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2020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顺

利实施和完成之年，也是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

的实现之年。至此，我国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

垒，在县域内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提出到具体政策的落实，恰逢十年。值此之际，认

真回顾和反思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现状，

深刻分析当下面临的问题，有效总结历史经验，能

够为全面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城乡一体化是指一定区域内乡村与城市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有机结合，形成以城

带乡、以乡促城、相互依存、互补融合、协调发展

的城乡关系，其目的是逐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实

现城乡共同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即指为打破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束缚，通过整合城乡教

育资源而构建动态均衡、双向沟通、良性互动的教

育体系和机制，以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推动城乡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缩小城乡

之间的教育差距，有效消除地域、经济等原因导致

的教育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协调发

展和共同发展（褚宏启，2009）。城乡教育一体化不

是城乡教育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其目

的在于实现城乡教育优势互补和协调共生。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教育公平，目标是

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和实现教育现代化，主要任务是

缩小城乡教育二元差距。城乡教育一体化与“教育

均衡发展”和“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等概念密切关

联。“教育均衡发展”是理念层面对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变革要求，“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则是对

如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方法论变革期待。

城乡教育一体化包括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城乡学

前教育一体化、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和城乡继续教

育一体化（张乐天，2011）。在我国，义务教育是免

费教育，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城乡社会一体

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本研究中的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主要探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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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概述

1.研究总体概况

本研究运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和技术，对10年来

有关“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

学术性报纸和会议论文等文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

析。在文献选择上以 CNKI数据总库作为文献来

源，采用跨库检索方式，检索日期为2021年2月1
日，检索共获得相关文献1945篇。根据研究需要，

笔者选择发文作者、发文单位、发文数量、主题词

聚类等主要数据结果来说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

究的现状。

文献计量分析显示，从作者发文量来看，排在

前5位的依次是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22篇）、

天津师范大学纪德奎教授（13篇）、东北师范大学

杨卫安教授（12篇）、东北师范大学秦玉友教授（9
篇）、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8篇）和西南大学

李玲教授（8篇）。从发文单位排名来看，位居前四

位的分别是东北师范大学（61篇）、北京师范大学

（50篇）、西南大学（41篇）、天津师范大学（18
篇）。从作者及其单位排名来看，东北师范大学在

该领域具有突出贡献。进一步从作者与单位的关联

分析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虽然作者排名

相对靠后，但单位发文量排名均在前三，天津师范

大学纪德奎教授虽然高居作者排名第二，但是团队

排名却排在第四位。显然，要在某一研究领域做出

成绩，不仅需要有强有力的团队领导者，还需要相

应的平台和研究共同体。此外，从几家单位的发文

趋势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对政策响应的

速度更快，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更具有持续性。

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与“城乡教育一体化”

密切相关的两个核心词是“城乡一体化”（出现频

次为305次）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出现频次

为297次），此外与该检索词密切相关的主题词还有

“县域内”（出现频次为67次）、“统筹推进”（出

现频次为 55次）、“均衡发展”（出现频次为 49
次）、“农村教育”（出现频次为41次）、“教育公

平”（出现频次为36次）等。由主题词的聚类结果

可以推知，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主要关注的学

段为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关注的区域为县域且重心

在农村，其核心关注要素是“统筹城乡”和“教育

公平”。这些主题词一定程度上“界定”了城乡教育

一体化的范畴与边界。同时，这些主题词也反映

出，当前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的主要领域

包括理论探索研究（基本内涵、理论投射、文化境

遇和指标体系）、政策保障研究（制度、师资、供给

和信息化建设）、实践策略研究（问题与对策）等。

2.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钩沉

从总体发文量来看，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并与国家

政策实施保持一致性。其整体脉络体现为从保障城

乡学生“有学上”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促进城

乡学生“好上学”的教育均衡发展，再到现今的城

乡学生“上好学”的教育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

第一，在政策正式提出前期，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和奠基阶段。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

提出与实行。1986年，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这

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

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中将统筹城乡

教育发展列为基础工程。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制度”，从而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这一系列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该阶段关于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的文献也保持平缓增长。

第二，在政策正式落实初期，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研究迅速丰富并得到有效推行。这主要得益于

国家层面的重视，并在制度上得以确立。2009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

组会议上明确提出“实行城乡统筹，把农村教育放

在重要地位”（温家宝，2009）。2010年，国务院发

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两次提到“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

发展机制”。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强调率先在县域内实

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

显缩小，具体目标是到 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

达到 95%。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县（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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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这一文

件的发布迅速提升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热

度，并在2015年迎来第一次研究高峰。

第三，在政策调整与完善阶段，政策的逐渐落

实和制度的有序建设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达到顶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4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同年，国

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

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2020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新华网，2020）。由此可知，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持续关注以及

系列政策和文件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城乡

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的十大主题

基于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基本内涵的理解和

文献计量统计分析，笔者将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

展的研究凝炼概括为基本内涵、理论投射、文化境

遇、评价指标、制度体系、师资配置、供给保障、

信息化建设、核心问题和解决策略等十大主题。

1.基本内涵：城乡教育一体化概念理解的本体

论思考

厘清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的首要任务。资源共享、相互融合、

协调共生、共同发展等词汇能够较为准确地阐释城

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内涵。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体

现为城市中心区与郊区教育融合的“半郊区化”、县

镇与乡村教育融合的“过度城镇化”（邬志辉，

2012a）两种类型。但这两种类型都具有强烈的“城

市中心”倾向。故而有学者指出，城市偏向政策理

应终止（曲铁华，2017），城乡教育应从“二元对抗”

走向“有差别的统一”（苏刚，2013）；城乡教育一体

化并非简单的“偏向城市”或“偏向乡村”，而应走

向“城、郊、乡”三元结构（邵泽斌，2014）的统一。

“三元结构”是对“二元结构”的超越，体现了城乡

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向。城乡教育一体化包括自

发型、政府干预型和高度自主型（李玲等，2012）三个

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城乡教育正处于政府干预型

阶段。此外，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还受到人均

GDP、人均国民收入、生均教育经费（政府投入）、

人均教育支出（家庭支付）、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

的影响（查有梁，2006）。这些研究明晰了城乡教育一

体化的基本内涵，同时也鲜明体现出城乡教育一体

化在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2.理论投射：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跨学

科”观照与分析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跨学科理论探讨主要涉及机

制设计理论、主体间性理论、系统理论、制度理论

等。有学者将机制设计理论的信息效率与激励相容

原则运用到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当中，认为城乡教

育一体化制度建设横向关系的处理需要协调国家、

社会、个人等方面的利益，纵向关系的处理需要遵

循激励相容约束原则，进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

监督问责机制（杨卫安等，2012）。从主体间性理论

来看，城乡教育之间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城乡教育

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应该“和而不同”，既拥有教育

公平与教育现代化的共同愿景，也应尊重城乡教育

的不同特质，合理协调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符太胜

等，2016）。从系统理论视角来看，城乡教育一体化

演进主要有两条路径，即通过“自我的技术”改变

自身存在方式的内生路径和通过“统治的技术”加

以外在影响的他构路径；城乡教育系统就是在这两

种路径的耦合作用下迈向“依存”与“融合”，进

而实现一体化发展（高树仁等，2015）。从制度理论

视角诠释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政策逻辑可以看出，义

务教育制度的确立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奠定

了初始的制度基础；制度权衡下政策与制度的互动

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向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迈进
（蒋平等，2014）。显然，不同理论观照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时都倾向于协同、融合、权衡等具有“共

生”意蕴的价值选择和路径依赖。

3.文化境遇：构建城乡认同的教育一体化发展

秩序和价值共识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文

化选择问题。究竟是传承乡村教育文化、走本土化

路子，还是学习城市教育、走文化现代化之路，是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两难问题。有学者指出，当

前乡村学校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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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迷失自我、失去内涵、消退特色和放弃自觉

的问题（赵恕敏等，2013）。针对此，体现出两种主

张：一种是主张走乡村特色道路，在城乡教育一体

化总体要求下保持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纪德奎等，

2013），立足乡村学校文化进行再造与更新（赵恕敏

等，2013）；另一种是主张在保持乡村学校文化传承

的基础上，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城乡教育一体

化要求乡村学校文化具有一体化的建设思路、渐进

的发展模式、本土化的文化服务和超前的价值引

领，通过构建文化共同体、建立稳健的转型机制、

开展改革实验等途径来进行有效调适（纪德奎，

2013），这就得依赖于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文化自

觉的精神，形成城市和农村“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

和共处的守则”（魏峰，2010）。诚然，面对整体思

维与一元思维差异、开放性与保守性殊途、文化改

造与自然承续分歧、制度建设与观念建设不同等矛

盾（王乐等，2021），采用教育现代化文化自觉的共生

理念，搁置差异与冲突，引导两者在不同的逻辑路

向上寻求价值共识是为可取之道。

4.评价指标：有效评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效

果的重要工具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作为制度性推进战略，

其核心工作是督导与评估，因此关于城乡教育一

体化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颇丰。综合

考量和分析发现，虽然不同学者建构指标体系的

方法论和立场不同，例如有从对发展层级的思考

出发（刘明成等，2012），有从界定“城”与“乡”

的概念出发（张继远等，2013），还有从“一体化”

的内容出发（秦建平等，2014），亦有从政策要求和

内在需求出发（李玲等，2017），但概括起来主要包

括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师资配置、经费投入、

学生发展、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 5 个方面的内

容，具体差异及其指标内容如表 1所示。显然，

这些指标体系的建构主要建基于对城乡一体化的

理解，并具体根据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概念内涵而

构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和分歧。

5.制度体系：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

迁相结合

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研究现状来

看，主要关注制度瓶颈和制度改革两个问题。制

度瓶颈主要体现为：一是城乡教育管理体制中的

政府职责、评估标准、问责制度不清晰问题（薛二

勇，2014）。二是城乡教育制度固化与变迁依赖引发

的制度环境过于稳定问题（于月萍等，2011）。三是

城乡教育现有问责机制中“以县为主”体制在推

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方面的重心偏失问题（范魁元，

2011）。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政

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张源源等，2014）。强制性制

度变迁导致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显现出形式表面

化、实现动力不足、实现目标简单化等一系列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从诱致性制度变迁视

角提出改进建议：一是主张形成融合性制度改革

路径，采用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

结合的方式激发改革动力（张源源等，2014）。二是

主张从教育人事制度、教育投入制度、入学招生

制度、办学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等制度要素视角

促成改革（褚宏启，2010）。三是主张进行包括目标

价值系统、规则表达系统、调整对象系统和实施

保障系统的系统性改革（于月萍等，2011）。四是采

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主张从某一制度改革上获

得突破，如招生制度改革（冯晋婧，2011）和教育质

量保障制度改革（赵茜，2011）等。这些建议对优化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师资配置：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仍然

是“症结”所在

要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师资是基础和

核心挑战，更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建立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机制最为现实的问题。文献研究表

明，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师资配置面临

表1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比

作者

刘 明 成
等，2012
张 继 远
等，2013

秦 建 平
等，2014

余 善 云
等，2014

李玲等，
2017
李瑾等，
2019

指标体系

涉及城乡受教育机会、城乡教育投入、城乡教育环境、
城乡教育成就 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 43个三
级指标

涉及教育机会、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和
教育质量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35个监测点

涉 6个一体化：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城乡一体化、学校规
划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投
入城乡一体化、师资配置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
体化

通过横向选取城乡一体化（U）、区域一体化（Ｒ）、同级
同类学校教育一体化（S）、群体教育一体化（G）4个关键
性要素，纵向选取空间形态一体化（S）、社会形态一体
化（S）、物质形态一体化（M）、文化形态一体化（C）、发
展形态一体化（D）五大表现形态，并按一定逻辑关系构
成 URSG—SSMCD 模型

涉及投入、过程和结果三大领域，以及师资配置、经费投
入、硬件资源配置、课程教学、学生质量五大维度，共包
含25个指标项目

涉及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及经费投入、城乡师资队伍及
基本教学条件、城乡教育质量和教育成就3个目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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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本不足、教学有效性不高、发展动力不强等

困境（张宇等，2012）。实证研究也表明，农村教师

在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能力、

教学研究能力和教学管理能力上均显著低于城市教

师（张亚星等，2017）。此外，虽然义务教育教师流

动制度伴随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升级而逐步走向合理

与完善（谢登斌等，2020），但仍存在教师流动比例

低、城乡学校师资配置失衡、城乡教师流动效果不

佳（邱芳婷，2016）等问题。鉴于此，研究者提出了

很多关涉师资配置的政策与策略。如深化农村中小

学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以优化农村教师资源配置机制
（王鹏炜等，2011）；对教师补充机制、教师城乡交流

机制与教师培训机制进行重新构建（ 曹 原 等 ，

2011）；基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理念构建教师学习共

同体（杨苏圆等，2019）；立足“治理主体”和谐

化，从“线性思维”转向“务实长治”（张惠惠

等，2020）。如此方能有效推进乡村教师的转型与重

塑，缩短城市教师与乡村教师发展的差距。

7.供给保障：从城乡分立的机制设计向城乡统

筹的制度设计过渡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需要充足的供给作为保

障，包括经费投入、硬件更新和办学环境改善等方

面，但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城乡教育投入问题，

本质上是城乡教育供给平衡问题。故而经费投入成

为制约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大瓶颈。目前我国

教育投入采用分级承担的财政体制，其中县（区）

政府需承担力所能及的财政职责，省级政府承担最

主要的财政职责，中央财政承担对省级政府财政转

移支付职责（周晔，2014）。但是关于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实证分析指出，财政分权体制和经济发展

水平仍然是影响城乡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因，而教育

改革政策是促进财政体制分配方向调整的重要外因
（常金栋等，2012）。因此，只有树立教育公平发展的

理念，提升农村教育投入主体的层次，统一城乡教

育的办学标准和教师待遇，才能实现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张丕芳，2019）。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

供给机制改革必须要从城乡分立的机制设计向城乡

统筹的制度设计过渡，从经费供给单向度改革向全

方位综合改革过渡，只有联动发展机制才能促成城

乡教育的均衡与协调发展（陈静漪等，2012）。

8.信息化建设：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孤

岛”困境与突围

教育信息化是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

障，也是新时代城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陆续开展

了“校校通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等一系列教育信息化专项建设工程，极大推动了城乡

教育信息化一体化发展。但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

不均衡现象也格外突出（安涛等，2015），教育信息化不

但没有有效利用信息技术缩小原有的城乡教育差距，

反而造成了新的城乡教育差距（熊才平，2006）。这些问

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城乡教育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的“孤

岛”困境（余胜泉等，2009），即过于关注技术本身的运

用而忽视信息化建设中的环境建设，导致“有设备也

不用”的窘境。针对此，有学者认为推进城乡教育信

息化一体化的重心在农村（张维，2009），可以尝试构

建单独的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目标（孙艳等，2007），以

信息技术促进教师资源配置的城乡一体化（熊才平等，

2007），推动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解月

光等，2008）。概言之，当前关于信息化促进城乡教育

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体现为两个视角：一是站在“一体

化”视角讨论信息技术的城乡教育融合问题，二是站

在“乡村”视角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乡村学校教育信息

化水平以便与城市学校“融合”而实现一体化发展。

9.核心问题：城乡文化再生产差异引发城乡教

育发展不均衡

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是推动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从文献来看，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一是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差距虽逐渐缩小，

但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义

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有变大的趋势；城乡生均人员

经费差异最小，但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生均办学条

件经费差异最大（闫德明，2015）。二是城市教育繁

荣，乡村教育式微。有学者直接指出，当下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是遏制乡村教育衰败、重建乡村教育形

态和创新教育体制机制（邬志辉，2012b）。三是压缩

农村教育发展时间带来的焦虑与压力。当前，我国

农村教育遭遇着追赶城市教育的挑战，面临着双重

焦虑和压力。显然，农村教育无法让其追赶的对象

放慢脚步，而追赶的方式只能是压缩农村教育发展

的时间（秦玉友，2012）。四是各类资源配置不均

衡。例如基础设施配置不均衡、教育资金投入不公

平、师资队伍建设不协调、教育生源不平衡等（郭

俊锋，2020）。之所以存在这些现象，根本原因在

于，城乡文化再生产差异和城乡教育“双轨制”发

谭天美,欧阳修俊
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2)

学术
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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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导致城乡交流对话失衡，城乡教育“统筹”模

糊，进而影响城乡教育主体的发展动力，最终导致

城市教育越来越好，乡村教育越办越差。

10.解决策略：理论与实践双重逻辑观照的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路向

针对当前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现

有研究主要围绕理论观照的顶层设计路径和实践观

照的微观路径的双重逻辑展开讨论。关于理论路径

的探索包括两种：一种是理论与制度层面的探索，

另一种是基于理论与制度的具体实践策略探寻。理

论与制度层面的探索是研究者的主要偏向，包括政

策设计方面（韩清林等，2012）、动力因子方面（张金

英，2010）、体制机制方面（孙绵涛，2011）、财政投入

方面（朱文辉，2019）等。总之，城乡教育一体化改

革的核心是实现教育公平，基本策略是统筹兼顾，

重心在乡村教育，关键在建立体制机制。关于实践

路径的探索关涉中观整体性策略研究和区域性实践

研究。首先，从中观整体性策略研究来看，以中观

策略和模式提出为主，具体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

整体推进策略，另一种是单一推进策略。整体推进

策略包括模式（安晓敏等，2012）和策略（郭喜永，

2015）两部分。单一推进策略主要包括教育信息化

推进（宋乃庆等，2013）、学校特色发展（范涌峰等，

2019）和教育主体推进（郭彩琴，2014）三种。其次，

从区域性实践研究来看，主要涉及苏州（王建，

2016）、成都（罗哲，2013）、上海（张竹林等，2017）等

国家级城乡教育一体化推进实验区的研究。此外，

还有部分县域在实践层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四、新时代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省思

本研究对 10年来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意在从整体上把握其历史发

展脉络，从要素上掌握其关键概念，从实践上理解

其发展现状与问题所指，归根结底是为了进一步深

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1.当前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现状审思

通过对文献的深度阅读与分析发现，经过10多
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基本达成了《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既定目标，基本实

现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促成了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就10年来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情况

来讲，主要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一是认识到制

度与政策研究对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

义，并通过制度设计和有效政策实施，有力促进了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水平。二是认识到师资保障

和经费投入是促成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关键。因此，

在城乡教育一体化推进的中后期，特别重视经费投

入，通过强制性政策规定经费投入，实现了教育均

衡发展。三是认识到影响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根

本问题是文化问题，并展开深度研究。关于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是走城市路线还是本土路线亦或中间

路线的问题，本质是文化价值选择的问题，认识到

这一点，方能进一步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四

是构建了科学、合理且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让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有了推进目标和评价标准，能够

有效权衡县域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水平。

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虽然取得喜人成

果，但也有需要改进之处。一是虽然在制度和政策

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关于政策本身的有效性

测评研究不足，以及对制度研究的价值审思也有所

忽略。二是虽然已有研究既关心理论也关涉实践，

但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多聚焦国家试验区，尚未显现

出全面推进的实践样态。三是体现出“强政策引

领”的研究指向，而未能充分发挥“学术引领”的

重要作用，从而导致更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缺

乏，城乡教育一体化推进较为缓慢。四是对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探索和分析深刻，但是针对具

体问题的解决方略仅仅停留在“讨论”层面，缺乏

行之有效的具体研究和实践模式探索。五是认识到

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保障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优

势，但是关于信息化建设的情境营造以及如何实践

和全面推动乡村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不足。六是关于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文化环境与价值选择研究虽

然成果丰富，但尚未达成价值选择共识，究竟是走

“城市化”道路还是“乡土特色”之路还需进一步

厘清。当然，这些研究不足只是暂时性问题，这也

恰恰为进一步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现全面

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反思材料和研究空间。

2.新时代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的未来考量

在国家脱贫攻坚全面完成和全面进入乡村振兴

的战略背景下，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仍然是乡村教

育研究的重点领域，仍需研究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和

孜孜不倦的学术探索。基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未

来开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积极开展关于“十四五”规划期间如何促

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研究。2020年既是

.. 69



“十三五”规划顺利完成之年，也是《规划纲要》

顺利实现之年。2021年既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所设

定目标的重要时间节点。认真研究和探讨“十四

五”期间如何有效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

和规划，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前瞻意义。

二是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乡教育一

体化发展的历史脉络。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了中国城乡

教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回顾历史，从“普九”

“义教均衡”迈向“乡村教育振兴”，这与党的领导

和国家政策引领密切相关。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建党

百年来中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效经验，对实

现下一个一百年教育发展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丰富基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

振兴实践策略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短板在

乡村，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城乡教育

一体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之年，积极

探索乡村教育振兴的有效路径与策略，是进一步促

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乡村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

四是开展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振

兴乡村教育有效衔接的研究。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的历史节点上，如何有效总结拓展脱贫攻坚的优秀

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与全面振兴乡村教育有效衔

接，是提高乡村教育发展效率，促成城乡教育一体

化可持续发展的紧要工作。

五是加强以乡村温馨学校建设为重心的城乡教

育一体化改革模式研究。如何有效推进乡村温馨校

园建设，让乡村学校成为“留得住、教得好、有温

度”的好学校，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乡村教育，未来城乡

教育发展应以乡村为重心，从外围建设转为内涵发

展，突出乡村温馨校园建设。

六是深入研究现代信息技术何以赋能城乡教育

一体化发展。乡村教育想要获得长足发展需要城市

教育的引领和协同，现代信息技术介入是优选策

略。如何有效利用城市优质教育，协同乡村教育发

展，信息技术运用是关键。在 5G技术逐渐成熟、

人工智能教育迅速发展、互联网＋教育模式逐渐完

善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技术赋能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将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七是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城乡师资队伍建设研

究，助力解决乡村教师短缺问题。乡村教师流失、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乡村教师职业幸福感等仍是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其中教师留

任问题是重中之重。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

术，发展AI教师，以协助补充乡村教师，促成乡

村学校“双师”教学形态，缩短城乡师资资源配置

备受期待。

八是开展探寻家校社共育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发

展综合改革政策框架和实践进路研究。农村留守儿

童问题是乡村学校教育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多数家

庭存在“向城”教育“理想”的原因。多年来对此

问题的讨论颇丰，但是成效甚微。针对国家当前提

出的家校社共育政策指引，积极开展基于城乡教育

一体化发展的家校社共育研究恰合时宜。

九是开展五育融合的中国乡村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体系和以劳动教育为推手的乡村学校教育课程综

合改革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同质化”的一

体化，而是“差异化”的一体化，故而探索城乡教

育一体化发展要以谋求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协同

发展为前提。基于此探索城乡学校联动的劳动教育

综合改革，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开展促进城乡学

生核心素养共同发展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硕果

累累，回顾这一研究历程，旨在为该领域研究提供

清晰的知识图谱。站在建党百年和《规划纲要》目

标顺利达成之际，如何把握新时代城乡教育发展脉

络，准确判断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路向，还

有很多值得研究者和实践者思考的地方。毋庸讳

言，面对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矛

盾，如何更好地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现更

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促成城乡教育高质量发

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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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TAN Tianmei, OUYANG Xiujun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and

practical path to achieve fair and quality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overall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helpful to provide a necessary knowledge map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general,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preliminary preparation of policy formulation, the initial promo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later revision of policy promotion.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volve ten major themes, including basic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projection, cultural
situa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stitutional system, teacher allocation, supply guarante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cor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which not only have produced fruitful results but also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however, present some
temporary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attention to theory but insufficient summary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plentiful
cultural value discussion but inadequate policy value measurement, lots of“technical”research o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but little“practical”research, and etc.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an b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vely explores the
polici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 the“14th Five-Year Plan”,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since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xplores the policies and paths for bridging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ruit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makes ful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warm school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and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education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chools, in order to move towards a new level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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