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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要 

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际竞争，是世界各国都重视的重要领域。

河南地处中原，是人力资源大省，其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直接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

支撑。为此，选取河南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对照研究法、文献研

究法和问卷调查，讨论和发现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经费支持、政府保障、办学条

件、教育质量、社会认同等方面的现状，讨论存在问题，有针对性的在转变观念、资源利用、

特色办学、校园文化等方面提出推进策略。 

 

关关键键字字：中国河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s an area that is 
highly valu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economy,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nan,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hina, is a province 
with large human resources.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Henan directly affects the talent support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five 
counties of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the us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discov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Henan counties in terms of funding support, government guarantees, educational 
conditions, educational quality, social identity, etc., and proposes targeted promotion strategies 
in terms of changing concepts, resource utilization,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and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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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绪论论 

11..11 研研究究背背景景  

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

言，义务教育不仅承担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重大使命，也担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责任（沙培宁，2014：4）。河南是中国的经济腹地，是人力资源大

省，承担着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的重要使命。近些年来，河南义务教育在实现基础均衡的基础

上，开始向优质均衡迈进，在此背景下，对照国家认定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标准，分析和研

究河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现状势在必行。 

11..22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  

近年来，河南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在政策、资金、师资、办学条件等方式，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提升了河南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整体水平。虽然在地域、制度

等因素影响下，还存在优质均衡程度不高、不充分的现象 (杨小微，2014：44)。针对这样的情

况，本研究 

1.对照中国政府认定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认定体系，对河南县域义务教育的师资配

置、办学条件、政府保障等情况进行调查； 

2.探究数据背后，河南县域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主要做法； 

3.讨论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存在问题； 

4.提出推动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 

11..33 研研究究意意义义  

11..33..11 是是实实现现人人才才强强国国战战略略的的重重要要保保证证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竞争，换而言之也就是教育底蕴和

教育实力的比拼。所谓“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因此义务教育发展程度决定着

人才培养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筑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之基，才能为人才的发展提供足够养

分，特别是对河南这样的人力资源大省，只有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才能为人才的发展提供

足够养分，才能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11..33..22 是是实实现现社社会会和和谐谐发发展展的的有有效效途途径径  

和谐社会和公平正义密不可分，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与基本条件。教

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了提升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还肩负着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周国华，2014：5）。推动河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能够让每个孩子

共同沐浴在教育均衡阳光中。全面推进基础教育公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进而实现让我们的

社会也更加和谐。 

11..33..33 是是实实现现城城乡乡一一体体化化建建设设的的必必然然选选择择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大力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河南义务教

育已经实现了基础均衡（张新平、郑小明，2015：7）。近些年来，河南推出一系列政策，大力

推进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以期进一步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协调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进而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 



310

15

วารสาร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ร่มพฤกษ์  
ปีที่ 42 ฉบับที่ 1 มกราคม - เมษายน 2567  

 
 

22..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  

要实现河南义务教育从 “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是河南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根

据研究需要，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对照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研究。 

对照研究法，即对照中国国家认定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标准，结合河南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相关数据，对河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现状进行模态化对照研究。文献研究法

主要是围绕本文研究内容，通过查阅书籍期刊，网络资源等，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资料。问

卷调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针对不同调查群体发放不同问题，采集相关数据，另一方面与县域

教育主观部门领导、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群众代表开展访谈。 

 

33..文文献献综综述述 

河南省义务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徐万山（2020：47-55）在对河南乡村义务教

育发展现状趋势研究中指出，乡村义务教育生源逐年减少，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信息化建

设加快，取得成果原因与政策红利相关。顾拓宇（2015：118-121）将研究焦点放在河南义务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上，认为优质教师资源城乡差距较大，他提出从政府、社会、学校、教师自身

完善优质教师资源配置，提高优质资源利用效率。常彦（2014：167-169）从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乡村振兴大背景，提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的路径。潘晓

婷（2010：68-71）对比了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情况，提出高效利用优质资

源、推动优质均衡的现实路径。总的来说，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张继续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推动河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二是提出优质教育

资源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三是通过教师轮岗等政策，实现优质教

师资源向农村倾斜。分析现有成果，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

对河南当前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认识不够；第二，无论政策红利，还是资金支持，但如

何高效利用优质资源，缺乏深层次探索；第三，研究广度虽有，但深度、精度都有所不足。 

33.. 中中国国河河南南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的的对对照照分分析析  

33..11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督督导导评评估估办办法法————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中国教育部为深入推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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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16〕40号）等文件的基础上，修订出台

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强调了全国各县域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的基础上，引导从基本均衡向更高水平迈进，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从师资力量、财政资源、教育质量、信息化

水平、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对县域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标准进行了确定，具体如下：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师师资资配配置置要要求求（（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教师数量（人/百人） 骨干教师（人/百人） 体育艺术专人教师（人/百人）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4.2 5.3 1 1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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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4.2 5.3 1 1 0.9 0.9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办办学学条条件件要要求求（（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教教育育信信息息化化水水平平要要求求（（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政政府府保保障障要要求求（（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项目 要求 
县域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分布合理 服务半径：小学 500 米，初中 1000 米 

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教室编制、生均经

费 
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试行） 

专业教室 每 12 个班 1 间音乐美术教师，不少于 90 平米 
规模 义务教育学生不超过 2000人 

人数 小学不超过 45 人，初中不超过 50 人 
特殊教育 生均经费不低于 6000元 
教师待遇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 
课时要求 5 年完成 360 学时，完成率 100% 

编制和岗位总量 县级统筹分配 

轮岗 不低于符合交流教师总数的 10%，骨干教师不低于总数的

20% 

资格 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 100% 

入学 就近划片入学比例达到 100%，95% 

升学 优质高中分配比例的不低于 50% 

关爱 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 

来源：2017 年 5 月教育部向全国发布的办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生均体育运动馆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 

小学(平米) 初中(平米)  小学(平米)  初中(平米)  小学(平米)  初中(平米) 

4.5  5.8  7.5   10.2  2000 元以上  2500 元以上 

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量（间） 

小学  初中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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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学学校校管管理理水水平平、、学学生生学学业业质质量量、、综综合合素素质质（（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项目 要求 
初中普及率持续巩固 连续三年不低于 95%   

残疾儿童入学率 不少于 95% 
学校管理和教育信息化  基本实现 

教师培训  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 

教师运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水平 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 良好以上 

课业负担  无较重课业负担 
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  达到良好以上  

课程开设，教学秩序  齐全、稳定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校际差异率低于 0.15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社社会会认认可可度度调调查查（（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内容  
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 

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实施素质教育 

考试评估制度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社会认可度调查的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群众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33..22 河河南南省省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的的现现状状————以以上上述述抽抽调调五五县县为为例例  

选取河南省济源市、长垣市、永城市、义马市和光山县作为调查地区，从地域上来讲，五

县域分别位于豫（河南简称）中、豫西、豫北、豫东、豫南，在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

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参照 2015-2020年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长垣

市经济发展最快，济源市次之，永城、义马基本相同，光山县最后，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制定，都具有典型性；从办学特色、校园文化建设角度来说，各地具

有不同特色，选取五县域主要是结合区域文化，探索其校园文化建设、个性化发展规律，具有

区域性。因此，选择五县域作为调查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和区域性。 

33..22..11    22001155——22002200 五五县县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学学校校师师资资力力量量分分布布  

本研究计划对五县义务教育学校师资力量的分布进行考察调研，主要从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情况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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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学学校校管管理理水水平平、、学学生生学学业业质质量量、、综综合合素素质质（（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项目 要求 
初中普及率持续巩固 连续三年不低于 95%   

残疾儿童入学率 不少于 95% 
学校管理和教育信息化  基本实现 

教师培训  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 

教师运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水平 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 良好以上 

课业负担  无较重课业负担 
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  达到良好以上  

课程开设，教学秩序  齐全、稳定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校际差异率低于 0.15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社社会会认认可可度度调调查查（（国国家家认认定定）） 

 内容  
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 

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实施素质教育 

考试评估制度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社会认可度调查的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群众 

来源：《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33..22 河河南南省省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的的现现状状————以以上上述述抽抽调调五五县县为为例例  

选取河南省济源市、长垣市、永城市、义马市和光山县作为调查地区，从地域上来讲，五

县域分别位于豫（河南简称）中、豫西、豫北、豫东、豫南，在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

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参照 2015-2020年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长垣

市经济发展最快，济源市次之，永城、义马基本相同，光山县最后，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制定，都具有典型性；从办学特色、校园文化建设角度来说，各地具

有不同特色，选取五县域主要是结合区域文化，探索其校园文化建设、个性化发展规律，具有

区域性。因此，选择五县域作为调查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和区域性。 

33..22..11    22001155——22002200 五五县县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学学校校师师资资力力量量分分布布  

本研究计划对五县义务教育学校师资力量的分布进行考察调研，主要从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情况进行调查。 

 

 

 

 

 

 
 

表 1   2015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续）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5-2016 

表 2    2016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6-2017 

表 3 2017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6-2017 

表 4 2018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7-2018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67 45 512 341 745 842 1014 1052 
长垣市 66 52 560 360 721 851 1006 1003 
永城市 58 37 423 312 718 612 942 814 
义马市 47 42 389 342 681 572 941 789 
光山县 41 34 314 247 341 354 627 475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68 53 546 397 789 874 1124 1163 
长垣市 69 71 571 401 742 874 1087 1099 
永城市 61 46 451 384 764 646 1042 874 
义马市 57 48 407 398 721 589 996 874 
光山县 48 41 384 379 456 461 708 642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66 59 602 402 776 903 1114 1247 
长垣市 72 84 601 467 764 904 954 1256 
永城市 67 54 514 421 771 687 1064 947 
义马市 56 46 461 401 767 594 1004 941 
光山县 41 43 412 425 487 484 775 741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76 69 587 547 815 964 1230 1310 
长垣市 61 74 587 514 762 967 1207 1214 
永城市 55 54 486 487 784 966 1116 997 
义马市 53 52 431 462 747 904 1056 996 
光山县 46 51 394 432 514 647 741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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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8-2019 

表 6 2020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9-2020 

通过对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调查显示，五县城乡义

务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变化相对较小。总体上呈现每年不少于 5%的比例提升，但由于各县

公示数据不同，对于五县城乡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数量没有统计。根据已掌握的信息，除了济

源、永城城区有 1-2名正高级职称教师外，其他县尚无正高级教师。纵观整个数据变化，不难

发现 2020年五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师资力量符合国家关于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要求。 

表 7 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历情况（本科及以上学历） 

县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济源市 3614 351 3647 364 3714 375 3784 384 3867 394 3965 384 
长垣市 3457 157 3507 167 3567 214 3614 221 3664 254 3817 336 
永城市 3464 124 3521 145 3584 174 3627 193 3725 206 3814 264 
义马市 3312 78 3387 96 3384 121 3462 134 3528 167 3703 208 
光山县 2457 23 2556 34 2674 51 2761 74 2915 93 3321 162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5-2020 

从上述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教师学历结构来看，五县教师虽然还存在中师学历教师，但占

比不到 3%，且多为年龄较大的老教师，分布区域也集中在乡镇。根据数据现实，河南省五县

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100%，且高学历教师呈现每年增长，特别是具有研究生

学历的教师，增长较快。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78 73 591 551 818 964 1187 1387 
长垣市 62 77 589 516 774 967 1198 1274 
永城市 57 58 491 491 791 966 1087 1046 
义马市 55 53 439 471 751 904 1001 1067 
光山县 42 53 403 451 532 651 814 977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76 75 614 549 831 971 1214 1394 
长垣市 58 74 591 514 784 974 1214 1314 
永城市 51 56 495 492 783 971 1124 1087 
义马市 53 51 441 468 774 912 1025 1101 
光山县 44 54 404 462 551 667 861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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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8-2019 

表 6 2020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数量及专业技术职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9-2020 

通过对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调查显示，五县城乡义

务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变化相对较小。总体上呈现每年不少于 5%的比例提升，但由于各县

公示数据不同，对于五县城乡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数量没有统计。根据已掌握的信息，除了济

源、永城城区有 1-2名正高级职称教师外，其他县尚无正高级教师。纵观整个数据变化，不难

发现 2020年五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师资力量符合国家关于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要求。 

表 7 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学历情况（本科及以上学历） 

县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研究生 
济源市 3614 351 3647 364 3714 375 3784 384 3867 394 3965 384 
长垣市 3457 157 3507 167 3567 214 3614 221 3664 254 3817 336 
永城市 3464 124 3521 145 3584 174 3627 193 3725 206 3814 264 
义马市 3312 78 3387 96 3384 121 3462 134 3528 167 3703 208 
光山县 2457 23 2556 34 2674 51 2761 74 2915 93 3321 162 

资料来源：全国基础教育统计汇总表 2015-2020 

从上述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教师学历结构来看，五县教师虽然还存在中师学历教师，但占

比不到 3%，且多为年龄较大的老教师，分布区域也集中在乡镇。根据数据现实，河南省五县

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100%，且高学历教师呈现每年增长，特别是具有研究生

学历的教师，增长较快。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78 73 591 551 818 964 1187 1387 
长垣市 62 77 589 516 774 967 1198 1274 
永城市 57 58 491 491 791 966 1087 1046 
义马市 55 53 439 471 751 904 1001 1067 
光山县 42 53 403 451 532 651 814 977 

县域 
中小学副高级别 中小学中级 中小学助理级 员级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城区 乡村 

济源市 76 75 614 549 831 971 1214 1394 
长垣市 58 74 591 514 784 974 1214 1314 
永城市 51 56 495 492 783 971 1124 1087 
义马市 53 51 441 468 774 912 1025 1101 
光山县 44 54 404 462 551 667 861 1004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艺术体育教师专任情况 

 

 

 

 

 

 

 

 

 

 

 

 

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骨干教师情况 

 

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艺术、体育教师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城区艺术、体

育教师数量呈逐年增长，乡镇艺术、体育教师数量增长较快，作为贫困县光山县艺术、体育教

师增长相对较快，虽然基本符合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要求，但对于该地学生增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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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配备上稍显不足（吴徐莉，2014：11）。 

从河南五县义务教育骨干教师的变化情况来看，城区骨干教师比例高于乡镇骨干教师比例。

从骨干教师的数量变化来看，乡村义务教育学校骨干教师呈逐渐增长趋势，对于 2017年光山县

等地骨干教师数量减少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教师流动，导致乡村骨干教师数量下降，但总体增

长的趋势没有改变。 

33..22..22 河河南南省省五五县县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学学校校办办学学基基本本条条件件情情况况  

教学及辅助用房情况，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小学教学及辅助用房情况有大幅度

增加，据五县公布数据显示，总数超过 15万平方米，增加比例超过约 40%；初中城区用房面积

增加超过 43万平方米，增加率超过 43%；乡村小学用房面积增加比例不高，增加 20万平方米。

重点需要强调的是义马市乡中小学用房面积，出现减少现象，调查发现与生源减少有关。 

运动场地情况，2015 年-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运动场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总

计超过 100 万平方米，增长比例超过 70.3%；乡村义务教育学校运动场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小，

共计在 40多万平方面，增长率约 42%。 

仪器设备总价值情况，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

4000万元，增长率为 51.3%，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总价值增长 2000多万元，增长率约为

72.1%。其中，义马乡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总价值减少 30多万元，减少率不到 6%。 

图书拥有情况，从 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图数量增加较快从 456000本增

长 610000册，增长比例约为 40%左右，而乡村图书拥有量开始逐年递减，五年时间递减约 10万

册，递减率超过 21.3%。 

教学用计算机数量，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计算机拥有量都呈增长

趋势，城区增长量约为 30000台，乡村计算机增长约为 8000 台。 

网络多媒体教室方面，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城乡义务教育多媒体教室都有大幅度增

长，城乡增长量约为 1600余间，增长率为 162%；乡村增长量 400多件，增长率约为 421%。 

截止 2022年 7月，实地走访河南省五县时，办学条件仍在不断改善，根据教育局公布的数

据来看，五县在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方面投资超过 12 亿元，共计 55个重点改造项目，

比如光山县仙居乡第一初级中学，以前是有名贫困地区学校，2021年投入大量资金，改造运动

场地，寨河镇第一初级中学，新建运动场 2000 平米。在走访过程中，由于生源的流失，学校一

些基础设施和教学资源出现闲置情况，比如永城市某中学，多媒体教室出现闲置，墙角还有电

子琴等音乐设备。 

33..22..33 河河南南省省五五县县义义务务教教育育政政府府保保障障情情况况  

1.学校分布情况 

河南省五县中小学片区都严格按照要求和服务半径进行划分，但由于生源等问题，一些村

级中学存在撤销情况，一些乡镇中学都已经进行扩建，2020年，五县城乡义务教育已经能满足

附近适龄儿童“上学”需求。总的来说，五县中小学分布较为科学合理，基本上都是按照“小

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进行的。 

2.学校规模 

在校生数量方面，从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学生人员总趋势是递增的，

但个别县域乡村义务教育人数递减，一方面是由于生源减少，另一方面也存在人口流动原因，

如外出打工子女、随迁子女等，减少比例不高。 

 

 

 

 



317中国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现状研究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Henan, China

15

 
 

来看，配备上稍显不足（吴徐莉，2014：11）。 

从河南五县义务教育骨干教师的变化情况来看，城区骨干教师比例高于乡镇骨干教师比例。

从骨干教师的数量变化来看，乡村义务教育学校骨干教师呈逐渐增长趋势，对于 2017年光山县

等地骨干教师数量减少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教师流动，导致乡村骨干教师数量下降，但总体增

长的趋势没有改变。 

33..22..22 河河南南省省五五县县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学学校校办办学学基基本本条条件件情情况况  

教学及辅助用房情况，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小学教学及辅助用房情况有大幅度

增加，据五县公布数据显示，总数超过 15 万平方米，增加比例超过约 40%；初中城区用房面积

增加超过 43万平方米，增加率超过 43%；乡村小学用房面积增加比例不高，增加 20 万平方米。

重点需要强调的是义马市乡中小学用房面积，出现减少现象，调查发现与生源减少有关。 

运动场地情况，2015 年-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运动场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总

计超过 100 万平方米，增长比例超过 70.3%；乡村义务教育学校运动场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小，

共计在 40多万平方面，增长率约 42%。 

仪器设备总价值情况，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

4000万元，增长率为 51.3%，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总价值增长 2000多万元，增长率约为

72.1%。其中，义马乡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总价值减少 30多万元，减少率不到 6%。 

图书拥有情况，从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图数量增加较快从 456000本增

长 610000册，增长比例约为 40%左右，而乡村图书拥有量开始逐年递减，五年时间递减约 10 万

册，递减率超过 21.3%。 

教学用计算机数量，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河南省五县义务教育计算机拥有量都呈增长

趋势，城区增长量约为 30000 台，乡村计算机增长约为 8000 台。 

网络多媒体教室方面，2015—2020年，河南省五县城乡义务教育多媒体教室都有大幅度增

长，城乡增长量约为 1600 余间，增长率为 162%；乡村增长量 400多件，增长率约为 421%。 

截止 2022年 7月，实地走访河南省五县时，办学条件仍在不断改善，根据教育局公布的数

据来看，五县在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方面投资超过 12 亿元，共计 55 个重点改造项目，

比如光山县仙居乡第一初级中学，以前是有名贫困地区学校，2021年投入大量资金，改造运动

场地，寨河镇第一初级中学，新建运动场 2000 平米。在走访过程中，由于生源的流失，学校一

些基础设施和教学资源出现闲置情况，比如永城市某中学，多媒体教室出现闲置，墙角还有电

子琴等音乐设备。 

33..22..33 河河南南省省五五县县义义务务教教育育政政府府保保障障情情况况  

1.学校分布情况 

河南省五县中小学片区都严格按照要求和服务半径进行划分，但由于生源等问题，一些村

级中学存在撤销情况，一些乡镇中学都已经进行扩建，2020年，五县城乡义务教育已经能满足

附近适龄儿童“上学”需求。总的来说，五县中小学分布较为科学合理，基本上都是按照“小

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进行的。 

2.学校规模 

在校生数量方面，从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城区义务教育学生人员总趋势是递增的，

但个别县域乡村义务教育人数递减，一方面是由于生源减少，另一方面也存在人口流动原因，

如外出打工子女、随迁子女等，减少比例不高。 

 

 

 

 

 
 

 

 

 

 

 

 

 

 

 

 

 

 

 

 

 

 

 

   教师方面，根据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河南省县域义务教育教师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7

年，河南省加大三支一扶（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

始于 2006年）、特岗教师招聘力度加大，地方事业单位招聘人数大大增加，且教师岗位设置偏

重乡村教师，因此，2020 年，五县教师人数增幅最大，乡村教师队伍得到充实。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师生比例也呈现不断优化趋势，最低的是济源城区初

中学校，师生比为 1:6.88，最高的光山县某初中，师生比为 1.16.3。 

3.教师培训情况 

教师的个人发展主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实现的（薛二勇，2014：7）。教师培训是最常见的

路径，从 2015-2020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教师的培训项目来看，主要有继续教育、国家级培

训计划、省级培训计划、地市级培训计划。根据调查显示，五县域在 5 年时间内共投入 4000多

万用于教师的成长培训。一般最常见的是县级培训计划，县级培训是由县教育局和地方教师进

修学校组织的，而一般实施则由学校开展，效果相对一般，在这里都不做详细论述。本研究主

要从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培训进行分析。从河南省公布国家级、省级培训项目来看，项目数

量 5 年间是逐年增加的，乡村教师参与人数也是逐年增加的。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河南省

五县域国家级培训城区义务教育教师增加 831 人，乡村教师增加 89人；省级培训中，五县域增

加了 1036人，乡村增加 124人；地市级培训项目，城区增加了 1823 人，乡村增加 687人。对

于培训项目的次数，国家级项目城区增加 24 次，乡村 8次，省级项目城区增加 61次，乡村增

加 34次；地市级培训城区增加 81次，乡村增加 46次。从人数和频次来说，河南省五县域城区

增长还是远大于乡村，这从侧面说明，城区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还是多于乡村教师的。从聘请

专家讲座的层级来说，基本上没有专家到乡村学校进行培训，都是在地级市进行培训，这也导

致了乡村教师接受新方法、新理念的机会小于城区教师，也间接影响了乡村义务教育质量的提

升。 

4.就学机会调查 

2015-2020 年河南省五县域 6-15 岁儿童，均按要求在校就读。据不完全统计。2015-2020

年，五县域随迁子女共计 700多人，其中 650人均按照要求就近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近 50人在

民办学校就读。五县域均按照“就近入学，划片招生”的原则，开展招生工作。 

据五县域义务教育报告现实，五年期间，义务教育阶段无学生辍学。2016年，河南省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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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脱贫”政策，2017年河南省对全省义务教育进行调查，本次调查采取深入社区的拉网式

排查，对困难学生进行登记，加大保障力度，确保不让每一个适龄儿童贫困失学、因病失学。

2018 年，健全全省义务教育学生补助体系。五县域在 3 年内对寄宿学生发放补助金 3000 余万

元，受助人数超过 10 万人，2019 年，对于建档立卡的非寄宿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300 万元，受

助学生超过 3500人次。 

在调查过程中，确实存在极个别学生不愿意上学的情况，特别是光山县和义马市，初中生

存在不辞而别的现象，当地教育局、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学校也到家中进行说服教育。为

此，义马市某乡村中学校长在访谈中指出“对于适龄儿童入学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比

如我们学校初二学生王某，我们在排查中发现该生近期未到学校上课，据走访发现该生跟随父

亲在广东某地打工，在了解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该生父母离异，名义上跟随父亲生活，但父

亲并未履行监护人职责，这明显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通过电话、走访劝父亲把孩子送

回来，劝说亲戚朋友说服家长，最终孩子得以回到学校继续就读”。总的来说，从就学机会和

辍学率来说，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就学是有保障的。 

5.留守儿童关爱保障调查 

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每年都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因此，河南乡村“留守儿童”是一

个关注度最高的群体。当然，河南省关注“留守儿童”入学工作较早，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

作模式，打造了党政、关工委、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政、学校、社区、家庭和志愿者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以五县域为代表的，各个中小学都建有“留守儿童之家”“家长学校”，一

些农村中小学还建立了心理疏导室，加强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2019年，光山县农村共计 5614名，在信阳市工会、教育局等部门的帮扶下，建立“1对 X”

帮扶制度，也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帮扶 3-5 名留守儿童，准确把握学生实际情况，同时深入的开

展家访、沟通交流等方面工作，确保无一留守儿童失学辍学。 

6.教师轮岗情况 

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从 2017年开始大范围施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规定义务教育阶

段校长轮岗不少于 3 年时间，教师每年轮岗不少于总数教师 10%，其中骨干教师、特级教师、

校级后备干部总数不应少于流动教师总数的 20%。目前，河南省五县域教师交流超过 30000 人

次，其中骨干教师、特技教师、优秀教师不少于 5000人，占总流动教师数的 20%。当然，有两

种现象应该高度重视：一种是有的教师挂靠在某学校，自己学校也安排了课程，但这些教师从

未到交流学校工作，课程也由其他教师代理；一种是有的教师到交流学校上课，心不在焉，存

在应付心理，认为自己两个身份，无人监管（杨卫安、邬志辉，2014：10）。 

7.教师工资 

在调查中发现，2015-2020 年河南五县域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呈递增趋势，变化最大的是

2019-2020年，也就是从 2019年开始河南省县域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开始略高于当地公务员。一

般公立学校教师，工资构成是由职称工资+薪级工资+基本工资构成。根据河南省关于农村教学

点实施教学津贴等政策，目前，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略高于城区工资，一些偏远地区

义务教育教师补贴在 300—600元。 

33..22..44 河河南南五五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学学校校教教育育质质量量情情况况  

把握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质量的情况，除了第三部分搜集数据衡量以外，本研究还计划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本研究计划从特殊儿童受教育机会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进行调

查，对于学校管理水平的衡量内容，计划放在问卷中，合并调查，其结果作为参考标准。 

1.特殊儿童受教育机会情况调查 

河南省五县域特殊儿童教育主要坚持“特殊教育学校为主体，随班就读为补充”的基本原

则。目前，公办特殊教育学校共计 13所，特殊学生主要是适龄的听力障碍、智力障碍的学生，

教育形式也以康复和引导为主。13所学校共计专任教师 120余位教师，就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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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脱贫”政策，2017年河南省对全省义务教育进行调查，本次调查采取深入社区的拉网式

排查，对困难学生进行登记，加大保障力度，确保不让每一个适龄儿童贫困失学、因病失学。

2018 年，健全全省义务教育学生补助体系。五县域在 3 年内对寄宿学生发放补助金 3000 余万

元，受助人数超过 10 万人，2019 年，对于建档立卡的非寄宿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300 万元，受

助学生超过 3500人次。 

在调查过程中，确实存在极个别学生不愿意上学的情况，特别是光山县和义马市，初中生

存在不辞而别的现象，当地教育局、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学校也到家中进行说服教育。为

此，义马市某乡村中学校长在访谈中指出“对于适龄儿童入学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比

如我们学校初二学生王某，我们在排查中发现该生近期未到学校上课，据走访发现该生跟随父

亲在广东某地打工，在了解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该生父母离异，名义上跟随父亲生活，但父

亲并未履行监护人职责，这明显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通过电话、走访劝父亲把孩子送

回来，劝说亲戚朋友说服家长，最终孩子得以回到学校继续就读”。总的来说，从就学机会和

辍学率来说，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就学是有保障的。 

5.留守儿童关爱保障调查 

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每年都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因此，河南乡村“留守儿童”是一

个关注度最高的群体。当然，河南省关注“留守儿童”入学工作较早，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

作模式，打造了党政、关工委、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政、学校、社区、家庭和志愿者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以五县域为代表的，各个中小学都建有“留守儿童之家”“家长学校”，一

些农村中小学还建立了心理疏导室，加强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2019年，光山县农村共计 5614名，在信阳市工会、教育局等部门的帮扶下，建立“1对 X”

帮扶制度，也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帮扶 3-5 名留守儿童，准确把握学生实际情况，同时深入的开

展家访、沟通交流等方面工作，确保无一留守儿童失学辍学。 

6.教师轮岗情况 

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从 2017 年开始大范围施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规定义务教育阶

段校长轮岗不少于 3 年时间，教师每年轮岗不少于总数教师 10%，其中骨干教师、特级教师、

校级后备干部总数不应少于流动教师总数的 20%。目前，河南省五县域教师交流超过 30000 人

次，其中骨干教师、特技教师、优秀教师不少于 5000 人，占总流动教师数的 20%。当然，有两

种现象应该高度重视：一种是有的教师挂靠在某学校，自己学校也安排了课程，但这些教师从

未到交流学校工作，课程也由其他教师代理；一种是有的教师到交流学校上课，心不在焉，存

在应付心理，认为自己两个身份，无人监管（杨卫安、邬志辉，2014：10）。 

7.教师工资 

在调查中发现，2015-2020 年河南五县域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呈递增趋势，变化最大的是

2019-2020年，也就是从 2019 年开始河南省县域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开始略高于当地公务员。一

般公立学校教师，工资构成是由职称工资+薪级工资+基本工资构成。根据河南省关于农村教学

点实施教学津贴等政策，目前，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略高于城区工资，一些偏远地区

义务教育教师补贴在 300—600元。 

33..22..44 河河南南五五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学学校校教教育育质质量量情情况况  

把握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质量的情况，除了第三部分搜集数据衡量以外，本研究还计划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本研究计划从特殊儿童受教育机会和课程设置两个方面进行调

查，对于学校管理水平的衡量内容，计划放在问卷中，合并调查，其结果作为参考标准。 

1.特殊儿童受教育机会情况调查 

河南省五县域特殊儿童教育主要坚持“特殊教育学校为主体，随班就读为补充”的基本原

则。目前，公办特殊教育学校共计 13 所，特殊学生主要是适龄的听力障碍、智力障碍的学生，

教育形式也以康复和引导为主。13 所学校共计专任教师 120余位教师，就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为例，有 7个教学班级，其中 3个智力障碍班级，学生共计 93名，3 个听力障碍班级，共有学

生 51人，还有 1个康复班级，现有学生 15人。另外，有的县域还开通了送教上门服务，如永

城市目前特殊教育送教上门服务人数超过 100人。河南省五县域特殊儿童受教育比例均衡超 96%。 

2.河南五县域义务教育学校课程设置情况 

在课程设置上，河南省五县域都以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的，全面提高该县

域义务教育的质量。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印发的《河南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和《地方课程

设置方案》，对全域义务教育学校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从五县域义务教育学校搜集到的课表来说，这些义务教育学校的课程，都是按照河南省要

求设置的。但根据走访调查的机构来说，执课情况差异性就比较大了。比如以义马市县域内的

义务教育学校来说，城区 3所初中，1所小学，乡村 2所小学，1所初中，执课差异较大。就初

中来说，城区初中按照课表执课情况比较好，差异较大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课程。有的县域一

些学校会将课程主要集中分配给基本学科教师，但多数存在体育、艺术类课程执课不够的情况。

重点是小学执课情况，经过调查走访，小学执课情况就更差强人意了。就光山县而言，一所公

办乡村的小学，一个复合班级，有三、五、六年级学生，52 名学生，1个代课老师，语文、数

学都是一位教师教授，音乐主要是学生自学自唱，体育课则是自由活动，新要求的劳动课程等

目前尚未开设。本研究就以开设 8门课程作为比较对象，主要是思品（社会）、科学、计算机、

音乐、美术、体育、生命生态与安全、英语。首先，思想品德和生命生态安全来说，走访光山

县乡村 5所小学，其中 2所小学有专人教师（其中一所思品课专任教师即将退休），其他 3所

小学均由其他教师兼任。就科学类课程执课情况来说，一般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均由专门教师负

责授课，乡镇学校科学课程授课多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而且存在课时不足的现象，如义马市

乡村某小学，科学课程授课由英语教师兼任，且一周 1 次课，而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没有

科学课程。计算机授课情况相对较多，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均按要求开设计算机课程，乡村义务

教育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课程，但六年级并没有进行计算机授课。对于音乐、美术等课程

的开设来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开设情况较好，而乡村学校 1-4 年级能按照规定授课，但 5-6

年级由于音乐、美术教师不足，会将每周 2节的音乐、美术课减为 1 节，减去的 1节课一般会

由班主任安排。体育课程的授课情况更是堪忧，五县域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1-3 年级每周一般可

以安排 3节，剩下的 1节则由语、数、外教师兼任，4-6年级则是 2节，剩下的由班主任安排；

乡村义务教育 1-2年级体育课一般可以达标，能按要求执行每周 4节，但 3-6年级就和城区差

不多了，有的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六年级体育课仅剩 1 节。英语授课情况较为理想，五县域城乡

义务教育学校均能按要求执课。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还发现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校本课程开设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如义马市多数学校基本没有校本课程，做的最好的是济源义务教育学校。他们充分发挥校本

课程的优势，有的甚至开设了 56个课程包括足球、跆拳道在内的共涉及艺术、语言、思维、生

活七大学科。同时，济源市一些乡村学校还有自己特色的校本课程（史亚娟，2014：9），比如

某小学的剪纸艺术课，聘请当地非遗传承人为学生上课，又比如长垣某小学，借助厨师之乡的

文化特设，开设小学厨师文化传承班等。这些都为义务教育特色办学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孩子

的个性化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 

对于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方面，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均能按照新课程改革要求，大力

推行翻转课程、精细管理、导学案等新课程模式，而且一些县域学校通过总结提炼，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色的课程改革新模式。另外，河南省对教师教学条件进行了改善，投入了大量资金，

比如长垣市为适应多媒体白板教学，投入大量资金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电子白板教学进行培训，

但参与的多是优秀教师或者骨干教师，并未对所有教师进行培训，一些 45岁以上的教师没有参

与培训，这些教师仍采取传统粉笔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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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55 社社会会认认同同情情况况调调查查  

为准确掌握社会对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认同程度，进一步提升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程度认定的科学性，为此，本研究对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同度开展问卷调

查。 

1.调查对象 

为获取最广泛社会认同度的评价，本次调查将调查对象设定为：学生家长、在校学生、校

长、教师、县区及乡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有：第一，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其目的是了解调查对象的站位信息；第二，

对自己所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了解程度和认同程度；第三，了解五县域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相关说明：调查内容的设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县域政府落实政策情况及资源保

障情况；另一方面是学校在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及成效。 

3.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 

4.抽样情况 

每个县域城区抽取 100人，乡村抽取 150人，共计 1050人。具体抽样情况如下：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随机抽取城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0人，乡镇抽取 5人；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或副校长：随机抽取城区学校校长副校长 20人，乡村抽取 15人； 

教师：随机抽取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30人，乡村学校教师抽取 30人； 

家长：随机抽取城区义务教育学生家长 30人，乡村学生家长抽取 40人； 

学生：随机抽取城区义务教育学生 10人，乡村学生抽取 10人。 

5.统计方法 

针对社会认同度的调查问卷共设计了五种，分别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卷、校级领导卷、教

师卷、家长卷、学生卷（尹玉玲，2014：9）。五种试卷基本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

况填写，不计入统计总分，第二部分为满意度调查，总分 100分，人大代表卷共计 10道题，学

生卷共计 12道题，家长卷为 16题，教师卷为 10道题，校级领导卷为 18道题。每道题下设 3-

4个选项，3个选项依次为 100分、50分、0分，表示特别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4个选项

分数依次为 100 分、80分、60分和 50分，表示特别满意、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问卷发

放数量和实际回收数量一致，无无效问卷，五县域义务教育试卷以总分数测量总体满意度和单

项满意度。 

6.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河南省五县域共发放 1050 份问卷，回收 1020 份问卷，其中 15 份问卷为无效问

卷，有效率为 98.5%。就总体数据来看，社会对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认同度平均数为 87.1，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社会认同度 85%以上的标准。

从不同调查对象的反馈来看，公众满意程度较高，但通过对比也发现城区和乡村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各有特色和优势，也有缺点和不足。就整体来说，五县域的公众对于随迁子女安置、

困难学生救助、特殊儿童就学等方面认为当地做的“非常满意”；对教师素养、关爱学生，也

持“满意”态度。但城区调查对象认为课后作业相对繁重，学生在校体育锻炼时间安排不足。

从不同区域来看，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管理、教学水平、办学条件满意度比乡村要高，加

之课程设置合理，校本课程丰富多彩，吸引了大量学生，但也存在学校规模相对过大、大班制

存在的现象。乡村义务教育学校班级学生少，更便于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而且也更有利于教

师照顾到每一个学生，不过，有些乡村小学存在教学资源浪费的问题（邓凡，2014：2）。 

在调查问卷中，乡村学生问卷中有“你对学生图书馆书籍、体育活动场地、教学设备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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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数量和实际回收数量一致，无无效问卷，五县域义务教育试卷以总分数测量总体满意度和单

项满意度。 

6.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河南省五县域共发放 1050 份问卷，回收 1020 份问卷，其中 15 份问卷为无效问

卷，有效率为 98.5%。就总体数据来看，社会对河南省五县域义务教育认同度平均数为 87.1，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社会认同度 85%以上的标准。

从不同调查对象的反馈来看，公众满意程度较高，但通过对比也发现城区和乡村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各有特色和优势，也有缺点和不足。就整体来说，五县域的公众对于随迁子女安置、

困难学生救助、特殊儿童就学等方面认为当地做的“非常满意”；对教师素养、关爱学生，也

持“满意”态度。但城区调查对象认为课后作业相对繁重，学生在校体育锻炼时间安排不足。

从不同区域来看，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管理、教学水平、办学条件满意度比乡村要高，加

之课程设置合理，校本课程丰富多彩，吸引了大量学生，但也存在学校规模相对过大、大班制

存在的现象。乡村义务教育学校班级学生少，更便于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而且也更有利于教

师照顾到每一个学生，不过，有些乡村小学存在教学资源浪费的问题（邓凡，2014：2）。 

在调查问卷中，乡村学生问卷中有“你对学生图书馆书籍、体育活动场地、教学设备满意

 
 

吗”和“你认为你所在学校与周边学校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90%以

上的学生都认为学校条件很好，所在学校与周边学校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但在实地走访中，学

校和学校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特别是在教学设备和体育活动场地上。在后来的访谈中，

通过与教师和学生的谈话得知，学生之所以满意，一方面是近几年学校办学条件比前几年有大

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乡村学生视野相对有限，目前现有办学条件，已经满足学生的基本需

求了。 

表 7 河南省济源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济源市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90.53% 教师轮岗落实不到位 

校级领导 20 82.89% 校园文化跟不上 

教师 30 91.39% 扩大高级职称比例 

家长 30 91.6%  

学生 10 86.43% 体育活动少、文艺活动少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7.43% 财政资料员倾斜力度小 

校级领导 15 84.56% 优秀教师少、骨干少 

教师 30 92.68% 职称评审难 

家长 40 87.36% 寄宿学校环境有待提高 

学生 10 83.64% 图书等资料少 

表 8 河南省长垣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续）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长垣市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94.6% 教育质量还有待提升 

校级领导 20 81.26%  

教师 30 92.14% 校本课程建设不完善 

家长 30 93.26% 延迟班内容不丰富 

学生 10 88.83%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6.21% 办学条件还是有待提升 

校级领导 15 85.16% 代课教师编制问题 

教师 30 91.38% 乡村教师选调不完善 

家长 40 86.12%  

学生 10 84.21% 新教师少，有的课没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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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河南省永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 

表 10 河南省光山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 

表 11 河南省义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续）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永城市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92.4% 财政支持力度不强 

校级领导 20 81.19%  

教师 30 91.64% 执课情况有待完善 

家长 30 94.01% 课外活动不够丰富 

学生 10 88.83% 足球教师不够专业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5.78% 教师数量有待提高 

校级领导 15 84.84%  

教师 30 89.97% 希望待遇有所提高 

家长 40 87.36%  

学生 10 85.63%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光山县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91.54%  

校级领导 20 82.67%  

教师 30 91.05%  

家长 30 93.78% 课程结构不够优化 

学生 10 88.74%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5.69% 教师培训力度不够 

校级领导 15 83.96% 代课教师编制问题 

教师 30 89.74% 高级教师职称倾斜 

家长 40 86.17%  

学生 10 84.63% 希望有专职足球篮球教师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义马市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88.65% 艺术教室建设缓慢 

校级领导 20 81.21% 尽快建立非遗课堂 

教师 30 90.51% 引进更多专业教师 

家长 30 91.56%  

学生 10 86.14%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5.03% 办学条件见还需要提高 

校级领导 15 82.41% 财政支持需要增强 

教师 30 86.28%  

家长 40 84.47% 寄宿学校环境改善 

学生 10 83.89% 计算机教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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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河南省永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 

表 10 河南省光山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 

表 11 河南省义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社会认定度调查结果（续）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永城市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92.4% 财政支持力度不强 

校级领导 20 81.19%  

教师 30 91.64% 执课情况有待完善 

家长 30 94.01% 课外活动不够丰富 

学生 10 88.83% 足球教师不够专业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5.78% 教师数量有待提高 

校级领导 15 84.84%  

教师 30 89.97% 希望待遇有所提高 

家长 40 87.36%  

学生 10 85.63%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光山县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91.54%  

校级领导 20 82.67%  

教师 30 91.05%  

家长 30 93.78% 课程结构不够优化 

学生 10 88.74%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5.69% 教师培训力度不够 

校级领导 15 83.96% 代课教师编制问题 

教师 30 89.74% 高级教师职称倾斜 

家长 40 86.17%  

学生 10 84.63% 希望有专职足球篮球教师 

县域 区域 调查对象 问卷数量 满意度 反映问题 

义马市 

城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88.65% 艺术教室建设缓慢 

校级领导 20 81.21% 尽快建立非遗课堂 

教师 30 90.51% 引进更多专业教师 

家长 30 91.56%  

学生 10 86.14%  

乡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 85.03% 办学条件见还需要提高 

校级领导 15 82.41% 财政支持需要增强 

教师 30 86.28%  

家长 40 84.47% 寄宿学校环境改善 

学生 10 83.89% 计算机教室少 

 
 

44..讨讨论论与与结结论论  

44..11 讨讨论论  

第一，河南县域教师队伍逐年扩大，学历机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断优化，但优质教

师资源的配置、利用是否实现“优质均衡”？ 

第二，域教师队伍逐年扩大，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断优化，但优质教师资源

的配置、利用是否实现“优质均衡”？ 

第三，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运动场地面积、教具配备、教辅用房、

图书馆建设等外在条件得到了提升，但与外在条件相配套的校园文化灯“软”实力是否得到提

升？ 

第四，河南县域义务教育政府保障日益增强，在教师待遇、学校分布、办学规模、留守儿

童保障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对学校管理、办学效益过分强调，是否存在忽视学校社会功

能发挥、是否重视学生全面发展？ 

第五，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在教育质量上有所提升，但在优质均衡发展中，是否关注学校特

色发展？ 

第六，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如何不断提高社会认同度？ 

44..22 结结论论  

第一，河南县域优质教师资源城市较为集中，乡村分布较少，且利用效率不高； 

第二，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多依靠资金投入和政策红利，且

学校软实力提升不足； 

第三，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在学校管理上过度重视办学效益和办学规模，对学生全面发展关

注不够； 

第四，河南县域义务教育过于重视标准化发展，忽视了特色办学； 

第五，河南县域义务教育社会认同度要持续提升。 

44..33 建建议议  

第一，政府要优化优质教师资源配置，深化绩效管理制度改革，强化教师培训和轮岗制

度，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第二，树立主动发展理念，精准定位政府角色，推动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科学规划学校未

来发展； 

第三，推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校长负责制，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自身发展的引导

工作； 

第四，坚持多元化发展理念，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注重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做好地方课

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 

第五，科学规划，不断提高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的社会认同度。 

44..11 河河南南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存存在在问问题题  

（1）过分依赖教育经费投入，对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足。河南县域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强调以经费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忽视了资源的优质均衡配置；而过分依赖经费推动优

质均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浪费现象的发生。 

（2）重视外在条件的改善，忽视了自身内涵的提升。从宏观层面上，河南县域义务教育重视缩

小外在办学条件差距，不注重教学质量的提升；强调对择校问题的治理，对择校问题产生的原

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视薄弱学校硬件建设，忽视了教学管理、教师素质的协同提升。 

（3）过分依赖政府推动，忽视了自身内在驱动。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学校过于依靠政府政策，忽

视了其他发展主体参与；盲目追求“他助”，忽视了“自助”；强调外在“输血”，不重视内

在“造血”。 

（4）重视经济效应，忽视了教育发展规律。河南县域在推动义务教育撤点时，并校配套设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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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跟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好学”的需求导向；也存在盲目追求办学规模，对学校管理

重视程度不够；同时，也存在过度强调办学效益，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另外，对义务

教育学校社会功能的发挥也不够重视。 

（5）重视标准化发展，忽视了特色办学。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在优质均衡发展时，重视标准化建

设，忽视学生的自身的实际；推行集团化、一体化办学时，忽视了学校的鲜明个性；在进行优

质均衡督导中，存在以共性标准督导的现象。 

（6）偏重城市学校和重点学校建设，忽视了农村和普通学校建设。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长期奉行城市学校和重点学校优先战略，对农村和一般学校建设关注不够。 

44..22 河河南南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推推进进策策略略  

（1）转变优质均衡发展理念，厘清优质均衡发展思路。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学校要树立主动发展

理念，科学规划，不断提高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的社会认同度。 

（2）推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凸显学校在优质均衡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河南县域政府要精

准定位自身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的“角色”，建立健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体系，

切实发挥统筹力度，深化校长负责制改革，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自身发展的引导工作。 

（3）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河南各县域要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构，加强资源监管，动

态优化学校布局和师生比例。 

（4）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河南县域义务教育要完善学校内部管理结构，提升教学过

程质量，深化学校绩效管理制度改革。 

（5）实施多元评价，鼓励学校特色发展。河南县域要坚持多元化发展理念，建立多元化评价体

系，注重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做好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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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跟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好学”的需求导向；也存在盲目追求办学规模，对学校管理

重视程度不够；同时，也存在过度强调办学效益，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另外，对义务

教育学校社会功能的发挥也不够重视。 

（5）重视标准化发展，忽视了特色办学。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在优质均衡发展时，重视标准化建

设，忽视学生的自身的实际；推行集团化、一体化办学时，忽视了学校的鲜明个性；在进行优

质均衡督导中，存在以共性标准督导的现象。 

（6）偏重城市学校和重点学校建设，忽视了农村和普通学校建设。河南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长期奉行城市学校和重点学校优先战略，对农村和一般学校建设关注不够。 

44..22 河河南南县县域域义义务务教教育育优优质质均均衡衡发发展展推推进进策策略略  

（1）转变优质均衡发展理念，厘清优质均衡发展思路。河南县域义务教育学校要树立主动发展

理念，科学规划，不断提高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的社会认同度。 

（2）推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凸显学校在优质均衡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河南县域政府要精

准定位自身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的“角色”，建立健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体系，

切实发挥统筹力度，深化校长负责制改革，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自身发展的引导工作。 

（3）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河南各县域要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构，加强资源监管，动

态优化学校布局和师生比例。 

（4）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河南县域义务教育要完善学校内部管理结构，提升教学过

程质量，深化学校绩效管理制度改革。 

（5）实施多元评价，鼓励学校特色发展。河南县域要坚持多元化发展理念，建立多元化评价体

系，注重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做好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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