 t 应 用
,

使许多生产领域和项

目
,

出现 了集约化
、

朴学化
。

一个劳动 力种一大片土

地
,

管一大片果树
,

养一大片鱼塘的情况 已不罕见
。

农业生 产经 营在生产和管理的思怒
、

方式和手段子

方面
,

与工业生 产呈现大圣的共通性特征
。

农村的这些 变化
,

是改丰开放的结果
,

它与 当今

世界发展 潮流是 一致 的
.

农村教育是农村的重要组

成
,

必然地受到这种特征和趋势的整合和推动
,

它既

对农村教育必 须面 向农村现 代化提 出 了迫切需 求
,

同时又 为它提供 了现实土攘和必要 的物质前提
。

二
、

全面理解农村现代化

1
.

农村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的现代化

农村是 地域概念
。

农业是产业概念
。

我们常常用
“

农亚
”
代替

“

农村
” ,

特 别是用传统 农业的种养业代

替现代化农 业和现代农村 的概念
。

这显然是小农经

济的思维模式
。

要 实现农村现代化
,

仅有农村现代化

是远远 不 够的
。

“

人 口 多
,

素质低
” ,

既是农村的墓本特点
,

也是

整个中 国的特点
。

实现农村现代化也好
,

实现农业现

代化也好
,

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 问题是八亿农民
.

在我们 已经开始的转 移农村剥余 劳动力的进程 中
,

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不能适 应的问题 十分突出
。

长期

以 来
,

讲农村教育
“

为农服务
” ,

往往是从 小农经济

的思维 角度忽问题
,

简单地
、

不加分析地强调传统的

种养业 的技能培训
。

农村 教育忽视培养学生从事第

二
、

三产业的素质和能 力
。

在缺乏
“
教育准备

”
的劳

动力转移过程 中
,

不仅转移出去的劳动力难以适应

二
、

三产业的需要
,

难以
“

脱农皮
”

成为完全的二
、

三产业劳动者
,

同时还 出现了产玄的对农村
“
文化

人
”
的两头纷争

.

在不少农村
,

刹下
“
老

、

弱
、

病
、

戏
”
搞农业

,

农业的 国民经济墓拙地位怎么能够巩 固

呢 ? 因此
,

农村的现代化至 少应当包含四个方面的含

义
:

一是农民素质的现代化 , 二是农业的现代化 , 三

是农村产业结构 的现代化
.
四是农村城市化

、

工业

化
、

劳动 智能化
。

2
.

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机械化

在较长时期
,

我们把农业现代化理解为机械化
、

水利化
、

良种化
。

事实上这种理解是 片面的
。

农业现

代化的精义 在于科学
。

从农业发展的历史看
,

每一次

大的突破
,

无一不是建立在科学突破的派拙之上的
。

第一次突破
,

18 世纪英 国的农业革命
,

在泰伊 尔创

造的轮作体系之上
,

使欧洲的农业产 1 从平均 50 公

斤提高到 10 0会斤
。

第二次突破
,

索比业的植物矿质

营养学
,

莫定 了化肥工业的基拙
,

化肥的施用
,

使农

业单产从 100 公斤提高到 2 00 套斤
。

第三次突破
,

孟

德尔
、

摩尔根揭示的生物遗传学规律
,

英定了育种的

理论塞拙
。

美国杂交玉来的育成和推广
,

使全国平均

亩产达 45 0 公斤
。

在现代农业中
,

科学直袂转化为生

产力
, “

在实验室里创造着社会的未来
” 。

因此
,

传统

农业也 已开始 了科学化的进程
.

3
.

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工业化
、

城市化
、

劳动

智能化

对农村现代化
“

工业化
、

城市化
、

劳动智能化
”

的 目标是有共识 的
。

但在具体的认识上碍于小农经

济的深深烙 印
,

往往看眼前困难的多
,

看未 来发 展的

少
.

在工业化
、

城市化的战略选择上
,

更是重蹈 小农

经济的格局 ; 乡镇企业分散化
、

乡土化
、

缺乏规模经

济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
,小城镇发展无序化

,

缺乏城

市意 识和大 小城市的 整体布局 ,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中
,

强调
“

就地安主
” ,

鼓励亦 工亦农
“
离土 不 离

乡
”
的

“

两栖化
” 。

就是这样的农村工 业布局
、

城镇

布局 和违背产业革命进程 的劳动 力政策
,

在较长时

期宣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 甚至有文章说

成是对世界经济理论的贡献
。

回 头反忍我们 乡镇企

业分散化
、

小城镇无序化和离农人口
“

两栖化
”
的实

践
,

已经看到许多不容忽视的产重 问题
。

现在我们用市场经济的 思维 方式
,

以小平同志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的要求来重新认识农村 工业

化
、

城市化 的问题
,

就有必要从大工业
、

大流通
、 .

大

城市
、

大服务
,

以及实现劳动就业工 业和农 业的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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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 两度来把握
。

为什 么 在工业化
、

城市化进程 中会 出现
“
乡乡点

火
,

村村胃烟
”
的工业布局 ? 为什 么会 出现小城镇的

无 序化? 为什 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 出现
“

两栖化 ,’?

排 开复杂的休制与政策 因素外
,

劳动力的素质低
,

特

Ml1 是从第一产业 中转移 出来的劳动 力 产重缺乏从事

现代二
、

三产业的技能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原因
。

因为

缺乏足够 的
“
教育准备

” 。

因此
,

他们 自己所办的工

业 ( 乡镇企业 ) 往往只 能是进行作厉式的生产
,

也就

只能选择
“

满天星
”
的布局

。

也正 因为他们缺乏足够

的从事二
、

三产业的技能
,

就难 以从完全二
、

三产业

的劳动来
“

养家栩 口 ” ,

只能亦工亦家
,

以求遥饱
.

在

离农人 口 中
,

真正素质较高
,

能 力较级者
,

已经开始

了转移
。

农村教育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从 第一产业

向二
、

三产业的完全转移
,

既是农业实现规模径 管
,

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

也足农村工 业化
、

城市

化岭必妥 条件
.

三
、

面向农村现代化是农村教育面临的尖锐的

课肠

农村教 育面向农村现代化
,

是与 当代 中国农村

现代化步伐相一致的一种人 才培养建设二程
,

它的

宏观背景是教育的
. 三个面向

” ,

其 目的和功能也是

教育的
“
三个面向

” 。

而提出农村教育的面向农村现

代化
,

既特 .lB 针对从前传统的
“

应试教育
”
模式 的并

端
,

重中教育为
’

社会现代化服务的 目的和功能 ; 同时

也特别针对牡长时期 以来
,

在教育为社会挽济服务
,

为农村
、

为农业服务的功能上存在的小农经济观念

以及与之相应的落后的教育忍怒
、

教育模式
、

教育体

系
。

农村教育面 向农村现代化
,

对砚存农村长育休

系和教育改革
,

提出 了一来列尖锐的课题
。

这些课题

至 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面向农村现代化
,

要求农村教育从单一为第

一产业服务转变为农村一
、

二
、

三产业服务

传统的
“
二元社会结构

”
产重地制约了农村人 口

向城市的转移
,

也严 贡地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
,

使农村大女劳动 力被束垮在机其有限的土地

上
,

形成
“

人 口 到余一~ 土地不足一~ 生产力落后一

~ 人 口 脚胀
”
的恶性循环

。

要 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就必

须逐步大黄转移农村 刹余劳动力
,

使农衬单一的传

统种养业为主的产业 给构转化为一
、

二
、

三产业并举

的现代农村产业结构
。

因此
,

转移农村利余劳动 力
,

是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雷要
,

也是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需要
。

在这个劳动 岗位转化的过程中
,

雷要对农村新

的劳动 力进行从事二
、

三产业的素质和技能准备
,

也

2 0

需妥对大批现实农村 劳动力进行劳 动技能 的转化
。

如果农村教育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点
,

仍然狭隘地把
“

为农服务
”
理解为

“
为种养业服务

” 、 “
为留农下地

服务
” .

就会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实际 雷要脱节
,

农

村教育也就极有可 能被严重轻视
。

所谓
“ 小农业

”
就足传统的小农经济

。

其构 成是

单一的种植业和养位业
.

所谓
“
大农 业

”
则足现代的

商品经济
、

市场经济
。

它以市场 为导向
,

突破单一的

产业结构
,

形成农工商整体发展的现代产 业结构
。

“
农村教育

”
的服务对泉是一定 的地域下 的整个社

会
,

而 不是单一产 业领城
。

教育其有促进社会分流的

功能
。

特别是在社会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今天
,

通过教育的专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

既导钩于社会产

业结构
,

也促进 了社 会劳动者 的杭业分流和劳动 岗

位的转换
。

在农村劳动 力大女 向二
、

三 产业转化的过

程中
,

农村教育如果仍然 以 勺
、

农业
”
为服务对象

,

就会延缓农业转记的过程
,

甚至促使农村产业结构

的崎变
。

2
.

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

要求农村教育为农村学

生
“

跳农门
”

开辟更广泛的途径

多年来
,

农村教育给农村学生
“

跳农门
”
的途径

只有一条
,

那就是 4应试及第
” 。

一朝榜上有名
,

不

仅有 了进入城市的
“

护 照
” (非农户口 )

,

而且有 了进

入官场的
“

护照
” (干部编制 )

。

这种实现农村学生
“

跳农 门
”
的方式不仪途 径单 一

,

而且与现代以大生

产 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雷妥脱节
。

农村教育要帮助农

村学生实现
“

跳农 门
” ,

就必须 面向农村工 业化
、

城

市化的需要
,

把为二
、

三产业服务作为重点
,

突 出现

代化和农村未来发展的雷妥
,

构筑农村教育新体来
。

农村经济和私会的发展
,

特别是 在建设私会 主

义市场经济 的进程 中
,

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的进程明

显加快
。

不仅沿海发达地 区 的农村 已经展示工业化
、

城市化的雏 型
,

就是在广大 内地省份的城镇附近的

农村
,

也能较为直接地看到工业化
、

城市化的 步伐
。

全国农村产业结构 已经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
。

农村各

业并举的发展格局
,

要求多方面的人才
,

农村工 业

化
、

城市化的进程更需要大全 面向农村现代化的人

才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

农村教育理所 当然地应 为

农村学生从土地上转到二
、

三产业开辟多条途径
.

过

去农村教育开辟的
“

应试及第
”
途径 只能足多种途径

中的一 条
.

它过去雷妥
,

现在君要
,

将来也同样禽要
。

但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一条路上
,

就会 因“
千军万 马过

独木桥
” 而堪养出大批落伍者

、

失败者
,

从而使农村

教育受到社会的遮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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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全国
“

红读
”

积极分子
、

全国创造性劳动
“

最佳

小能手
” 、

全国
“
劳动小能手

”
称号

。

一批同学被评

为市
、

县优秀少先队员
.

2
.

实脸班的学生知识面广
,

忍维灵活
,

学习 效

果好 在县语
、

数期末会考中
,

平均成绩连续多年名

列全县同年级之首
,

语文合格率和优 秀率均 为

10 。 %
,

数学合格率为 99
.

8%
,

优秀率为 88 %
。

在县

毕业会考中
,

语文
、

数学合格率及优秀率名列全县前

茅
。

实验班学生获县以上各级各类竞赛奖 2 45 人次
,

获奖面达 43
.

5%
。

在县小学生语文
、

数学竟赛中连

续三年获同轨年级团体总分第一名
.

实验班学生在

各级少 儿报刊发表文章 27 篇
,

二名同学的美术作品

送北京
、

日本展出
。

3
.

学生能力水平 实验班学生兴趣广泛
,

个性

突出
,

每人都初步具有了一
、

二项技能和兴趣爱好
.

经统计
,

有两项爱好的 11 5 人
,

占学生总数 50
.

4%
,

三项爱好的 48 人
,

占 21
.

5%
,三项以上爱好的 45 2

,

占 1 9
.

7 %
。

学生的小乐队
、

文娱队连续多次分别获

得县
、

市文娱会演一
、

二等奖
,

学生的四队 (铜鼓队
、

腰鼓队
、

莲湘队
、

武术队 )
、

四操 (球操
、

棍棒操
、

变

节奏操
、

韵律操 )
、

四器乐 (二胡
、

笛子
、
口琴

、

电

子琴〕多次对上级领导和外地来宾表演
,

均获得一致

好评
。

实验班 60 纬以上同学能独立主持班
、

队活动
,

社会交往能力较强
。

4
.

学生旁体发 展水平 学生体质发展情况 良

好
。

机体
、

形态
、

素质指标的平均数均超过对照班和

以 往各 届毕业 班
。

体育 达标 率 100 %
,

优 秀率

2 4
.

6%
,

运动水平较高
。
1 9 9 3 年实验班组队参加县

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获团体一等奖
.

实验班小篮球队

获市小学生篮球比赛第 2 名
,

围棋队获县围棋比赛

第三名
。

近视眼新发病率为全校最低
。

六
、

实验评价

经过六年的实验过程
.

该实验课题按设计完成

了全部研究计划
。

市
、

县教育科研机构组织了课题鉴

定
,

专家评审意见认为
:

实验指导思想正确
,

符合实

施素质教育
.

提高民族素质的目标
,

具有普遍意义
;

课题 目标体系从教育的整体出发
,

通过整体设计与

组织实验
,

重点抓活动课的研究和活动课跟学科课

程的结合
.

用课内外教育活动的有机结合这一 自变

量去影响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这一因变量
.

实践

证明是正确的
;
整体实验不仅提高了实验对象的素

质
,

而且促进了参与实验者一
一

教师 自身素质的提

高
.
实验成果包括显性与隐性两方面

,

其显性成果与

做法
,

可操作性强
,

具有一定理论认识价值
,

具备更

大范围内的推广价值
。

(上接结 20 页 ) 说要给农村学生
“

跳农 门
”
开

辟广泛的途径
,

那就是要求农村教育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工 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的进程

对人才的雷要
,

确立新的教育 目标
,

调整农村教育的

结构
,

为各 行各业培养人才
.
使优化的人才群体与优

化的产业 结构相 整合
.

从而使农村学生的出路与社

会多元劳动就业禽要有机衔接
。

如果不能 实现这种

衡接
,

农村学生 的出路单一
,

农村 教育就难 免
“
片

追
” .

难免
.

干 军万 马过独木桥
” 。

3
.

必须重新构建农村教育体系

面农村现代化不是通过 简单的某儿项改革就能

够实现的 目标
,

而是必须进行农村教育整体改革
,

构

建农村教育靳的体系
。

首先
,

教育观念必须从封闭的传统教育观转变

为开放的现代教育观
。

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

必须同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

充分

认识教育的产业性 和经济功能
.

改革脱离实际 的弊

端
,

变
“
知识 中心

”

为
“

能力中心
” ,

不未人人升学
,

但未个个成才
,

为农村一
、

二
、

三产业的发展服务
。

其次
,

教育制度必须从刻板走 向灵活
。

在办学体

制上
,

实行办学主体多元化
;
实行教 育产仅与经营权

2 8

两权分离办学
;
实行灵活的 宽严相济的学制

;
创造 多

种多样适应迅 速发展需要 的教育教学模式
.

其三
,

教育结构要从小农经济条件下 形成的单

一结构转变为与现代大农业
、

大工业
、

大农村相 整合

的 多元教育结构
。

教育的专业 结构要 与现代产业结

构相整合
,
要 以素质 为核心

,

普教
、

职教
、

成教 相互

渗透
,

统筹结 合
,

优势互补
;
把初

、

中级人才培养放

在突出位灵
,

实行低重心
,

多导向
,

构建能级结 构和

专业结构合理 的优化的人才群体
,
学历教育与与 非

学历教育
、

正规教育与 非正规教育
、

音像
、

函授与夜

校教育相结合
,

有利 于人人参加学习
。

其四
,

教育的运行机制要从过去 以
“
计划

” 和

“

行政指令
”
为基拙转变 为以

“
市场

” 、 “

法治
” 和

“
信

.

么导 向
”
为墓础

。

要建立教育市场体系
,

建立教

育动力激 发机 制
、

教育宏观调担机制
、

教育 自主调适

机制
、

教育套平竞争机制
、

教育信息传导机制等
,

使

农村 教育主动与市场经济 相适应
。

总之
,

农村教育面向农村现代化
,

是农村教育
“
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6 令必然要求
,

是

农村 教育改革传统模 式的根本性 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