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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是中国振兴的基石，是中国教育的未来。乡

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良好稳定发展之间

存在紧密联系。当下乡村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心理等方

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对自身生活乃至社会造成重大影

响。对此，社会各界应当着重重视乡村教育问题，共同努力，

协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乡村留守儿童大部分处于 0~16周岁，父母外出务工，

远离家乡，往往将他们托付给亲戚照顾或者爷爷奶奶抚养，

每年见面的次数少之又少，甚至根本不与孩子联系，从而使

孩子缺乏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状态。人们常说：“父母

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人生成长的摇篮。”留守儿童

自小就没有父母的教育，感情上的交流，致使孩子的情感缺

乏，往往造成他们存在孤僻、自闭、攻击性强的性格特征，

成为他们人生路的阻碍。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

饥渴”，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受到影响；

自小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启蒙与纠正，思想道德教

育的不重视，导致误入歧途、触碰法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葬送自己的人生。父母陪伴的缺失，乡村留守儿童长期缺乏

心与心的交流与沟通，使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时期的儿童，

对学习、生活、自身的变化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家庭不

能充分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知识上的解答，不利于儿童

的健康发展 [1]。

学校是人一生中第二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它是人从家

庭走向社会的中转站，是人学习书本知识、获得间接经验、

接受正规教育的主要场所。但在农村，学校普遍规模小，硬

件设施落后，桌椅板凳都是年久未换，桌面坑坑洼洼，爬满

了年代感。尽管目前中国对农村学校进行了资金投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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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善，但这只能满足学校的基本要求，大部分农村学

校的微机室、多媒体教室缺乏或不完善，局限了小朋友摄取

知识的途径，眼界仅仅围绕着书本知识以及教师的授课内

容。再者图书馆的要求根本满足不了小朋友的成长，书籍陈

旧且内容单一，不能让他们在书籍上更广泛地了解世界、了

解自然。体育器材更是匮乏，很多设备仅仅是摆设，坏了也

就不管不顾，缺乏资金购置新材料。同时，乡村学校很少开

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并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也很少有组织、

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

教育。这些教育内容对于生活在社会飞速变化、媒体迅猛发

展这一时代的乡村儿童是十分必要的。

学校是教育的场所，而教师是促人成长的导师。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

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教师是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没有任何一个教师希望自己的

学生没有前途，每一位教师都会倾其所有认真教育每一个学

生。但在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文化程度局限于

大专，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求知。再者，教师普遍为年纪偏

大的，年轻教师根本不会考虑乡镇小学，没有新生代教师的

补充，教育的方式只能维持在“一支粉笔 +一张嘴 +一本

书”的传统教学，学生仍以“听、说、读、写、背、考”模

式来求知。然而这种落后的教学方式，不但不利于当代教育

的发展要求，而且加重了师生的负担，消耗大量精力和时间，

却换来事倍功半的教育效果，大大拉开了城乡教育的水平差

距，以至于乡村学子向着更高学府求学时难以适宜，最终不

得不放弃，回归故里。同时，乡村学子的家长为生活所迫纷

纷外出务工，本该由家庭、家长完成的基本教育推卸给了教

师，这无疑加大了教师的重担，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应给

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2]。

家庭、学校以及教师终究是乡村教育的外在因素，说

到底真正影响乡村教育的莫过于自我认知度。家庭教育的启

蒙、学校教育的培养是乡村教育的起点，自我约束、自觉度、

明辨是非才是教育的要素。在不利的条件下，更多的乡村学

子自甘堕落，将学习看作一种负担、压力，束缚在自身的枷

锁，逃课、旷课成了解脱的方式。加之监护人的文化水平低，

学习上无人进行监督和指导，从而使其释放自我，一事无成。

少部分留守儿童中，由于没有家庭的关心和照顾不到位，心

里的压抑无法释怀，造成性格的孤僻、自卑，以至于无法与

他人正常交流，自我束缚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会厌倦学习、

厌倦生活，导致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差，直接造成自身的

学习情况差。由于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代价大，在日常生

活中常常使得长辈群体对学生的情况了解不足，甚至出现被

欺骗的情况 [3]。

中国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建立农村教

育财政保障机制。缓解基础教育投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财政

乏力方面的问题。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承担责

任。建议中国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严格规定农村教育投入

的比例。合理使用教育资金，将资金落实到每一小步，用在

刀刃上，切实发挥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在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中

的绝对主体作用，构建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省级

财政承担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最终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和保

障农村子女平等享受教育机会的长效机制。

仅仅靠着中国财政的投入远远不能维持乡村教育的发

展，更需要社会的广泛支持。社会是一个宝盆，是无尽资源

的源泉。社会各界应该关注乡村教育的发展进程，汇聚自己

的微薄之力，为乡村教育奉献一份力，为乡村学子带来一份

未来的动力。书籍的二次利用、教育设备的投入、体育器材

的捐献等等，一份微薄之力，造就教育的远大发展。

其一，加强农村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村教师的专

业水平。农村教师信息闭塞，接受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其

教育的理念、教学方式都与城市教师有很大的差距。为此，

各级政府要加大开发并充分利用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加强对

农村教师的培训。同时对农村教师有所倾斜，免费培训，提

高农村教师新的教学理念，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注重教师

实际教育教学素质的提高和教师的实际教学效果，以切实提

高农村教育教学质量。

其二，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教师的双向流动。

实施“教师交流机制”，将城镇的教师交流到农村支教半年

或一年，带动农村的教育；农村教师则到城镇学校实习，充

实提高，以解决农村教师单向流动的问题，切实提高农村教

育质量。

其三，制定可行的政策鼓励师范院校大学生投身乡村

教育建设。由于农村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往往造就了毕业

生不想选择农村教育，以至于农村教师普遍年纪大，教学理

念束缚在传统教学方式。为此，推行一系列政策，吸引毕业

生下乡投身教育事业，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4]。

各地政府加大经济建设，增加当地的工作岗位，为外

出务工的家长提供就近工作岗位，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给

留守儿童带来一个完整的家庭陪伴。而更多的家长不仅仅满

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更应该充实孩子的精神世界。在孩子的

启蒙时代，家庭教育的灌输，是孩子们正确人生观、世界观

（下转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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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教多少，只要正确处理好教学内

容与方式，才能张弛有度地控制好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建构。

在常规音乐课中，会出现多次师生互动的情况，那么在教师

提问时，对于问题的设计需做到简明有效，围绕教学目标设

计有效问题，为课堂教学进行指向性导航。例如，开展《在

那遥远的地方》唱歌课的教学，教师通过情境创设、设计问

题、多媒体展示，反复多次聆听歌曲，在学生现有的知识基

础上对其提问，以此开拓学生的想象力，提高课堂参与性，

并通过聆听与思考，了解歌曲表达的情感和内容，强化审美

体验 [4]。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育教学虽有一定的章法，但教

学方法多种多样，要注重教学方式的实践性、科学性与可操

作性，不被模式套牢。拥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灵活的综合素

养，是每一位音乐教师必备的基本要素。多关注学生心理需

求，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参与性，明晰学生在音乐课中对音

乐知识技能学会了多少，在音乐审美体验中是否有一定的提

升，始终是每一位音乐教师在今后的常规音乐课教学过程中

长期思索并不断研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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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重要保障。好的家庭教育往往可以决定孩子的未来发

展，好的道德行为往往使人走得更高、更远。

好的环境固然重要，但往往决定人生成功的莫过于自

我的约束。好的环境能使人更容易接受知识，享受教育，但

沉迷于享受之中，变成了自甘堕落，毁了自我。在乡村教育

中，偶尔不利的环境更是农村学子不懈的动力，提高自我的

控制力、明辨是非能力更是成功的法宝。

综上所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教育上去了，就大有希望。正如梁启超而言：“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未来正是一个民族

的未来，一个强盛的国家依赖于少年的发展，而教育便是希

望。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乡村教育便成为一个重要环节。

乡村教育影响广泛，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在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在农村，教育是农村学子的翻身法宝，

唯有教育才是走出大山的捷径，乡村教育是撑起一片希望的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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