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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对西北农村地区一个县域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该县学校 布 局 调 整 存 在 四 种 模

式：（１）一餐走读模式；（２）校车接送模式；（３）一餐走读与校车接送相结合模式；（４）寄宿制办学模式。科学合理

的选择和使用适应本地区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学校布局调整模式，首先是建立在各方利益主体 （政府、教师、学生和家

长）有效沟通和积极协商的机制基础之上，其次是各方利益主体不囿于寄宿制办学模式的桎梏，多元化的选择学校布

局调整模式，基于本地实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的解决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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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农村税费

改革工作逐渐展开，随着农业附加税以及集资等的

废除，基础县乡财政收入减少。各级地方政府希望

通过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压缩教育 财 政 支 出，从 而 减 轻 地 方 政 府 的 财 政 压

力。与此同时，经过２０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学龄人口的不断减

少，我国中西部农村很多地区都面临着学校布点分

散、生源不足、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低下、教学质量

差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开

始了新一轮学校布局结构的调整。

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的展开，很多地区

出现了农村学校迅速向城镇积聚集中办学的趋势，

按照目前很多地区的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原先村落

中的学校会迅速消失，基本实现 “一个乡镇建设一

到两所中 心 寄 宿 制 小 学，寄 宿 制 中 学 全 部 进 入 县

城”的目标。毫无疑问，这种 “极端化”的农村学

校布局调整政策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如何实事求

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以保障农村义

务教育健康发展，对当前农村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

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甘肃省河西地区最先开始中小学校布

局调整的一个先进县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田野

工作方法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毛泽东将这种微观

的个案研究称之为 “解剖麻雀”。他说研究农村问

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

究别个 地 方，于 明 了 一 般 地 方，便 都 很 容 易 了。”

费孝通先生在回答有关 “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

个别 社 区 的 微 观 研 究 能 否 概 括 中 国 国 情”时 说：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

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

的，所以 江 村 不 能 作 为 中 国 农 村 的 典 型。也 就 是

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他

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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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如

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典型一个一个

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

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

人类学家提出了 “小地方大社会”的逻辑，可

以为个案研究提供一种解释的方式。在一个微小社

区环境之中，如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义序村、

杨懋春的台头村等，都可以看到大社会的投影和权

力的运作过程。同理，对一个微观县域中教育和学

校布局变化的研究，可以反思验证宏观教育叙述的

真实性，但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农村地区学校布局

调整真实的反映，丰富人们关于学校布局调整问题

的理论认 识，为 正 在 展 开 的 教 育 实 践 提 供 一 些 帮

助。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拟采用个案研究的方

法，对一个微观县域社区范围进行研究。教育学研

究中这种个案研究有许多成功的例子，许多研究者

借助于质的 研 究 方 法 对 个 案 进 行 了 成 功 的 研 究。①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微型社区只是时代面前的一条

小溪流，但正是这些小溪流汇成了江河大海。在时

代变迁的洪流中，这些微型社区可能渺小且微弱，

但却不失其丰富的意蕴，正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

一天堂。”②

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之旅，研究者希望在现

实的场景 中，发 掘 出Ｓ县 学 校 布 局 调 整 的 现 实 影

响。在进入田野之前，不能说自己对当前的学校布

局调整没有任何思考，但我不是为了证实某种假设

而作田野 工 作，而 是 力 图 保 持 资 料 和 信 息 的 开 放

性，保持对外界变化和观点的开发性，从学校布局

调整的影响群体 （村民、学生、教师）立场出发去

思考问题。作为一个田野研究者需要承认具有自己

的假设和概念，但同时保持对一切现场信息和观点

的开放性，并且要用归纳的方法来处理田野的资料

和信息：这是田野调查的关键。本研究试图通过运

用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浸入真实的教育场景对研

究的问题获得一种现场感，同时获取学校布局调整

模式的第一手资料。

二、Ｓ县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出现的

主要模式

Ｓ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

采用的主导思路是依据甘肃省２００８年基础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以撤点并校为基础，以创办寄宿制中

小学为突破口，坚持走 “高中、初中阶段学校向县

城集中，小学向中心乡镇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

集中，新增教育 资 源 向 城 镇 集 中”的 规 模 办 学 路

子。截至到２０１１年，较大乡镇只保留２～３所寄宿

制中心小学；中 等 乡 镇 只 保 留２所 寄 宿 制 中 心 小

学；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小乡镇，保

留１所寄宿制学校。将全县各个乡镇的初中撤并到

县城新建的巨型寄宿制初中 （清泉初级中学），这

些撤掉的初中校舍则整体移交给中心小学，使得这

些学校吸纳村小的能力增强，然后将人数较少的村

小和教学点 （一般指１００人以下）撤并到乡镇的中

心小学。从学校布局调整中选择的主要模式来看，

大致可以划分为一餐走读模式、校车接送模式、一

餐走读与校车接送相结合模式和寄宿制模式。

１．一餐走读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学校不承担学

生的住宿，学生早上到校，晚上都是回家住宿，中

午学生在学校食堂吃一餐午饭，然后在学校给学生

提供的午 休 宿 舍 进 行 午 休，下 午 放 学 之 后 按 时 回

家，一餐走读模式适用于交通条件便利，区域人口

居住稠密且学校服务半径相对较小的地区。目前Ｓ
县清泉镇的北滩丰裕小学就是采用这一模式，因为

这一地区位于县城公交覆盖的地区，同时人口居住

稠密、学校的服务半径相对较小，在北滩小学一餐

走读模式实行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好评。

北滩小学服务的是一个长条形地区，服务半径

为５公里，学生走路就比较远，我们和县上公交公

司协商给学生乘车实行半价，为了保障安全起见，

每次都有值日老师送哩。中午所有学生都在学校吃

饭，同时学校提供午休的宿舍。好处就是，第一个

学生能够享受亲情不用离开父母和自己的家，第二

个这样一来就减轻了我们学校的管理负担，第三个

是家长们很欢迎，因为家长们一般都是早出晚归干

活这样就不用操心娃子的午饭了，同时在学校中午

吃饭还能锻炼娃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所以我们北

滩的一餐走读模式是很好的一种学校布局调整办

法。（２０１１／１１／１７Ｓ县北滩小学校长访谈记录）

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其他一些交通条件便利、

学校服务半径相对较小地区的校长、教师和学生家

９



长都希望布局调整后学校能够采用这种一餐走读模

式，这一模式被认为在整合农村教育资源的学校布

局调整大背景下，对于学校管理和学生的身心健康

成长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县域教育行政部门也认为

这种一餐走读的学校布局调整模式对于家庭、社区

和学校的关系平衡较好、便于操作具有很强的可行

性。比如对人口相对密集农业区的霍城镇来说，在

Ｓ县目前的 《学校布局调整办法》中，霍城镇的调

整办法是在撤并掉的霍城初级中学校园基础上建成

霍城寄宿制中心小学，将全镇几乎所有的小学合并

从而建立新的霍城寄宿制中心小学。但是霍城镇在

学校布局调整讨论的过程中，家长们不想让办寄宿

制学校，村委会也不想让撤并村上的学校，所以霍

城小学的杜校长提出在霍城镇划片建立两所一餐走

读模式的 学 校，这 样 学 校 布 局 调 整 就 会 顺 利 的 进

行，同时也不需要再斥资修建学生寄宿的场所。

霍城的学校布局调整，镇上组织村委会和学生

家长代表开了好几次会了，但是大家的思想一直不

通，家长不让办寄宿制学校，村上也不愿意让撤掉

村小，我感觉原因在于目前在霍城办寄宿制学校不

太可行，霍城镇是人口居住密集的农业区，交通又

非常便利，原先村村办小学的格局确实不合理，比

如西关小学和东关小学距离不超过一千米，再加上

我们霍城中心小学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就有好几所学

校，不合并确实不行，但是一下子要建成寄宿制小

学也有很多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容易，对整个霍

城划片，建立两所一餐走读模式的学校就可以解决

问题，一方面能够解决现在学校布局不合理的状

况，另一方面又能够解决布局调整中的很多矛盾。

（２０１２／４／１７Ｓ县霍城小学校长访谈记录）

２．校车接送模式与全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校车

接送并无二致，Ｓ县教育局给处于平原交通便利地

区的学校在撤并的过程中配备了校车，按照学校正

常的作息时间定时定点集中接送居住地较远的低年

级学生，学校不承担学生的食宿，学生早晚都是在

家吃住，校车接送模式适用于学生居住分散、学校

服务半径相对较大且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但是学

校负担的高额校车运行成本和各地频发的校车安全

事故成为了校车接送模式的最主要的问题。目前Ｓ
县清泉镇的双桥小学是全县唯一一个实行校车接送

的学校，因为双桥小学服务的地区位于交通便利人

口居住分散的平原地区，学校的服务半径约为５公

里。因为校车接送模式的运行成本较高会加重县教

育局和基层学校教育财政的负担，而且国内其他一

些地方不断发生的校车事故造成政府领导对这一模

式的惧怕，所以目前Ｓ县的校车接送模式是在一些

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还停留在小范围的试

点阶段。

双桥学校的校车接送模式，最早是由于在清泉

镇组织学校和学生家长代表开会做学校布局调整动

员的时候，三方 （政府、学校、家长）的思想根本

就统一不起来，家长不让撤并村上的学校，害怕孩

子住校年纪太小有问题，在好几次开会没有进展的

情况下，三方商量采用校车接送模式进行这一地区

的学校布局调整，后来教育局筹集了三十几万买下

了这个校车，交给学校由学校自己负责运行。但是

现在这个校车给双桥小学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雇的司机要开工资、校车要烧油还要进行维修，校

车的人工、运营和维护费对于学校来说都是一笔巨

大的开支，现在车是新车所以不需要修，以后恐怕

这么一个小学的办公经费养活不起校车，再一个，

市上教育局的领导因为校车的安全问题也对校车接

送模式有一些看法，上次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来Ｓ县

进行学校布局调整工作调研时就说，校车接送模式

在各地都是一种不成功的模式，一旦校车出现事故

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对于校车接送模式，我们县

局也是有顾虑的，双桥小学的校车接送模式只能是

现在的无奈之举。（２０１１／１１／１７Ｓ县教育局基教科

负责人的访谈记录）

３．一餐走读与校车接送相结合模式，这 种 模

式是在借鉴了一餐走读模式和校车接送模式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具体做法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给学校

配备校车，学校按照作息时间将居住较远的学生按

照早晨上学和下午放学时间定时定点进行接送，学

生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一餐午饭并在学校午休宿舍进

行午休，事实上这一模式将一餐走读模式和校车接

送模式结合起来，是Ｓ县东乐学区在学习了其他地

区成功经验之后的一个不错创举，结合了两种模式

的长处，同时又结合了本地实际进行了创新，目前

Ｓ县东乐学区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模式。东乐学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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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Ｓ县域的西北部，按照原先的 《Ｓ县学校布局调

整规划》，到２０１１年学校布局调整完成之后全学区

会变成３所学校的布局状况，这三所学校分别为东

乐寄宿 制 中 心 小 学、静 安 寄 宿 制 小 学、山 羊 堡 小

学。但是在教育局、村委会和学生家长讨论撤点并

校建设东乐寄宿制中心小学的过程中，学生家长们

不想让办寄宿制学校，这样原先的布局调整工作没

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县教育局和东乐学区参照一

餐走读模式和校车接送模式，提出计划原来合并五

所小学成东乐寄宿制中心小学不变，但是要将东乐

寄宿制中心小学的寄宿制取消而采用一餐走读与校

车接送相结合模式，因为东乐这一地区交通非常便

利，同时合并之后学校的服务半径相对较大，结合

家长不愿意让办寄宿制学校的现实，采用一餐走读

与校车接送相结合模式在这一地区最为可行。

其实我们早就意识到校点分散的时候效率低

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矛盾，那就是如果不

合并，村学教学点的教育教学质量不好，但是如果

合并办成寄宿制学校又会引起亲情缺失的问题。所

以说学校布局调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有利有弊，

但是总体来看是利大于弊，因此有条件的我们要全

部合并，只不过在合并的时候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来进行。东乐学区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开展的比

较迟，在东乐学区的学校布局调整三结合的大会上

家长们不同意撤并学校办寄宿制，当时已经有比较

成功的北滩小学一餐走读模式和双桥小学的校车接

送模式，东乐学区的负责人看到这些经验之后和学

生家长就商量采用一餐走读加校车接送模式，这样

一来家长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孩子上学不用住宿

同时又能享受优质教育，中午在学校吃一顿饭还不

用家长操心，家长们中午可以放心的在外面打工，

所以一餐走读与校车接送相结合模式受到家长们的

欢迎。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Ｓ县教育局副局长的访谈记

录）

４．寄宿制办学模式，这一模式适用于 交 通 不

便人口居住 分 散 且 学 校 服 务 半 径 很 大 的 山 区 和 牧

区。从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政府提出在中西 部 农 村

进行的农村中小学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中，将农村地

区寄 宿 制 学 校 的 建 设 作 为 工 作 的 重 点。不 管 是

２００１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和２００３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 《国务院关于

进一 步 加 强 农 村 教 育 工 作 的 决 定》，还 是 后 来 在

２００４年教育 部、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财 政 部

三部委联合颁布了 《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工程实施方案》，都提出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

整工作中，要对现有条件较差的寄宿制学校和不具

备寄宿条件而有必要实行寄宿制的学校加快改扩建

的步伐，加 强 农 村 地 区 寄 宿 制 学 校 的 建 设。２００８
年９月在酒泉召开的甘肃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会

上提出了新 一 轮 教 育 布 局 调 整 要 以 撤 点 并 校 为 基

础，以创办寄宿制中小学为突破的思路，加之西北

农村地区特殊的山区地形地貌，所以目前寄宿制办

学模式成为甘肃各地区主要推广的学校布局调整模

式。

Ｓ县制定的 《基础教育发展规划》和 《学校布

局调整规划》完全是按照甘肃省基础教育工作酒泉

会议精神，以撤点并校为基础，以创办寄宿制中小

学为 突 破，坚 持 “高 中、初 中 阶 段 学 校 向 县 城 集

中，小学 向 中 心 乡 镇 集 中，学 前 教 育 向 中 心 村 集

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规模办学思路展

开的，其中尤其突出了寄宿制办学模式的作用，在

Ｓ县３镇５乡的２８所学校中有２０所就是寄宿制学

校，其中寄宿制小学就达到了１３所，可见创办寄

宿制中小学在整个Ｓ县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中成为

了突破的主要模式。

全县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按甘肃省教

职工师生比编制标准：农村小学１∶２３，县镇小学

１∶２０，我县应配备小学教职工６１８名；按每５０个

住宿学生配备１名生活教师，我县农村寄宿制小学

约有５６００多名学生住宿，需要生活教师１１２名；

学前班教师配备参照小学执行，我县现有学前班儿

童２６０７人，应配备学前班教师１１５名。小学应配

备教职工８５０名，比现在减少２０５名。按农村初中

１∶１８，县镇初中１∶１６的师生比编制标准，应配

备初中教职工４８１名；按每５０个住宿学生配备１
名生活教师，我县预计有１０６００多名学生住宿，需

要生活教师２１２名，布局结构调整后，可彻底解决

由于学校布点多而引起的教师不足、学科不配套的

问题。进入新的寄宿制学校的教师通过考试，优化

组合，人尽其才，真正使调整后的学校师资力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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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来的学校。剩余教师年龄在４５岁以上的经短

期培训后转为生活教师，４０岁以下的青年教师通

过离职进修、在岗培训等方式提高其业务素质，经

考核业务达标、师德合格者逐年替换退休教师。

（２０１１／４／２１Ｓ县教育局局长访谈记录）

从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农村小学适龄人口持续

下降。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常年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一旦能够在城市

立住脚，他们就会把孩子也接到城市就读，所以学

校规模是越来越小了。长期以来城乡基础教育发展

不平衡，学校布局调整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实

现城乡教育公平，农村的孩子到乡镇或县城读书，

他们就会和城镇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样一来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不均衡发展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撤点并校确实也有它的弊端，什么

事情都可能有利有弊，但要看利弊大小，撤点并校

利大于弊，是一件政府、学校和学生三赢的事情，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 （２０１１／４／２２Ｓ县教育局长

访谈记录）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牵扯着教育行政部

门、教师、家长和学生各个主体，其中家长和学生

是处于最重要位置且弱势的群体，如何做到在这三

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家长和学生受到最大程度的

关注，这就有赖于学校布局调整模式的科学选择，

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多方调研和广泛听取

各方利益主体意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本地情况的

学校布局调整模式。既能够有效地整合农村优质教

育资源，让当地的学龄儿童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

又能够最大程度上方便学生的上学和身心的健康发

展，而不是一味地将寄宿制办学模式作为农村学校

布局调整 的 主 导 模 式。同 时，在Ｓ县 的 田 野 调 查

中，我们发现，科学可行的学校布局调整模式选择

是基于各方利益主体有效沟通和积极协商基础之上

的，正是因为在这种沟通协商机制的有效运用，才

使得各方利益尤其是教师、家长和学生这两个 “沉

默的大多数”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创造性的解决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因此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一定要

建立各方利益主体 （政府、教师、学生和家长）有

效沟通和积极协商的机制。但是目前在很多地方进

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中，政府、教师、学生

和家长各方利益主体有效沟通和积极协商的机制处

在一种缺失状态，加之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想当

然地制定自上而下的学校布局调整规划，这就可以

部分解释为什么要把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作为学校

布局调整的主导模式，事实上农村寄宿制学校是在

没有办法应用其他模式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农

村寄宿制学校大面积建设和推广在让学生享受到优

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失去了他们

本来应该享受的很多。在没有其他模式可供选择的

情况下采用寄宿制学校模式，而不是寄宿制学校模

式天然地应该成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主导模式。

目前，很多地区都把学校布局调整中学校数量

的减少和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作为一项教育政绩在

推广，认为在合并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寄宿

制学校是破解农村教育难题的万应灵丹，似乎农村

寄宿制学校 就 可 以 解 决 农 村 教 育 中 存 在 的 所 有 问

题。我们在对Ｓ县学校布局调整的情况进行田野调

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都对所有地区推广寄宿制

模式表示不同看法，认为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应该区别对待，而不能搞一刀切，不应该以寄宿制

为基础来实行的学校布局调整，应该更加温和稳妥

地采取多样化的学校布局调整模式。如果单纯从教

育效率和规模效益角度出发，撤点并校之后建设的

寄宿制学校的确具有较高的教育效率和规模效益。

而此次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动因就是为了提高教育

效率，实现规模效益，自然许多地方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就把建设寄宿制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最主

要模式。然而，对于农村中小学学校布局调整模式

的选择不单单是政府利益的表达，而应该是村民、

家长与政府围绕不同各自不同的利益相互博弈的结

果，应该实现规模效益和公平正义的平衡。各地在

学校布局调整实践中具体采用哪种模式，有赖于各

地政府对本地实际情况的把握和利益的协调。

［注　释］

①　此类论文见：李 书 磊．村 落 中 的 “国 家”———文 化 变 迁中 的 乡 村 学 校 ［Ｍ］．杭 州：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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