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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公平实践的尴尬

朱启臻 田牧野

［摘 要］ 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乡村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

各界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农村教育公平”为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乡村教育公平。但是乡村

追求教育公平的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育公平问题，反而增加了乡村的教育负担，使城乡

教育变得更加不公平。文章首先回顾了教育公平理论和既有的经验研究成果，并逐步分析了追求教育

公平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思学校上移、办学规模、教师素质以及乡村学校功能等问题，最后探讨了

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旨在启发人们多方位地思考

乡村教育问题，重新审视现阶段推动乡村教育公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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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议题之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除了

理论上的争鸣，在实践上也是各显神通。国家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农村教育公平”为目的采取

的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诸如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学校上移和学校

规模的扩大，教师轮岗制，特岗教师、重点学校学生的分配制等，究竟能否有效促进城乡教育均等

化，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的重新思考。本文以河北围场县乡村学校教育实践为基础，结合全国其他地

区的经验和问题，对教育公平的理念、布局调整中的问题以及对实现教育公平的思路进行了探讨。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承德市最北部。全县总面积 9 219 平方公里，辖 37 个乡( 镇) ，人

口 50. 1 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53 人。围场县地广人稀，又位于山区，农村教育长期处于落

后状态。2002 年，围场县共有 151 个小学教学点，大部分小学教学点设置在山区农村，教室破旧不

堪，缺少必要的教学设施，农村大多都是复式班教学，教师负担过重，课程很难上全，农村基础教育

质量很难达到要求。
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围场县 2003 年提出“以学区建设管理为体制，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布局调

整”的思路，主要做法是，以初中为整合的突破，即整合初中、发展小学; 整合小学、发展学前。实现

村办幼儿园、乡镇办小学、学区办初中、县办高中的教育格局。目前全县有初中 14 所、小学 77 所、
幼儿园 290 所，不仅改善了教学条件，提高了办学效益，而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学前三年义务教育。

围场县是我国最早完成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县，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反映了农村教育的一些共

性问题。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于 2012 年 7 月围绕教育公平问题就围场县的农村基础教育进行了

系统调研，对县委县政府领导、教育局、学校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和村干部等，进行了座谈和访

谈，本文的探讨即是基于此次调研。

一、对城乡教育公平的理解

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公平的理解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并受到西方教育公平理论较

大影响。如胡森被广泛接受的教育公平观点认为，教育“公平”，是指每个人都有机会不受歧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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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受到同等的对待以及获得公平的学业结果，被概括为起点公平、
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1］。罗尔斯的教育公平理论建立在自由主义平等观的基础之上，即在社会各

阶层平等地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他提出了两个公平正义原则: 第一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是机

会的公正平等与差别原则。根据他的原则，教育机会要平等自由地向所有人开放，同时要对弱势群

体进行补偿教育［2］10。1966 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对教育公平理论产生

了深远影响。他认为影响学生学业成就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家庭背景，而硬件条件和课程的影响并

不明显。因此，科尔曼提出，绝对的教育机会均等不会实现，学校和社会除了给学生们分配均等的

机会和资源以外，也要努力让学生学业成就均等［3］。
一些学者结合这些理论对中国农村教育公平状况进行了研究。比如王林义、陈功伟运用罗尔

斯的理论结合中国农村现状进行研究后认为，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从而导致了城

乡资源配置失衡，应该改善教育政策，在教育上惠及中下阶层［2］12 ; 朱家存从科尔曼教育机会公平

理论的视角指出，我国要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促进义务教育公平［4］。总体上讲，目前学术界对

这些观点进行理论研究的较多，但用来指导农村教育实践的较少。有学者直接指出不能简单地机

械地把西式教育公平理论套用在我国农村教育公平问题上，并呼吁有更多“本土”教育公平理论的

研究与应用［5］。
对目前农村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和现状研究很多，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教育机会的

城乡差距和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例如张玉林通过对 1949 年到 2002 年中国城乡升学率、教
育投入和教育管理制度的分析，从升学率和教育投入角度论证了中国城乡存在着巨大的教育差距，

并指出“分级办学”制度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损害了教育公平［6］; 徐再高以贵州省一个县城为

研究案例，通过对当地农村教育进行研究后认为，农村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师资分配不公、经费

投入不公、办学条件不公等 6 个方面，呼吁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7］; 冯羽、胡咏梅对全国

31 个省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进行了对比，认为区域间的农村办学条件还存在巨大差异，

并将此归因于区域间的经济条件差异和教育投入差异［8］; 周芬芬对布局调整后的农村教育进行研

究后认为，通过布局调整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并没有有效实现，需要对农村学校和学生加大补偿

力度［9］。
在城乡教育不公平的归因上，研究者主要归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但关注

教育价值目标以及评价标准对农村教育公平的影响可能会更接近教育公平的本质。在这方面已经

有了一些探讨，如认为目前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本质上是城市价值取向的，且具

有“精英价值主义”倾向。目前的农村基础性教育以城市文化为样本，突出离农教育。主要表现为

课程内容侧重于城市文化，而很少注重乡村文化; 过于强调对工业科技的教育而忽视农业技能的培

养，“应试”决定一切，使教育“异化”为升学的工具，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10］17 － 24。目前农村基础教

育的目标主要是“升学”，而农村基础教育受到几千年来农业社会传统读书理念的影响，其价值取

向主要是“离农”、“升官发财”，非常功利。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树立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为

农村建设和发展培养人才的理念［11］。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基于农”、“为了农”，既

不是“留农”更不是“离农”，为农村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提供人才; 同时还指出，目前这种“努力将农

村培养的学生送进城市和发展”的教育目标是一种对教育公平的误解，一些人将促进农村人群向

城市流动作为衡量农村教育的重要指标，但忽视了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12］。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秀兰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文

化再生产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目前的农村教育制度使农村学生很难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大

量农村学生在升学过程中被淘汰，求学无门只能返回农村，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封闭的循环圈: 城市

优秀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只有极少数农村学生能摆脱农村循环圈。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对农

村教育的反思: 农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农村和农业的劳动者，升学不应该成为主要

目的［13］。城市取向的农村教育价值观不仅会产生辍学隐患，也会造成乡村少年对乡土和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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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疏远，导致农村建设人力资源缺乏。王海燕则主张拓展农村教育内涵，在农村基础教育中增加乡

土文化教育，让学生热爱本土、乐于为本土社会奉献［10］25 － 41。
应该说，这些探讨揭示了导致教育公平的部分原因，也对目前农村教育可能引起的消极后果做

了较深刻的论述。但是所提出的对策和措施多是表面的、非本质的或难以操作的。这就为乡村教

育公平实践带来了诸多困难。

二、乡村教育公平实践的困惑

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和管理体制改革。1994 年的分

税制改革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是造成了地方财政危机［14］。受此影响，原来“三级管理”制度下的

农村学校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普九欠债”、加重农民负担等诸多问题。国家在 2001 年提出“以

县为主，统筹管理全县义务教育”，并且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教育布局”。因此，

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就成为缓解县财政压力的首选手段。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于乡

村巨大的教育需求。中国自古就有重教传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激发了人们上大学的欲望，并

把上大学作为成才的唯一标志，不少农村家庭有着“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动机，一些家长

甚至认为离家越远的学校，质量越高，规模越大的学校教学质量越好，不惜代价支持孩子到“更好”
的学校读书。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得以顺利展开。
据统计，从 1997 年至 2007 年，全国小学由 62. 8 万所锐减到 32 万所，10 年间近 51% 的小学消

失［15］。我们调研的河北省围场县，从 2002 到 2011 年，小学由 315 所锐减到 77 所，76%的小学被撤

并，其撤并力度在河北省位居前列。
农村中小学通过布局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优质教育资源，在硬件条件上，围场县集中财

力将对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建设标准化学校有机结合，整合优势资源，改善办学条件，

硬件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初中标准化学校数量达到了总数的 80% 以上。正是通过布局调整，围场

县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区域教育发展中走在了前列。但就全国而言，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在实

现了学校“规模化”办学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一系列困惑。
( 一) 学校上移到哪一级才算公平

通过布局调整推动城乡教育公平的主要做法是学校上移，也就是抱着一种离乡村越远学校教

育质量越高的心理预期和心理定势来调整学校布局。但是上移到哪一级才算终结? 村小学的条件

不如乡镇，于是把村小学撤销上移到乡镇，乡镇的学校不如县城，于是把小学校上移到县城。把小

学校上移到县城是否就实现了教育公平?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地级市、省城具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本着“人往高处走”的规律，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依然流失严重。教育条件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并

没有因学校“上移”而得到化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更高一级城市。一些上

移合并的学校，经历了短暂的规模效应后，很快由于学生的继续上移流动而出现学校的“空壳化”。
2010 年 7 月 18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以“河南乡村公立学校合并，学生被迫进高价私立

学校”为题报道了此问题之下的“流失—合并学校—流失加剧”的恶性循环现象，《中国教育报》
2005 年 6 月 19 日文章描述了河北省冀州公办中小学学生流失的情况［16］，《河南日报》2010 年用三

期报道了河南各地的中小学学生流失问题［17 － 19］，这一问题在湖南、陕西、江西都有所体现，这种现

象也得到了宏观数据的证实［20］。因此紧盯着纵向的学校“上移”的单一线性公平理念，使得“布局

调整”并不能有效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反而诱发了诸如辍学、寄宿生管理、校车安全等一系列新的

问题。
( 二) 优秀教师哪里来

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在短时间内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学校的教学设施、信息化建设等，都得到

了根本改善，复式教学、包班制等现象不复存在，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围场县教育局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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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示通过布局调整不仅改善了办学条件，在贫困地区实现了办学条件的现代化，同时在全国率先

实现了农村学前三年教育计划。但教师问题并没有随着教学大楼等设施的改善得到相应的解决。
一是教师编制不足，学校的职能增加了，而编制数量没有相应增加，教师总量不足，教师兼职学生管

理员的现象普遍，很多老师反映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二是教师老龄化严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后年轻教师并没有得到有效补充，在我们调查的学校中，幼儿园教师基本上都在 50 岁以上; 小学教

师平均年龄为 40 岁左右，特别是优秀骨干教师老龄化严重，几乎所有优秀教师仍然是 20 年前师范

中专的毕业生，而现在都已经 50 多岁，面临退休。第三，新进来的教师素质难以适应农村小学教学

工作，教师素质令人担忧。首先，优秀人才不愿意到乡村做教师，其次，优秀的教师不断流向更高一

级的城市，农村学校教师队伍难以稳定，没有稳定的教师队伍就难以积累乡村教育的经验，教育质

量提高就无从谈起。
针对农村师资现状，国家和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农村师资问题，例如国家从 2006 年起实

施了“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建立大学生农村支教服务体系; 地方教育部门实行城乡教师“互派制”，

“轮岗制”等，但效果有限。以“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为例，调研发现，特岗教师难以适应乡村教育。
一是“特岗计划”招来的毕业生大部分为非师范生，不懂教学，不会教学。其次，大部分“特岗计划”
教师大多是迫于就业压力才来当老师的，他们中的大部分或不想当教师，或不适合当教师，把特岗

教师当成就业跳板或权宜之计，脚踩两只船，三心二意，有些经过三年的实践刚刚熟悉教学规律就

离开了教学岗位。其三，过于“专业”，不适合小学教育特点，“有的体育院校毕业生，只会练跑步，

不会教其他体育课程，甚至连个跑道线都不会划”，“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懂音乐键盘，只会跳

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乡村学校校长普遍怀念当年的中师培养出来的全科小学师资。
( 三) 办学规模效益体现在哪里

追求办学的规模效益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事实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在

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校和学生的负担，对农村学生造成了深层次不公平。首先，学校规模扩大加重

了学生管理难度和教师负担。学校布局调整后一般学校规模都在“四轨”甚至“八轨”规模。这样

大规模的寄宿制学校，学生的管理成为学校巨大负担。许多校长表示，学生安全存在极大隐患，像

“三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头顶，学生问题无小事，在学生安全上不能有半点差池; 许多小孩第一次离

开父母，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学校集体生活，有的还吃奶甚至还尿炕，自理能力尚未形成。教工白天

当教师给学生上课，晚上值班当妈妈要照顾孩子的起居; 寄宿制学校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和责任，

这是撤并前估计不足的。孩子睡觉的安全、游戏安全、饮食安全、路上的交通安全等都需要人手，但

是这些工作没有编制，只能教师轮流值班，责任到人。许多教师感到“太累了，不光累体力和精力，

更累心。”“我的心一天到晚心都悬着，生怕哪个孩子出点什么问题，手机彻夜不敢关机。”“只要有

一个学生生病，我们老师得立马背着他去医院，一点也不敢延误。出了问题担待不起啊。”繁重的

工作使一些教师产生焦虑，睡不好觉，有的想提前退休。由于学生安全胜过一切，本该置于学校核

心地位的教育和教学就退居次要，有老师感慨地说，“孩子们都安全地坐在教室，我们就满意了，至

于学习成绩，那是次要的。”
学校布局调整增加了财政投入负担和学生家长负担。乡村学校的撤并，带来吃饭、寄宿等一系

列新的负担。从 2004 年到 2007 年，国家投入 100 亿专项资金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在

2010 年国家又投入 269 亿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在河北省围场县，2011 年县教育

财政投入达到 3. 15 亿，仅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和建设就投入近 4 000 万。据统计，从 2011 年秋季

学期起，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餐改善计划，为此计划中央财政将每年拨款 160 亿元予

以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小学生 4 元、全年 1 000 元，初中生 5 元、
全年 1 250 元。在我们调查的围场县，现行的经费远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仅寄宿生的营养餐补助

就比全县教育公用经费还要高。学校布局调整后学生家长的直接负担增加了两项: 一是交通费，在

我们调查的学校，每个学生交通费每月增加开支 80 元，全年支出近 700 元; 二是伙食费，每个学生

·0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每月的伙食开支平均是 120 元左右，除此之外，还要给学生一些零花钱。大部分家长反映可以承受

这些费用，但是已经构成了负担。对少数困难家庭学生家长来说则感到负担很重。至于那些由于

学校布局调整出现的家长“陪读”现象则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 四) 如何弥补乡村文化教育的缺失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尽管“乡土中国”逐渐走向“离土中国”，乡土文化仍然以

一种“形散神聚”的形式存在［21］。乡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需要我们保护和传承，诸如热爱乡

村、孝敬父母、诚实守信、尊重自然以及渗透在习俗和生活方式中的价值观念和民间信仰，是构建社

会不可缺少的，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乡村学校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学生进行现代科学知识

和文化教育，还在于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重要场所。乡村学校在帮助学生了解乡村，教

育学生热爱乡村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乡村学校的盲目撤并，把学生过早地引向了升学教育的

“独木桥”，过分的城镇化教育取向，不仅削弱了家庭教育，也阻隔了学生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失去

了耳闻目染的濡化环境和空间，致使传统文化的传承被中断。调查发现，农村学生对农村十分陌

生，不仅缺乏乡村文化、农业知识，也缺乏对农村和农业的感情。在我们调查的数百学生中，罕见有

帮助父母干农活的学生，他们不愿从事农业，也不会从事农业。重视培养学生对乡村的感情和对家

乡的热爱，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条件和基础。
为了克服学校脱离社会的倾向，2001 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明确

提出我国基础教育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以此来鼓励乡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编

订与开发。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编写了一批优秀的乡土教材，比如由北大教授钱理群参与主编的贵

州乡土教材《贵州读本》，以及介绍云南拉市海市风土人情的乡土教材《我爱拉市海》［22］，中国农业

大学朱启臻教授主编过《社会常识》，这些都在地方学校产生了一定反响。上海大同中学、江苏锡

山中学等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初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校本课程，既包含了乡土教育又注重实

践能力的培养［23］。但在目前“应试”教育制度和“城市主导”教育价值目标下，开发校本课程和采用乡

土教材等措施常常与升学教育发生冲突，难以发挥应有效果，不能弥补乡村文化濡化功能的缺失。

三、破解乡村教育公平的思路

( 一) 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

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是办学过程均应遵守的，但要把教育规律放在首位。教育最本质的要求

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人。但是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氛围下，人们的观念、行为被经济规律所支配，

在教育过程中也出现了重视经济规律而忽视教育规律或用经济规律取代教育规律的现象。如撤点

并校的动力首先来自经济的原因，节约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追求学校规模效益、减少校

舍投资和师资数量等等，诸如此类，均是把经济目的放在首位。结果导致了学校规模过大，学生与

教师的关系疏远; 学生自幼远离家庭和社会，致使家庭教育缺失、社会教育乏力，学生的全面成长受

到影响。更有甚者把父母双方可以放心外出挣钱作为寄宿制学校的一大功能来宣传。把经济学的

简单结论套用在教育上不仅使教育受到严重伤害，也没有达到经济的目的。靠资金堆积出来的

“巨无霸”学校，因师资条件限制，教学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24］。而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后普遍得出

“班级规模和学校规模与教学质量成反比”的结论，也证明了简单经济原则与教育规律的冲突［25］。
我们通过对围场县调研后发现，经过布局调整，中小学班级容量明显增加，教师分科教学使得教师

与学生互动减少，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以及学生对教师的情感均有淡化趋势。发展教育要在尊重教

育规律的基础上按经济规律办事，主要表现在教育结构要符合经济结构需要，教育为经济发展服

务，要用最合理的教育资源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而这恰恰是我们的教育最缺乏的。至于追

求基础教育的“规模效益”，过分强调“专业化”、“标准化”，以至于追求“大而洋”的做法，既违背了

教育规律，也违背了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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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

符合需要的教育才是有效的教育。需要包括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教育的一个重要责任

是实现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结合。教育的供给只有在符合教育需求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有效的教

育。有人对农村教育需求进行了调查，发现初中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的比例为 56%，选择外出打

工的学生为 37%，只有 6%的学生选择在家务农［26］。我们分别对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访谈发现，他

们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是不同的。教师希望学生能升入高一级中学，主张和动员初中毕业生进行

分流; 家长希望学生继续升学，上大学是最高愿望。而学生自己比家长更为现实，有的学生认为自

己更适合学习一门技术，也有人直接选择外出打工，以减轻家庭负担。学生的教育需求是多元化

的，他们可以说出多种自己最向往的职业和生活，但这种真正的教育需求被家长和教师的愿望所取

代，被社会畸形的教育观所压制和掩盖。如果有哪个学生公开表示愿意到职业高中学习技术，会受

到来自家长、亲友和周围人的压力。我们的教育供给就是为满足这一被虚化的教育需求而构建的。
长期以来，农村学校和城镇一样，围绕“升学率”开展单一的教育，考什么，学什么。初中与高中毕

业后的选择，并没有因为学历高低而存在差异，均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困境和

回家后“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的尴尬境地。回家务农的中学生，缺少农业耕作的基本常

识; 进城打工大都从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或从学徒做起。破解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需要激发出农

村学生的真正需求，增强学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一

体”的农科教结合的农村教育体制，使那些不能升入大学和有志于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青年获

得一技之长，提高农村教育的有效需求。陶行知先生在 1926 年《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所呼吁的

“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发展学生的活本领”［27］依然应该是乡村教育改进的目标。
( 三) 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

目前关于教育公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教育指标设置的公平，实际上

教育公平难以厘清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基于一个不公平的教育框架讨论公平教育问题。目前的教

育体系和教育观念是按照“精英”教育，确切地说是围绕升学考试目标而建立的。而实际上教育公

平不是每个学生都上大学，也不是人人享受同样质量的教育设施，而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均等的

教育机会和公平的教育环境，为多样化的需求和实现自身价值提供多样化的条件。强迫、诱导所有

学生走一条路只能背离教育公平理念。我们调查的一位初中生，他的应试成绩不理想，但有较强的

动手能力，自己的理想是学习汽车修理，但是家长、同学、亲戚朋友都劝说他上普通高中，将来考上

大学可以光宗耀祖。有的学生自己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在家长的反对和压力下甚至离家出走。撤

点并校在很多地方之所以得以顺利进行，就在于普遍持有片面的教育公平观。正是这种观念使得

大多数农村学生成为高考的陪衬。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意义的教育公平。事实

上，在教育内部搞教育公平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而实质上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教育公平只有

建立在社会公平基础上才有价值。
社会公平是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它

建立在人们的自由选择和社会尊重的基础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只要付出劳动，就能享受劳动

成果的分配权利与平等获得利益的权利。社会公平是以消除社会歧视为前提的，无论是在农村当

农民还是在工厂做工人，大家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只有在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的社会公平环境

下，才能为坚持差异原则、因材施教、满足学生真实的教育需求提供条件，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因

此，引导社会成员树立科学的教育公平观，理智对待学生类型差异和学校类型差异，树立职业无贵

贱高低的观念，才能摆脱升学教育的陷阱，为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自然选择教育类型营造

社会环境。离开社会公平单纯追求教育公平，往往导致教育公平的“异化”和“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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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wkwardness of the Rural Education's Fairness Practice

Zhu Qizhen Tian Muye

Abstract Education equ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mong researchers and an important con-
tent in rural education practice as wel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education equity，stake-
holders take several measures to pursue education equity in rural areas． However，the current statistics show，it is not only
fails to solve education equity in rural areas radically，but creating extra burden for rural education，which makes it more
inequitable． In this article，authors reviewed the existed research and related education fairness theory at first，then ex-
plored problems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fairness step by step． Authors also reflect issue involving schools' pro-
motion，scale，teachers' quality and functions of rural schools． The paper tri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iscipline and education ones，educational supply and demands，and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social fairness，aiming at in-
spiring people to deliberate rural education issue from multi-perspectives and reflect the policies of rural education in pres-
ent China．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fairness; Social fairness

( 责任编辑: 常 英)

·34·第 4 期 朱启臻等: 农村教育公平实践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