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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半月谈》报道，乌蒙山区一个县的乡村
中心小学，15个班级 486名学生期末参加全县统考，
英语科目总分50分，所有班级平均得分为20分，平均
得分超过30分的只有两个班级，399名考生的成绩在
30分以下。该报道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这并非个例。西部一位在乡村学校工作多年的
县级督学介绍，2013年，他所在的乡村中学初三学生
中考语文均分是 93.6，尚进不了全县前八。但这两
年，全县中考语文均分不及格，就连小学六年级语文
统测也不及格。“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实在堪忧。”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当前在一些小规模学校
尤其是教学点，教师更多承担“保姆”角色，确保孩子
在校有饭吃、有人看。由于班级人数较少，缺乏学习
氛围和竞争环境，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困难。

此外，年轻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弱。尽管当

前包括公费师范生在内的师范类专业招生分数逐年
攀高，教师招聘考试竞争也很激烈，但与过去“老人”
相比，现在部分年轻人缺少教育情怀，更多是把教师
当成一份工作，吃苦、钻研精神有所欠缺。与城市学
校有家长的“强辅助”不同，乡村学生家庭教育是薄
弱环节，更需要学校和教师“多拉一把、多费点心”。
而许多时候乡村教师只是按部就班教学，特别是面
对学生考试成绩差、学习习惯差的现状，一些教师逐
渐丧失荣誉感，责任感也进一步松懈，学生们更容易

“破罐子破摔”，最终导致“学的不愿意学，教的没有
好好教”。

基层教育人士担心，受城镇化、人口低出生率、
新生代农民进城生活等因素影响，乡村学校单亲、残
疾等困难群体孩子占比较高，可能会出现乡村教育
沦为保障型低水平教育的苗头。

担忧三：乡村教育或成为保障型的低水平教育

老师成“保姆”，乡村学校何去何从

首先，要完善评价方式，培养有情怀、有想法的
乡村学校校长，保持教师队伍稳定性。

在基本要求和目标完成情况下，应给予乡村学
校探索特色教育的空间；选拔培养一批有乡村情怀、
有教育理想的青年教师担任校长，打破统一化定势，
使得乡村学校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乡村义务教育
不只是培养少数能够跳龙门的锦鲤，而是要点燃、唤
醒、提升每一个普通的乡村孩子。宁夏大学教育学
院院长王安全说，国家强调“减负”，就是希望改变过
度重视文化成绩的现状。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在学
校学习知识之外，更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和
品质，从而为未来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其次，乡村教育要有“乡土特色”。
如何与乡村社会更好融合，获得“在地化”支持，

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另一关键。王安全说，课
程资源不仅仅是书本，当地文化、特色都是活的课程
资源，要把书本知识和乡村文化有机融为一体，呈现

在教学中，形成特色教育。这需要教师转变教育观
念，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对教学方法进行改
革。现有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很难推广这
种前沿的教学方式。地方政府和高校可借鉴免费师
范生的培养模式，采取订单培养的方式，合作开展乡
村学校全科教师培养。

第三，要合理规划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合并”，
加大对小规模学校的资金支持力度。

乡村教育资源逐渐集中是大趋势，地方政府应
做好合理引导和保障服务工作，排除乡村学校撤并
中面临的阻力，同时采取开行“定制公交”、校车等方
式，解决学校撤并带来的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问题。
同时，生源少意味着经费少，这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小规模学校的正常运转，在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师
专业能力等方面的资金支持更为短缺，基层呼吁进
一步加强经费保障。

半月谈评论员艾福梅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

在出生人口
持续减少、孩子
随家长进城、跨
区域人口流动增
多等因素影响
下，我国乡村学
校学生不断减
少，乡村学校“空
心 化 ”现 象 加
剧。在此趋势
下，乡村学校面
临“被动”沦为教
师培训基地、教
师积极性不够、
教育质量不断下
降等三大问题。

乡村小规模学校或教学点“麻雀虽小，却五
脏俱全”，无法按照师生比配备师资，客观上占用
大量编制资源，造成“超编缺人”问题。为维持乡
村学校正常运转，各地教育部门多通过“特岗计
划”“三支一扶”项目以及临聘教师等途径来补充
缺口。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柳泉中心学校校长丁玉
才说，一方面，非在编人员收入较低，多忙于寻找
出路，没法全身心投入教学，且这些人一般都缺乏
教学经验，到校后还得“手把手”培训，等一两年业
务能力提升后，人又走了，长期如此循环往复；另
一方面，在编教师中不少能力强的年轻老师出于
家庭和教学专业性考虑想要进城。两种因素作用
下，乡村学校“被动”沦为教师培训基地。

担忧一：乡村学校可能沦为教师培训
基地

“好不容易精心培养出几个优秀娃娃，到‘结果’阶
段却转走了，优秀学生流失特别影响乡村教师的工作劲
头。”一位在乡村从教30多年的校长表示，乡村小学高年
级段品学兼优学生是流失的重要群体，同时，因为事多、
经费少、难出成绩，如今在乡村甚至没人愿意当小规模
学校校长。“我这儿有一个村小校长，连续 4年请辞。现
在让教师干小规模学校校长，都得三番五次做思想工
作。”这名校长说。

一些基层教育人士认为，当下教学成绩仍是衡量学
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经费、甚至培训机会等都围绕
着这根指挥棒来分配。校长最害怕所在学校垫底，只能
拼命提高分数，但乡村学校先天偏弱，即使疲于奔命效
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还影响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

担忧二：在以成绩论办学质量的评价体系
下，优质生源和师资持续流失导致考试成
绩不理想，挫伤乡村教师工作积极性

大山里的大山里的““微小学微小学”。”。

阎金胜至今仍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的一本家犬免
疫证和一块小狗牌，上面记录着他儿时在天津饲养的一
只中华田园犬的信息。

“当时在大城市办理一张犬证的价格要5000多元，
品种狗对于大众而言还是奢侈品。”47岁的阎金胜回忆
道。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宠物逐渐走进更多家庭。《2023-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宠物犬与宠物猫
的数量分别达到5175万只和6980万只。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吴怡表示，
数据的背后，是中国人生活的变化：宠物成为更多人的
生活伴侣，它们的角色也从看家护院更多转为情感陪
伴。

现任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会长的阎金
胜认为，养宠群体从富人到老年人，再到年轻人，“现在
中国已经迈入全民养宠时代。”

养宠人群日益扩大、宠物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受到重
视，推动了中国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

回溯历史，早期中国的宠物行业主要围绕宠物饲养
和简单交易展开，市场规模小，产品种类单一，且主要服
务于少数有特定需求的群体，宠物食品、用品等多依赖
进口。而随着宠物数量不断增长，市场消费潜力得以释
放。

阎金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于
2013 年创立了宠物连锁品牌“圣宠”，提供宠物相关职
业培训、宠物店经营等多项服务，致力于为行业培养人
才。目前，“圣宠”已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开设了超
2000家连锁店。

白皮书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
费市场规模已达 2793 亿元，并预计在 2026 年跃升至
3613亿元。记者从企查查平台查询到，20年来，中国宠
物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增加；截至 9 月底，今年新注册
超123万家。

宠物数量剧增，也让构建人宠和谐的社会环境变得
更加重要。

“文明养宠观念正愈发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会
自觉为宠物接种疫苗、购买项圈，这也带来更多市场机
遇。”阎金胜说。

专注于宠物行为纠正与社会化适应的培训学校数
量也在不断增加。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名称或经
营范围含“宠物培训”的企业近3万家，仅去年就新增了
约 7000 家。一些企业还推出了“宠物幼儿园”项目，培
训来“上学”的宠物与同类、人类友好相处。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国宠物经济迅速崛起
新华社记者王奕涵、崔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