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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using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and a series of education resource optimization policies, the quality of rural education is gradually improving, and technology 
integrated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ampus culture, the cultivation and guidance of rural teacher tea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at the three levels 
of family, society, and school are also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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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农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主线，采用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农村教育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国家
的扶贫项目和一系列教育资源优化政策的实施，农村教育质量正在逐步提升，科技整合教育成为未来农村教育振兴新方
向。此外，乡村校园文化建设，乡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引领，以及家庭、社会、学校三层面的教育共同体建设，也是推动
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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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飞速进步，

教育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农村与城市间的教

育鸿沟依然显著。据统计，2023 年全国农村地区小学师生

比平均为 1 ∶ 22，远低于城市地区的 1 ∶ 16，这直接反映

了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数据来源：教育部最新统计报告）。

尤其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村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教育质量关系到农村青少年的发

展前景，也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然而，农村教育在

教学质量、师资力量、设施条件等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需

要引起教育部门和全社会的重视。同时，农村教育必须抓住

科技进步的机遇，积极进行创新，寻找新的发展途径，如应

用信息技术推动远程教育的实施等。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2.1 当前农村教育的现状和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现

状和挑战 [1]。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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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教育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农村与城市

间的教育鸿沟依然显著。据统计，2023 年全国农村地区小

学师生比平均为 1 ∶ 22，远低于城市地区，当前农村教育

整体水平虽然有所提升，但教学质量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

差距。以四川省郫县为例，该县中考平均分连续三年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 15 分，优质高中升学率仅为 30%，远低于城市

地区的 60%（数据来源：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衡，优秀教师难以长期扎根农村，导致师资力量薄

弱且流动性大。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方法有待提高，部分

教师缺乏足够的现代教育技术和教学技能，无法适应新时期

教学需求。

基础设施落后是另一大问题。部分农村学校的教学设施

和教学环境仍然较差，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楼等基本设

施的不足，给学生的学习和活动带来诸多不便。部分地区甚

至缺乏最基本的教学资源，如教材和教具的供应不够充足。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力度也有限。农村家庭普遍经济水

平较低，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2]。一些家长文化

水平较低，无法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习辅导，家庭教育缺失

严重。社会环境的制约也对农村教育产生影响，社会普遍存

在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和投入不足。

2.2 农村教育在教学质量教师配备设施条件等方面
的问题

农村教育在教学质量、教师配备、设施条件等方面仍存

在一定问题。在教学质量方面，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

显著。以湖北省黄冈第一中学为例，该校教师中本科及以上

学历占比仅为 60%，远低于城市重点中学的 90%。由于师资

力量薄弱，该校高考本科上线率长期徘徊在 40% 左右，远低

于城市平均水平的 70%（数据来源：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及学

校内部统计）。许多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家长

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生的课外辅导资源也较为匮乏。

在教师配备方面，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由

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条件差异，优秀教师大多选择在城

市任教，导致农村学校教师流失严重，教师队伍结构不均衡，

尤其是缺乏高素质的专科和学科教师。农村教师的培训和职

业发展机会有限，难以获得持续的专业提升。

设施条件方面，部分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陈旧，教学

设备匮乏，无法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信息化教学工具的缺

乏使得农村学生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应用方面的学习机会

受到限制。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利

于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为了实现农村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迫切需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教学质量。

2.3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和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教育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提升要

求。教育不仅是摆脱贫困的基础途径，更是提升农民素质、

推动农村全面发展的核心力量。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村教育

必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并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

入，以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一战略要求提升教

师队伍素质，通过引进优秀师资和加强在职培训来提升教学

质量。鼓励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远程教育，使优质教育资

源下沉到农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乡村振兴战略还要求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增强乡村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

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综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家庭、学校、

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促进机制。

3 国家政策对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和
影响

3.1 扶贫项目和教育资源优化政策对农村教育质量
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扶贫项目和教育

资源优化政策，旨在提升农村教育的整体质量。近年来，国

家通过精准扶贫政策，累计向湖南省农村地区投入教育扶贫

资金超过 5 亿元，用于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和提升师资力量。

其中，湖南省邵阳县利用扶贫资金新建了 5 所现代化小学，

每所小学平均配备了超过 50 套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和 2
万册图书资料，极大改善了当地学生的学习环境。同时，邵

阳县还通过“特岗计划”等方式引进了 30 余名优秀教师，

有效缓解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和教学水平（数据来源：湖南省教育厅及邵阳县政府

公告）。新建和改扩建的学校数量显著增加，教学楼、宿舍楼、

食堂等设施得到了大力改善，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 [3]。

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教师队伍建设政策，通过财政补

贴、专项培训、教师评优等措施，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执教，

并提高在职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4]。教师的待遇

明显改善，教学积极性和专业素养显著增强。教育资源优化

政策也通过各种形式如教材更新、课程改革和教学模式创新

等提升了农村教育质量。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内

容，还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

国家政策的实施在教材更新、课程改革和教学模式创

新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逐步推广

到农村学校，使得当地学生能够接触到更为先进的教育资源

和教学方法，从而全面提升了教学效果。通过这些努力，农

村教育在诸多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5]。

3.2 乡村校园文化建设的当前状况和影响
乡村校园文化建设在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当前处于稳步推进阶段。具体来说，在湖北省黄冈县

的乡村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文化资

源，如举办“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来校授课，让学生们亲身体验和学习传统文化，增强

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此外，学校还通过美化校园环

境、设置文化长廊等方式，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提升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案例来源：湖北省黄冈 G 县教育局及学

校内部活动记录）。一方面，许多乡村学校积极利用本地独

特的历史和民俗资源，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如民间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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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活动等，以丰富学生文化体验和精神生活。另一方

面，学校也注重引入科学、健康的现代文化元素，如环保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以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改善

校园环境、美化教学设施等途径，进一步提升校园整体面貌，

为学生创造更加宜人的学习氛围。

在乡村校园文化建设影响方面，文化氛围的提升不仅

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还能促进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

凝聚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校园文化建设也为地方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通过学校的影响力，文化知识

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还能吸引更多

优质教育资源，使得乡村教育在硬件与软件方面都得到长足

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看，乡村校园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仍需持续关注和投入，以确保其能够真正发挥长远、积极

的作用。

3.3 乡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对农村教育的推动
乡村教师队伍的培养是推动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通过实施定向培养计划、教师进修培训和职称评定等措施，

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教育能力，优化教师配置。通过改善

教师待遇和工作条件，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和稳定性，

有助于提高农村教育的持久性和质量。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

教育教学水平，还促进了乡村学生全方位素质的发展。

4 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和策略

4.1 科技对农村教育振兴的作用远程教育信息技术
的运用

科技在农村教育振兴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远程教育和

信息技术的运用，为偏远和落后地区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

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远程教育通过互联网将名校名

师的课程传递到农村学校，让农村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同等

的学习机会。这不仅弥补了农村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还提

高了教学质量。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

动有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电子学习设备如

平板电脑、电子白板等的使用，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直观丰富，

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在教学管理方面，信息技术的引入实现了教育数据的

精细化管理，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并

做出相应调整，提高教学效率。通过建立数字化学习平台，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

足。科技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网络培训和在线交

流，教师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在农村教育振兴过程中，需进一步加强科技投入，提升

农村学校的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4.2 家庭社会学校三层面教育共同体建设策略与农
村教育发展

家庭、社会、学校三层面的教育共同体建设是推动农

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策略。家庭教育作为孩子成长的第

一课堂，对培养学生的品德、习惯和价值观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家长与学校的紧密联系，能够形成良好的教育合力，

共同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社会力量在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方面也不可忽视。社会

组织、企业和社区可以通过捐资助学、资源共享和志愿服务

等方式，改善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现状。营造良好的社会教

育氛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充分利用社

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使教育更

贴近生活。

学校在教育共同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学校通过建立科

学合理的教育管理体系和教学机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与

学生的全面成长。通过家校联系平台，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

的学习情况，打造家校共育的桥梁。学校还应与社会各界建

立合作关系，联合开展社会实践课程和校外教育活动，拓宽

学生的视野。

家庭、社会和学校三者形成的教育共同体，通过各自

的力量和相互协作，创建出适合农村学生成长的优质教育环

境，推动农村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4.3 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建议
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包括：整合科技资源，强

化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应用；推动家、校、社会三层面教育

共同体建设；完善乡村教师队伍的培训机制；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提高教育设施和教学环境。通过上述措施，实现全面

提升农村教育质量。

5 结语

论文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了解了

乡村教育的现状，揭示了农村教育在教学质量、教师配备和

设施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强调了国家扶贫项目和教育

资源优化政策在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此

外，我们还探讨了科技整合教育如何成为推动农村教育发展

的新机遇，以及乡村校园文化的建设，乡村教育队伍的培养

和引领，家庭、社会、学校三层面教育共同体建设在推动农

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

重点探讨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农村教育的质量和

效率，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这一系列研究不仅为中

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参考，同时也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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