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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合并到
复兴的曲折历程及启示

陆 萌,唐 智 松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在适应乡村需要、追求规模效益和倡导价值多元的背景下,贯穿整个20世纪、影响至今的美国

农村小规模学校改革发展经历了快速合并、延缓合并到复兴重建的曲折历程。这一历程反映出美国农村小规

模学校合并运动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教育发展的需要、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动。美国不断探索农村小

规模学校发展的有效路径,力求保证教育质量,注重规模效益,坚持多元价值取向。这给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

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坚持辩证态度和多元价值取向,避免盲目和冲动,以科学理论支持农村学校发展,

以实践智慧推动农村学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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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远离城市的地理条件、相对稀少的人口等因素,农村学校普遍存在师生数量较少、校舍规

模偏小等现象,故有“农村小规模学校”之通称。本文所探讨的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如同其他农村

小规模学校一样存在规模效益相对偏低的事实以及远离城市“先进文明”的忧虑,于是出现了农村

小规模学校是继续举办下去还是合并或撤销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走过了从合并到复兴的曲折历程。我国在20世纪末至21
世纪初也出现了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是“续办”还是“撤并”的论争。如2001年,我国颁布了《关于

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开始掀起了“撤点并校”运动,但是农村孩子上学路途遥远、交通不方

便及安全隐患、农村学校教师流失及队伍萎缩,以及农村校舍贱卖导致国家资产流失、“农村社区的

学校文明灯塔消失”等问题在合并之后很快暴露出来。于是,2012年我国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明确提出:“禁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学校”,要求重新布

局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农村小规模学校已经撤销或合并,那么,为什么要重新布局、如何调整恢

复农村小规模学校呢? 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儿童跟随父母外出务工,
农村学校生源急剧减少,少数教师守着少数学生逐渐成为“常态”。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村小规模学

校该何去何从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学者虽然关注到了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合并到复兴

的曲折发展历程,但其研究多为资料性的介绍,对其曲折发展背后的理论演进、价值取向的转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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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联系我国当前“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行动”的深入探讨还较为阙如①。因此,本文通过对美国农村

小规模学校从合并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进行多方面剖析,希望为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复兴提

供借鉴。

一、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合并到复兴的历史进程

贯穿整个20世纪、影响至今的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经历了快速合并、延缓合并逐渐整顿到复

兴再造的曲折发展历程。
(一)第一阶段:适应乡村需要,大量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

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首次出现在北达科他州。该州学监指出:“农村儿童在农场里劳动

负担过重,被剥夺了休息玩耍和上学的机会,没有为将来的城市生活做任何准备。”[1]他呼吁要保证

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条件。1895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成立

“农村学校12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两年后公布《农村学校委员会报告》,要求对农村学校实行集中

化管理。此报告作为20世纪初期美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基本政策,推动、指导着全国农村小规模学

校的合并运动,由此拉开了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的序幕。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创立

了旨在通过各种教育计划来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的“乡村生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领导者马布尔·
卡尼(MableCarney)指出:“要解决乡村教育问题,需要的不是将年轻人直接带入城市学校,而是要

把乡村学校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适应现代乡村生活需要的学校。”[2]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大量农村

小规模学校被合并。如资料显示,1919年至1929年,“美国南部农村学校数量总共减少了37%,西
部农村学校减少32%,东部农村学校减少23%”[3]。

(二)第二阶段:注重规模效益,推进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

1944年,美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会议”,主题是如何发展农村教育,目的是为了振兴农

村教育。会议认为,美国农村教育发展需要扩大学校和学区规模,推进农村学校“集中化管理”。为

了方便农村儿童上学,美国为学校投入车辆15.7万辆,划拨校车经费4.25亿美元,支持学生上学交

通费20亿美元[4]。各州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也纷纷效仿通过立法推动本州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

并。如伊利诺伊州于1945年通过《伊利诺伊州学校调查法案》,强调合并小规模学区,在10年时间

内,小学区数量减少9000多个。又如宾夕法尼亚州当局于1963年要求每个县学监制订计划,将
小学区最大限度地合并为大学区,农村学校由原来的2500个减少到501个。纵观20世纪50至

60年代,美国掀起了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高潮,其结果是“农村小规模学校从50年代的8万所

减少到60年代的4.8万所,减少了40%”[4]。
(三)第三阶段:出现诸多问题,延缓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

随着三分之二的小规模学校合并的目标实现,合并后的学校管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58
年至1966年,大约有1000万农村儿童每天乘坐校车去较远的大学区上学[5],由此出现了诸如因乡

村路况恶劣而潜藏的交通安全问题、因上学路途遥远而产生的过度时间耗费问题以及大规模教学

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等问题。因此,一些专家对于合并效果的质疑声此起彼伏。进入20世纪60
年代以后,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明显放缓下来。根据美国学者贝瑞(Berry)对1931年至

1997年美国学区总数量的统计,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数量从20世纪30年代的12万所降低到

60年代初期的2万所,到20世纪末期,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基本稳定在2万所左右[6]。

① 参见:徐辉.中外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9;廖英丽.美国农村中小学合并问题研

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0;张佳倩.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再生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22;张晗.美国农村中小学合并政策及其实效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33。



(四)第四阶段:倡导多元价值,重建复兴农村小规模学校

进入21世纪,虽然农村小规模学校数量相对稳定了,但接下来怎么办? 2000年,时任美国总

统克林顿签署通过第一项专门针对农村教育的拨款法案———“农村教育成就项目”(REAP)[7]130-137。

此项目旨在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资金问题,并赋予其使用联邦政府拨款的更大自主权。2002年1
月,布什政府继续推进该项目,并针对偏远农村设置“小型农村学校成就项目”(SRSA)与“农村低收

入学校项目”(RLIS)两个子项目。其中前者主要目的是给予学校更大的资金使用自主权,后者则

侧重于支持学区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技术更新[8]。各州积极响应,如佛罗里达州的“学区教育设施

新建计划”、马里兰州的“优先资助学区项目”[9]。同时,佛蒙特州、俄克拉荷马州、纽约州和科罗拉

多州等地还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服务共享”政策、建立“合作教育服务委员会”(BOCES)等形

式[10],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复兴建设经费的使用过程透明、形式规范,更有针对性。至此,美国农

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进入规模相对稳定、注重质量与内涵的新阶段。

二、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合并到复兴的动因

如果深入分析这场贯穿20世纪的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与复兴运动,可以发现其中伴随着

不断的探索与思考。
(一)提出合并的缘由

为什么提出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 因为需要保证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清教徒们从17世纪

初来到美国就开始移植英国教育模式,实行以6户以上村民为单位组成“一室一校”乡村学校的“村
学地方区制”。随着18世纪“西进运动”的发展,这些以服务宗教为主要目的农村学校增加了科学

技术、农业生产的内容,被称为“红房子”而成为新型学校[11]59。到20世纪初期,这类学校得到迅猛

发展,如1918年就增加到19万所(占当年全国公立学校总数70.8%),在校儿童达500万之多(占
当年全国小学生总数1/4)[3]。首先,由于地域宽广、人口稀疏,造成了农村学校布点过于分散、规
模太小的局面;其次,在“地方办学、乡民治校”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社区资产税和居民教育税的教育

经费也显得非常紧张,导致教学设施简陋、教学资源匮乏;最后,这些学校以读写、计算和农活为主,

课程设置单一,上学时间较短(全学年在130天以下),教学质量普遍较低[11]62。而美国工业化和城

市化发展对基础教育质量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美国在国家层面成立了“农村学校12人委

员会”,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运动。
(二)加速合并的原因

为什么加速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 因为追求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二战结束后,随着国内

民主运动的高涨、对城乡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唤,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质量偏低的现象受到广泛关

注。同时,受科南特(Conant)提出的“规模效益”理论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要想保证农村学校的教

学质量、节约教育成本,“学校应该保持最低限度的规模,尤其在农村地区,只有随着学校规模的扩

大,提高教学质量和节约成本才会有显著效果”[12]。在此背景下,国家和各州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合

并,全国进入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的高潮。如1944年,在白宫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

会议”,集中探讨如何发展农村学校、振兴农村教育,会议一致认为需要扩大学校和学区规模,进一

步推进学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4]。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大多数农

村小规模学校被合并、小学区被重组,其比例达到全国农村学校的2/3。通过合并,在短短的20年

里,“公立学校数量明显减少、校区规模纷纷扩大、入学儿童显著增加、师资和经费紧张得到缓解、教
学设备和环境得到改善,人们认为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目标已基本实现”[7]193。

(三)减缓合并的理由

为什么减缓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 因为追求“规模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了质疑。如上所述,



虽然实现了全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但是,这种由“规模效益”理论支撑的合并,本身却受到了

质疑。其一,合并能不能降低办学成本? 研究结果发现,降低的学校办学成本与政府给予的学生上

学交通补贴相抵消,对整个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并没有降低教育成本。其二,是不是学校规模越

大、学生学业水平就越高? 学者凯思琳·科顿(KathleenCotton)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学校规模

与学生学业成绩不存在明显关联,而相反情况则是小规模学校学生因为受到老师足够的关注,在学

业成就方面要比大规模学校学生更优秀[13]。其三,是不是促进了教育公平? 学者乔·巴德(Joe
Bard)等人研究发现,小规模学校合并后,农村孩子因上学路途遥远、路况恶劣、舟车劳顿而筋疲力

尽,他们因赶路而减少了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反而更加抱怨不公平[14]。在专家学者质疑“大就是

好”的价值观念与实际的影响下,政府减缓了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
(四)复兴重建的动因

为什么复兴重建农村小规模学校? 因为要支持农村社区发展,为偏远农村地区儿童提供教育

机会。显然,片面追求规模效益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运动,其价值理念有失偏颇。首先,与农村

社区融为一体的农村学校具有支持农村社区发展的作用。学者艾伦·德扬(AlanJ.DeYoung)等
指出,农村学校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能促进社区稳定和谐与经济发展,而农村学校的合并、撤销,

则导致了“社区商业经济萧条、居民生活的寂静”[15]。因此,社区居民普遍要求恢复被合并的农村

小规模学校。其次,与昔日就近上学的方便相比,到较远的合并学校上学,使得农村儿童普遍感到

不方便;农村上学路况恶劣、安全隐患较大,使得学生和家长们感到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后的不适

应。如此情形,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就,因此,民众普遍认为,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合并

农村学校,让农村儿童遭受到了不公,纷纷要求基于公平理念的考虑,停止合并,甚至恢复农村小规

模学校。再者,一些教育改革家逐渐发现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只片面追求规模效益,却忽视了农村

小规模学校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此外,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仅靠合并小规模学校是不能够解决农村

教育问题的,而且为了能够为偏远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基础教育机会和保障,保留发展小规模学校

是更佳选择。因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通过资金补助等方式尝试探索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的新路径,并且适当地将大规模学校进行拆分和改造,出现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复兴的局面。

三、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合并到复兴的经验与启示

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表明,在人类文明前进的道路上,一些现象先后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

反复出现。如上文所述,我国于2001年颁布了有关政策,开始了“撤点并校”运动,又于2012年发

文禁止撤并及重新布局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如此情形,仿佛“复演”了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

的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的历程。当前,我国农村学校所处的发展阶段犹如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

合并到复兴的新阶段。基于这种认识,探讨作为“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

的曲折发展历程,能够给“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启

示,特别是给处于复兴阶段的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这是我们撰写

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基本立场: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需要辩证态度

随着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人口的相对集中及其对学校

集中的要求。因此,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增加到5
410万,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7]214,而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人口素质、落后的农村经济等极不利于

社会的全面与均衡发展,因此出现上文所述的多次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现象。通过合并农村小规

模学校,解决了因为分布过散、规模太小、资金投入不足而导致的课程单一、师资不足、设备简陋等

问题,同时也带来众多积极的变化,如美国联邦政府能够更加集中地控制和管理教育,管理效率较



大提高,学校的教学设备显著增加,教学环境得到改善,师生交往合作范围扩大,社会的现代化、城
市化、工业化速度得到快速提升等等。因此,不可否认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显著成效。当然,在
片面追求规模效益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合并也导致了如上所述的问题,忽视了农

村小规模学校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与文化熏陶的作用,尤其忽视了个性化教育的价值、乡土资源的利

用。正如凯思琳·科顿研究所证明的,“当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并不断增加时,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

水平反而会呈现下降趋势”[13]。因此,绝对不可忽视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

合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应坚持辩证的态度,对于农村学校,不要见“小”就合并、见“大”就撤分,而需要

在适度规模的基础上,注重学校内涵式发展,使农村学校进入协调发展的复兴阶段。

进一步看,这种辩证态度的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学校存在的价值。首先,“就近入学”的方

便性,有利于学生有效安排学习与生活以及文体活动时间,还能够补充家庭劳动能力,减轻家中经

济负担;其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班级学生人数较少,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关注每个儿童的学习需

要和个性差异;再次,农村小规模学校因在校学生较少、同学关系紧密而易于协调管理,欺凌现象也

比较少,如美国教育部关于1996年至1997年校园欺凌事件调查显示小规模学校仅占38%、中等规

模学校占60%、大型学校竟高达89%[16];最后,农村小规模学校与社区合作密切,能够形成巨大的

教育合力与社区凝聚力,同时学校也直接促进了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只有认识到农村学校的这

些优势,认真反思“规模效益”理论,才可能对农村学校的合并与撤分保持辩证的态度。
(二)认识层面:避免盲目,以科学理论支持农村学校发展

纵观20世纪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历史,其中有一定的思想认识作为理论支撑。首先,国
家现代化理论支持了第一阶段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运动,使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其次,现代经济学的规模效益理论支撑了第二阶段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高潮,使教育向现代

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再次,现代政治法学思想支撑了第三阶段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减缓合并,使教

育公平在学校办学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最后,人本主义思想支持了第四阶段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复

兴,使教育的人性化和个性化得到了“高扬”。此外,这个过程也是对学校价值的逐步认识过程,即
早期片面地注重农村学校对于学生个体的价值、对于社会的功利性价值,因此开启了初期的小范围

合并,推动中期的大规模合并。后期则看到了农村学校对于社区发展的群体价值、对于社会的非功

利性价值,强调农村学校对于社区的文化辐射、文明传播、经济支持、社会导向等人文价值,因而减

缓了合并的步伐,乃至提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复兴。这一理论认识的前进路线体现了百多年来美

国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理论探索,它带来的教育机会均等①和教育人性化的理念也给其他

国家的教育带来了启示。

那么,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应吸取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目前

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而言,不再盲目地推进农村学校的合并运动,也不纠缠于合并问题的追责,而
是需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以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第四阶段的复兴为借鉴,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方面,要特别注重教育机会的均等,从加大农村学校教育投入入手,通过提

高教师队伍素质、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再次开发学校课程、综合利用教育途径、改善教育教学方法、

完善质量评价体系等各种努力,使农村儿童能够“学有所教”,接受基础教育;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

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性化,从关切农村孩子的日常起居生活、上学路途状况、学习方式和投入、师生交

流和沟通、学习效能和学业成就、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状况以及农村社区环境状况等方面入手,尽量

克服教育的应试化、功利化倾向,克服城市学校优越论、卓越论的误区,营造以学生为本的农村学校

① 1966年,科尔曼(J.S.Coleman)等人对60万分别来自美国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与信仰的儿童教育状况进行了调

查研究,完成了著名的《教育机会均等报告》,该报告所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理论及其实践路径,在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氛围,使农村儿童也能够“学有优教”,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以此让农村儿童得到心灵的滋

润、德性的提高、智慧的提升。
(三)实践层面:避免冲动,以实践智慧引导农村学校发展

反思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现象,其中的冲动成分较多。因此,走向复兴阶段的农村学校建

设需要克服冲动,代之以理性的实践。首先,科学布点农村学校。其一,关于农村学校的数量,在综

合考虑开设国家规定科目、保证基本学时的同时,考虑学校的生师比、班师比、教师工作量等系数,

从而决定农村学校的保存或合并;其二,关于农村学校的布点,可以依据系统科学的原理,以不同村

庄上学儿童数量作为“力矩”的技术指标来确定学校的选址,从而兼顾公平与效率。

其次,努力改善办学设施。其一,解决农村儿童的上学和寄宿问题。美国的校车制度,特别是

通过政府的相应经费投入来解决农村儿童上学的车辆安全问题、费用问题,值得我们借鉴。同时,

一并考虑部分农村儿童寄宿制的学校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生活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其二,解决农

村学校的教学设施问题。可借鉴威斯康星州的《建筑援助法》,通过立法为农村学校提供更多的补

助经费,改善办学条件[3]。

再次,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其一,注重外在保证,要求教师具有合格的学历。农村学校教师不

但要达到入职时的学历要求,而且还要有专业持续提高的经历。对我国而言,目前可以通过推行新

颁布的教师专业定期注册制度,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不断提升。其二,强调内在保证,要求教师具

有合格的素质。对农村学校教师而言,其核心素质包括具有教育农村儿童的情怀和能力、开发和利

用乡土资源的能力、不断反思和改进教学的能力。当然,在教学过程中可学习美国经验,并落实在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解决农村学校教师的职称晋升、工资待遇、起居生活、住房养

老、疾病救助等方面的困难,为农村教师创造安心工作的环境。

最后,正确评估学校价值。其一,认识、发挥农村学校独有的社区发展价值。长期以来,在城市

化的影响下,忽视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的文化辐射、文明传播、道德示范、社会治理以及科技知识

传授等多方面的综合价值,因而导致盲目合并或简单撤销农村学校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二,认识、

发挥农村小规模学校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独特价值。农村小规模学校更有利于照顾儿童的个性差

异、兴趣偏好,弥补集体教学的不足。在留守儿童居多的情况下,农村小规模学校更有利于人际互

动、生活指导,以补偿家庭教育的缺失。当然,在此过程中,必须改变“为城市学校输送学生”的价值

取向,完善农村学校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四、结 语

总之,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近百年来经历了从合并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最初的合并是为

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解决因为学校分布过散、规模太小、资金投入不足而导致的教学课程单一、师
资不足、设备简陋等一系列问题。“规模效益”理论和一系列政策推动合并运动的加速发展,到20
世纪后半期,三分之二的农村小规模学校被合并,但同时暴露出因为合并后的校区规模过大导致的

教育管理问题。在此基础上,专家们逐渐将视线从扩大规模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对于合并进行反

思,对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进行再评估,认识到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政府转而开始出台相关政策

对小规模学校进行资金补助以及师资方面的支持,推动小规模学校走向复兴。

美国对于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和价值取向的调整与变化并不是偶然,也不是一种教育思想的倒

退,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状态。它为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案

例。为了避免后来者“复演”这种曲折、减少折腾,深入探讨其发展历程、认真吸取其曲折教训、总结

其经验,对于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需要在

辩证态度的基本立场下,通过调查研究,以科学理论来支持发展、以理性智慧的实践去引导发展,在



追求农村教学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一定不能忽视乡村学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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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iousCourseofConsolidationandRevivalofRuralSmall-scaleSchools
intheUnitedStatesandIts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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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asthundredyears,againstthebackgroundofimprovingthequalityofrunninga
school,pursuingtheeconomiesofscaleandadvocatingthevaluepluralism,theruralsmall-scale
schoolsintheUnitedStateshaveundergonedeviouscourseofrapidconsolidation,delayedconsolida-
tionandrestorativeredevelopmentwithitsimpactlasteduntilpresent.Thisprocessreflectsthatthe
motivationforitscontinuousreformliesintheneedandpromotionofsocialdevelopment.TheUnited
Statescontinuestoexplorethedevelopmentpathofsmall-scaleschoolsinruralareas,aimingatguar-
anteeingthebasicquality,improvingtheeconomiesofscaleandadheringtothepluralisticvalue.
Therefore,itprovidessomeusefulexperienceforthedevelopmentofsmall-scaleschoolsinruralareas
inChina,includingadherencetodialecticalattitudeandmulti-valueorientation,supportforthedevel-
opmentofruralschoolswithscientifictheories,andguidingthedevelopmentofruralschoolswith
practicalwisdom,soastoavoidtheblindnessoftheoryandimpulseof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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