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中有很多描述儿童的句子，简短的
诗句跃动着童年的乐趣，令人难忘。比如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无
奈，比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天
真，又比如“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的
惬意，等等。这些长长短短的古诗句中，我
最喜欢的是那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

喜欢这句诗，当然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意
境很美。这首诗的前两句十四个字描绘初春
的美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在那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里，孩
子们早早放学，赶忙趁着吹面不寒的东风，
在野地、广场或者大路上，随“纸鸢”四散
奔跑。空中是五颜六色的风筝，地上是打打
闹闹的孩子，这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今年春天以来，接连看到许多有关中小
学生的新闻报道，我便常常吟出这句“放纸
鸢”的诗句来。好动是孩子们的天性，跃动
的童年才有趣。但仔细想来，让孩子们在童
年岁月里，能“忙趁东风放纸鸢”并不容易！

如果不能“散学归来早”，何以“放纸
鸢”！按照现在很多城市的中小学课程表安
排，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了。但学校的课下
了，外面的课却已经早早地等上了。教育部
５月下旬发布新闻说，已经排查校外培训机
构 128418 所。在这些培训机构中，34.69%的
机构是无证无照经营，30.05%的机构是有营
业执照但无办学许可证。这些数字说明，有
条件的要努力去占孩子们的“放学时间”，没
有条件的“争取条件”甚至违规违纪也要分
得孩子们的“放学时间”。还有5.77%的机构
是开展学科类“超纲教学”“提前教学”。这
还仅仅是教育部门排查到的，那么没有排查
到的还有多少呢？全国这样的培训机构，如
果来一次“普查”，究竟能查出多少呢？

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数字，我心头又浮
现那句“放纸鸢”的诗句来。有这么多培训
机构等着，有这么多超纲培训、提前教学等
着，想给孩子们一个“放学早”何其不易！
数十万培训机构的人员都在忙乎着，那些争
抢学生放学后时间的人们又“何其急也”！

“放纸鸢”的诗句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巨大
的想象空间。现在，孩子们就算偶尔有一次

“放学早”，想要跑起来其实也不容易。我家
孩子就读的小学，把长长的露天走廊改造成
了操场，孩子在小学低年级时候就有一项

“行为教育”：走路不能奔跑。数百个孩子，
拥挤的空间，跑起来是一个“危险动作”。有
一次参观某个城市规划，当地的同志兴奋地
介绍说，规划建成后多远就可以有一个街心
公园，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街头广场，听得
我心花怒放。多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啊！不少
地方都发生过老人跳广场舞影响办公、休
息，与周围人们吵闹的事。如果有了那么多
街心公园、街头广场，是不是就能给人们留
出更多活动空间！孩子们是不是就可以尽情
奔跑“放纸鸢”！

纸上得来终觉浅啊！我们盼望着更多城
市规划者和建设者能想到老年人跳舞、儿童

“放纸鸢”的需要，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多给
他们留出一些地方，让老年人可以跳、孩子
们能够跑！“忙趁东风放纸鸢”应该成为更多
孩子们的童年记忆，也应该成为城市风景中
最动人的元素。

又一个儿童节，成年人习惯性地喜欢给
孩子们送礼物、写祝福。我只有一个祝愿：
盼望孩子放学早，能趁东风放纸鸢！

盼望儿童放学早

能趁东风放纸鸢
□ 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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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5 月，乡村教育两次被国
务院“点题”。5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在

《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
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对乡村学校
建设做出了新部署。5 月 23 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农
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困难地区和薄弱
环节的教育投入。

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破解乡村教育难
题。在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正在实施的今天，乡村教育还面临哪
些难题？乡村学校，究竟路该怎么走？

尽量少给孩子留下“情感缺憾”

“农村教育整体上比较薄弱，一是乡村
小规模学校，即教学点，另一个是乡镇寄宿
制学校。”教育部部长助理郑富芝认为，当
前制约两类学校发展的主要是运行问题，

“因为这样的学校规模很小，有的教学点就
几十个人、十几个人，按照生均经费拨款，
经费总量上不去，维持日常运转就有困
难。寄宿制学校的问题主要是办学条件不
足，学生的床位不够”。

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兼职副院长王
雄看来，除了这些硬件上的缺失，孩子的心
理健康更是两类学校最大的隐患。“我在贵
州一所学校里看到一个房间，觉得里面好
像有人，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王雄回忆
说，他在门口看了一下，“原来孩子一个挤
一个缩在小板凳上，不敢说话，直到我蹲下
来和他们说话，他们才围过来听”。而在城
市学校，孩子们通常会更加自信大方，有很
强的表现欲。反常的怯懦，反映出农村孩
子在乡村学校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关怀。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咨询师杜爽
也是北京歌路营的联合创始人。这家专
门关注寄宿学校的公益组织在全国5个县
137 所学校做了 1 万多个样本追随，发现
寄宿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不如走读生；同
时，寄宿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将近三
分之一的孩子每个月至少被欺凌两到三
次，而且睡眠质量差。杜爽总结说：“这些
让我们看到，把寄宿制学校办好是一件非
常不容易的事情。”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
心主任张孝德教授经常到乡村去。他认
为乡村教育缺的不仅是“鸡蛋+牛奶”，更
是生命关怀。“动物在哺乳期都要跟着母
亲，才能完成它动物性的成长过程，而现

在许多母亲生下孩子，一年甚至几个月就
离开他，扔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又扔给
了远离家乡的寄宿制学校。这种环境培
养的孩子，就是再好的专家教授，也无法
弥补他们的情感缺失。”张孝德最担心的
就是数千万留守儿童长大后，他们儿童时
期形成的心灵障碍会成为他们终生的心
理障碍。

国务院在关于两类学校的文件中明确
提出，原则上小学1到3年级学生不寄宿，4
到 6 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活、
交通、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方可适当寄
宿。专家们普遍表示，新政策是符合孩子
成长规律的正确选择。

不能把乡村教育办成城市教育的“仿品”

农村逐渐“空心化”是这些年社会建设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地开展了大规模

“撤点并校”。这一举措化零为整，给地方
管理者省了心，却让偏远农村的学生可能
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才能上学。2012 年
国务院出台政策，“撤并”被叫停，保留和办
好现有乡村小学和教学点成为考量地方教
育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但乡村学校还在无声地消失。据教育
部官方统计，2012 年我国乡村小学（含村
小和教学点）总数是217552所，2016年（可
查阅的最新统计数据）有乡村小学193203
所，平均每天仍有16.68所乡村学校消失。

中央财政已经决定，2018 年到 2020
年，中央财政新增加70亿元，专门支持“三
区三州”教育脱贫攻坚。这笔钱怎么花，涉
及乡村教育的未来。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形成了县城大规
模、大班额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农村小
规模学校的基本学校格局。这几类学校如
何布局成为争论核心。国务院关于加强两
类学校建设的文件出台后，这两类学校究
竟应该怎么办，建哪一类学校、教什么内
容，学界还存在争议，地方政府更有自己的
考虑。

从实际操作来看，地方政府对教学点
和寄宿制学校往往是“二选一”，建教学点
就不会建寄宿学校。而且杜爽发现，最近
有一些地区又开始大力撤并教学点。

“部分是因为我国对中小学校建设有
统一的国家标准，对操场、图书、老师配置、
多功能教室等都有详细规定。”杜爽说，“但
很多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让村级学校
过关，因此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达标，干脆就
把一些村小撤掉。实在不能撤掉的，至少
把六年级撤掉。这样教育行政部门来督导
的时候，看到的全都是达标学校。”

她认为，农村学校应该走“小而美”的
发展道路，主管部门一定要放权，让下面有
办学自主性。

上海崇明教育学院研究员、原江西省
弋阳县教体局局长方华也认为，县级人民
政府在履行教育职责时应该有“基础+”的
观念，在教育部制定的基本要求之上，根据
各地不同情况、不同地方文化，发展特色教
育。“想把乡村教育办成城市教育是永远不
可能的，我们不是要把乡村教育变成城市
教育的小弟，而是要办成有一定基础、各有
特色的教育。”

在乡村教育规划中，各地职业院校、职
业教育应该得到更多重视。职业院校是农
村学生结束义务教育阶段后上高中、上大学
的主要方向，又多与当地的经济特色结合紧
密，能让学生学到一技之长，对解决学生就
业、服务地方经济，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短板”还是乡村教师不足

农村学校是不是都需要 200 米跑道、
多功能教室，可以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比起跑道，学生更需要的是有能力、负
责任的乡村教师。

“乡村教育的最短板是乡村教师不足，
突出的表现是下不去，下去之后也留不
住。”郑富芝认为，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地区老师的待遇比较低。虽然国
家出台了各种保障政策，但由于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执行中，教师待遇并没
有得到充分保障。

方华则认为，除了待遇问题，乡村教师
的孤独感也是他们离开的原因。“乡村学校
听起来小而美，小规模学校、小班化。但
是，长期在一个乡村，只有两个老师，几个
孩子，老师教得再好也没有人关注。人是
社会化的，需要社会交往和认可。”如果不
给乡村教师流动的空间，上升的空间，很难
要求他们一直安心留在乡村。

☞ 乡村教育缺的不仅是“鸡蛋+牛奶”，更是生命关怀

☞ 农村学校应该走“小而美”的发展道路，主管部门要让下面有办学自主性

□ 佘 颖

安徽马鞍山“洪滨丝画”产品创

于1981年，享有“东方一绝”美誉。近

年来，它以独特的手工制作技艺、逼

真而神奇的视觉效果屡获殊荣，并获

得权威机构鉴定认证14项，最近还

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展。

“洪滨丝画”具有中国画、油画、西

洋画、写意、工笔等众多画种，产品达

800多种，能够极大地满足不同层次

市场的需求，堪称民间艺术之瑰宝。

王文生图/文

“六一”儿童节，南航湖南分公司组织平日里穿梭在
各大城市的机长和空姐们，来到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大
塘村，给100多个山里娃上了一堂特殊的“梦想课”。

黄 熠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