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乡村教育的关注度依然很高，代表委员们从推动城乡教师定期流动、创新乡村
教师编制管理、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学校一体化战略等方面，积极为乡村学校发展建言献策。近年来，北京
市一直把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在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积极提升乡
村学校发展的软实力，涌现出一批小而美、小而优的精致乡村学校。

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中心小学
是一所体育特色鲜明的农村校。
学校以密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子务形意拳为抓手，着力建设
以武术为龙头的体育特色，逐渐
形成了“总校武术特色+分校区足
球、篮球、跳绳特色”的一校多品
办学模式。在该校校长王春艳看
来，乡村学校要实现有特色、内涵
化发展，一支年龄、学历和学科结
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是重中之重。
为此，她启动了学校的“蒲公英计
划”，通过开展法律法规、职业道
德、教学技能等培训，为教师的专
业成长助力。

令王春艳和其他乡村学校校
长鼓舞的是，近年来密云区教委持
续将应届大学毕业生等新生教师
力量，输送到西田各庄镇中心小学
这样的普通农村校，为这些乡村学
校的发展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为了提升乡村学校师资水
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早在
十几年前，密云区就率先实行了
干部教师轮岗交流机制。在“双
减”背景下，2021年密云区在原有
轮岗交流工作基础上，再次主动
承担新任务，成为北京市首批试
点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区之一。在
这一机制下，2021 年当年密云全
区就有 118 名教师在城乡学校之
间轮岗。

目前，密云全区参与过轮岗交
流的干部教师超过3000名，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73%。全区城乡师资结
构发生显著变化，农村各学科教师配
备齐全，“教非所学”现象基本消除。
城乡骨干教师数量差距正在不断缩
小，农村校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一体化配置师资，率先尝试干
部教师轮岗交流；一体化布局学校，
基本形成“一镇一所初中、一所小学，
较大镇一所中心小学下辖一至三所
完小”的发展格局；一体化管理，教育
系统成立9个党建协作组，催生出小
学城乡教育共同体等机制……通过
这一系列努力，2022年密云区与东
城区、朝阳区共同成为全国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区。

从寻找每所学校变革的突破
口，增强乡村学校个体自主发展
软实力，到为推动乡村学校群体
协同发展，形成区域教育均衡化
路径，密云区进行了很多宝贵的
实践探索。

在谈及乡村学校发展时，王春
艳表示，每一所乡村学校都有其个
性化的发展路径，这个路径要与所
处的乡土文化结合，与学校、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等实际
情况结合。“乡村学校的特色化、内
涵化建设，应该是一校一案的，不
能一味地追着城区走。”

□文/本报记者 赵艳国 姜思瑶 冉阳 郝彬 常悦

北京立体化提升乡村学校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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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乡村学校
内涵发展区域路径

小而美 小而精 小而优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
育的发展，乡村教育的发展
关键在教师。近年来，为切
实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明 显 缩 小 城 乡 师 资 水 平 差
距，北京市出台了多项措施，
包 括 提 高 乡 村 学 校 教 师 待
遇、创新乡村教师编制管理、
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推
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等。

仅 2016 年一年，北京市
就出台了三份支持乡村学校
发展的文件，即《北京市乡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2015- 2020
年）实施办法》《北京市支持
乡村学校发展若干意见》《关
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指导意
见》。此后，又分别在 2021 年
3 月印发了《北京市乡村教师
特岗计划（2021—2025 年）》，
2022年1月印发了《北京市落

实〈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
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的工作方案》。

“双减”背景下，为进一步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北京市各区正根据相关文件
精神，完善交流轮岗激励机
制，进一步推进区域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试点，开展学区、集
团内干部教师按需交流轮岗，
重点加强城镇优秀教师、校长
向 乡 村 学 校 、一 般 学 校 的
流动。

在积极推动干部教师轮
岗交流的同时，北京市还积极
通过云端平台将优秀的师资
和课程辐射到乡村学校。

自 2020 年 3 月北京市教
委印发《关于推进“互联网+基
础教育”的工作方案》后，昌平
区就积极探索“一名老师线上
主讲，其他老师线下辅助，以

直播形式连接多个课堂”的教
学样态。这种教学样态被称
之为“双师”课堂。这一课堂
形态聚焦薄弱学校、农村学
校、集团学校和区域整体，在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
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2022 年 12 月 举 行 的
“双师研修共同体”线上实践
月活动中，昌平区教师进修
学校中学教研室携手全区 24
所输出校的优秀师资，与十
三陵中学、下庄学校、小汤山
中学等 9 所输入校的师生们
共同开展线上备课、线上说
课、线上执教和线上议课，有
力提升了乡村学校教师的教
学和教研水平，大大增强了
师生们的获得感。

在上完地理学科“双师”
课后，西府冠华学校的王茉
涵老师说：“在这次教学活动

中，我学到了新颖的教学理
念 和 多 样 化 的 课 堂 教 学 手
段，希望能有更多向其他老
师学习的机会。”

北京教育学院教育干部
学院副教授吕蕾认为，政策
支 持 优 秀 教 师 资 源 在 城 乡
之间合理流动，数字化建设
为乡村学校提供“双师”课
堂，北京市内立体化支持乡
村学校师资建设效果显著。
尤其是从 2021 年开始的教师
轮岗交流，是北京市从市级
层面支持乡村教育发展，推
动城乡教育均衡，作出的一
个重大举措，目前已经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这些举措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乡村
学校面临的教师年龄层次不
合理、学科教师结构性缺编、
新师资力量注入少学校教师
专业发展乏力等问题。”

“轮岗+网络”多元供给优秀师资创新

去年，怀柔区九渡河小学
成了“网红学校”。这主要是
因为学校自 2022 年 1 月与十
一学校一体化办学以来，除了
对教育软硬件设施改造，还推
出了移植总校课程体系、建立
校外指导教师库等一系列改
革举措。在村里招辅导老师
教学生做豆腐、养蜂，学生自
己写广告词卖白菜，派出教师
到各名校挂职锻炼……一系
变革带动了老师和学生们的
变化，教学和学习不再刻板无
趣、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学生
能力获得综合发展。

在怀柔区，特色鲜明的乡
村学校不止这一所。比如，琉

璃庙小学以“小问题”为突破
口，突出教研实效性，努力推
进家委会建设，家校携手共促
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喇叭沟门
小学依托金帆书画苑创剪纸
特色课程，在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中，大力发展民族团结教
育；长哨营小学在校园里建起
了一座天文观测台，构建起

“天文”校本课程体系等。
近年来，怀柔区教委以标

准化建设为抓手，加大乡村学
校软硬件建设投入，以专项实
施推动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的完
善与提升。积极出台政策推动
干部教师轮岗交流，鼓励城区
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与

此同时，制定了学区制建设意
见，打造学区教育联盟，尤其是
通过成立北五乡（五个远山区
乡镇）教育联盟，通过建立名师
工作室，成立教研、改革、学生
活动共同体，共同研究学校发
展路径，促进学校发展。

走进延庆区，也能够感受
到乡村学校自主发展的满满活
力。八里庄中心推出的灯笼制
作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也
把校园布置得充满美丽又喜
庆；大柏老中心小学开发了“葫
芦天地”“冰雪葫芦娃”“葫芦娃
农庄”等课程，将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融入其中；西屯中

心小学专门租种大棚作为学生
的种植实践基地，老师还带领
学生到官厅水库、古崖居、世园
公园等实践基地进行科考，为
学生打开科学探索的大门……

在吕蕾看来，乡村拥有
山水田林湖草等自然生态资
源，乡村和山区学校将空间、
生态资源和农业生产人才培
养目标相结合。农村学校要
通过教育，唤醒学生所拥有
的山水湖林水草的情感，唤
醒曾经所共同认同的、具有
凝聚力的对本地风俗和文化
特征的热爱，这些是乡村振
兴在社会性基础层面上的源
头活水。

3月13日一早，房山区窑
上中心小学校长赵东刚就在学
校微信群里分享了一篇自己的
教育周记，除了按照惯例对上
一周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他还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契
机，谈到了对自己成长有影响
的女性。写教育周记是赵东刚
从两年前调入窑上中心小学就
一直坚持下来的习惯。

“1000 余字的教育感受，
对个人来说是一份积累，从管
理上来说也是一种节省时间
成本的交流方式。”赵东刚坦
言刚到一个学校不久，很多老
师都不了解校长的想法，总是
开会又占用大家时间，影响工
作不说，效果也不一定有多
好。“以教育周记的形式发到
群里，老师们自愿看，内容有
工作又不仅仅谈工作，是和老

师们交心的好方式。”
调入窑上中心小学之前，

赵东刚在距离房山城区最远
乡村学校蒲洼小学工作了 8
年，他带领这所乡村小规模
寄宿制学校形成了“小而精”

“小而美”发展样态，积累了
丰富的乡村学校管理经验。
来到窑上中心小学后，赵东
刚又带领班子，依托乡土资
源和学校校情为学校制定了
新的发展规划，从建设学研
型教师团队、建设友好儿童
活动空间、构建班组群育人
体系、构建田园课程体系四
大支柱着手，来创建一所高
质量的美丽乡村小学。

近年来，房山区还有一大
批像窑上中心小学一样的乡村
学校，在市区教育行政、教科研
部门和高校的支持下，努力寻

求变革和发展之道。“十三五”
期间，为了进一步推进区域教育
均衡发展，房山区教委制定了

“一环两带三区”发展规划，其
中，“两带”指南部山区教育均衡
发展带和北部山区教育均衡发
展带。为了打造好南北两沟乡
村教育联盟品牌，房山教委与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
育学院签署合作协议，为南沟
和北沟山区16所乡村学校的发
展装上“孵化机”和“助推器”。

在市级专家的帮助下，房
山区乡村不光课堂有变化，学
校校长、教师的观念、师生的精
神风貌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在固有观念里，乡村学
校是落后的，存在硬件不成、师
资不好、家庭教育跟不上、距离
优质教育资源远等不利因素，
但我不这么看。在个别领域

城乡学校的确存在一定的差
距，但在国家的支持下，乡村
学校的师资、硬件也在不断升
级。”赵东刚说，乡村振兴战略
和以“双减”为切入点的教育治
理，使得乡村学校发展面临前
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好的教育
一定可以在乡村学校发生。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学院语言人文系副主任杨朝
晖表示，在乡村教育不断变
革的当下，校长需要培养文
化自信，强化价值领导和办
学坚守，能够结合学校历史
和现状“擦亮”办学理念，将
学校发展、学生发展和乡村
教育发展的未来联结起来。
能够具备扬长思维，重新认
识自己的作用与价值，并从
自己最具优势的领域和事项
入手持续推进深化。

培养干部教师自信和扬长思维内生

用乡土资源唤醒学生对家乡的热爱激活

挖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