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林天伦( 1962—) ，男，广东罗定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校

长，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教育人力资源、学校发展与规划研究;

吕 芹( 1991—) ，女，广西桂林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小学管理研究。

①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 12 个省市及自治区，即西南五省区市( 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西北五省区( 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宁夏) 和内蒙古、广西。

2022. 3
No. 3，2022

学 术 探 索
Academic Exploration

2022 年 3 月
Mar． ，2022

“十三五”到“十四五”:
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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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达致“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的重要一环。

“十四五”时期是完成基本均衡任务，衔接优质均衡挑战的关键五年。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任务更加艰巨。“十三五”时期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已总体实现，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学校布局调整和标准化建设、乡村教师质与量提升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与优质均衡要

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存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体落后、大班额与大校额突出、乡村教师结构性短缺、学校管

理漏洞较多等问题。对此提出重视教育内部公平、优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学校现代化管理水平、构建教育治理

共同体、发展教育信息化等优质均衡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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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实施的收官之年，五年间国家“教育、卫生、文
化等领域发展取得新成就，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

提升”。［1］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推动教育公平

的重要基石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经

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初义务教育的非

均衡发展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正从基本均衡向

优质均衡阶段迈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个历

史范畴”，［2］“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义

务教育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

教育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

矛盾”。［3］由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内涵也发生了

深刻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

发展，而对优质均衡的渴求愈发强烈。由于我国

东中西部经济发展、自然环境要素等存在显著差

异，西部地区①基础更为薄弱，任务更加艰巨，“成

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硬骨头’”。［4］“十三五”
时期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已总体实现，但要达

成向优质均衡的跨越仍然任重道远。本文主要

通过分析广西“十三五”时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情况，折射西部地区过去五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主要成效、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

验，提出迈向“十四五”优质均衡发展建议，为西

部各省市政府谋划下一个五年教育规划行动方

案提供多重路径参考。

一、西部地区“十三五”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主要成效

2012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基本目标包括到 2020 年，实现基本均衡

县( 市、区) ( 以下简称县) 比例达到 95% ，全国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 ; 每一所学校符合国

家办学标准，办学经费得到保障; 教师配置更加

合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等。以此为依据，研究

发现，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已

总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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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幅向前

义务教育均衡县认定是国家保障和监测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质量采取的重要举措。2013 年 5
月我国正式启动县域①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

家督导评估认定工作，它的开展顺应了“人民群

众对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的热切期盼，是我国九

年义务 教 育 全 面 普 及 之 后 又 一 重 大 战 略 性 任

务。”［5］2012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县域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通知，指出县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内容包括县域内义务教

育校际均衡状况、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工作情况、公众对本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满意度三个方面。评估标准有小学、初中差异系

数分别小于或等于 0. 65 和 0. 55、县级人民政府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估得分在 85 分以

上，同时参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
广西“十三五”教育规划提出“实现县域内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县达到 95%”目标，相比“十二

五”教育规划提出的“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初

步均衡发展”，在实现程度上有了更高要求。通

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公布的 2013 ～ 2020 年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名单，广西累计有

94 个县确认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其

中“十三五”期间有 81 个县通过评估认定，增幅

为 523%，实现基本均衡县比例为 85%。由此可

见，“十三五”时期广西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

“十二五”相比大幅向前。
西部地区其余 11 省市及自治区“十三五”时

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认定工作也取得了

不错成绩。“十三五”时期通过评估的数量与“十

二五”相比，除宁夏外都出现了正增长( 宁夏出现

负增长，但在 2018 年全区所有县已全部通过国家

评估认 定) ，其 中 云 南 省 增 幅 最 大，增 长 率 为

1233%，实现基本均衡县( 市、区) 比例为 100%
( 以下数 据 同) ; 四 川 285%，90% ; 贵 州 268%，

100% ; 内蒙古 174%，99% ; 西藏 110%，84% ; 青

海 107%，100% ; 重 庆 67%，100%，新 疆 30%，

64% ; 甘肃 41%，81% ; 陕西 14%，100%。② 可见，

西部地区已有 1 /2 省市及自治区基本均衡县比

例超过 95%，未达标地区也在逐步靠近。
( 二)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步提高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新增的一项公共教育服务评价

指标，它的提出有利于防止因贫困、学习困难等

原因造成的失学辍学，相较于入学率关注教育入

口，教育巩固率更加关注教育全过程，这也意味

着由原来注重量的扩展转变为质的提升。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是保证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

义务教育、落实控辍保学任务的重要衡量指标。
广西 2020 年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到

96%，与 2015 年的 93% 相比，提高了 3 个百分

点，超额完成国家提出的 2020 年全国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 95%的目标。“十三五”时期，广西

为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措

施。2018 年 3 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

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通知，提出“一个都

不能少”工作目标，全面压实从政府到部门、学

校、家庭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形成点线面责任网

络，重点检测农村、贫困、民族和流动人口相对集

中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重

点人群，把控辍保学作为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

抓手。
与广西情况类似，“十三五”期间西部地区其

余 11 省市自治区在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强力推进

下，稳步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根据各地官

方网站已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重庆市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为 95. 5%、云南省 96. 2%、贵州省

95%、甘肃 96. 6%、内蒙古 90. 22%、宁夏小学六

年巩固率 100. 3%，初中三年巩固率 99. 6% ; 2019
年四川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4. 73%，青海

省 96. 87%、新疆 95. 51%，西藏 94. 5% ; 2015 年

陕西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6. 1%。2020 年

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5. 2%，根据上述各

地已公布的官方数据，除贵州、内蒙古、四川、西

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 三) 乡村教师质与量进一步提升

“十三五”时期，广西以“国培计划”和“区培

计划”为抓手，加大农村和贫困地区教师培训力

度，完成了两轮乡村教师全学段、全学科、全员覆

盖培训。相较于“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在国培

经费投入上由 42300 万元升至 54080 万元，增幅

比例达到 27. 85%。③ 此外，2015 年以来，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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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广西“国培计划”实施十周年工作总结》。



开招聘、特岗计划、小学全科定向培养等措施，累

计补充义务教育教师 8. 86 万人，其中小学全科教

师和紧缺薄弱学科教师 3. 72 万名，从市县派选

2. 3 万余名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走教，较

大的提升了广西农村地区教师队伍素质和规模

建设。① 2019 年秋季学期起，广西正式启动中小

学教师“县管校聘”教育改革试点，要求每个设区

市至少安排一个县先行开展试点工作，争取用五

年左右时间在全区实施“县管校聘”管理制度。
“县管校聘”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义务教育教

师县域内交流轮岗，为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

制度保障。
“十三五”期间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自治区也

加大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力度。
陕西贫困县数量居于全国前列，乡村教育发展滞

后是制约全省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的

主要因素。陕西把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关键环节来抓，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如强化师

德师风建设、涵养教师热爱乡村教育情怀，挖潜

现有编制、优化队伍结构，保证乡村教师数量充

足，实施“以德为先、骨干带动、全员提升”的强师

计划促进乡村教师素质优良等; ［6］2018 年宁夏获

批成为全国首个“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作为西

部地区首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省

份，“互联网 + 教育”在解决宁夏优质教育资源不

足、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优势。教师

培养方面，利用智能研修平台，实现教育发达地

区骨干教师引领贫困地区教师协同研修帮扶，帮

助贫困地区教师跨越数字鸿沟，分享智能教育

成果。［7］

( 四) 学校布局调整和标准化建设成果明显

“学校布局结构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

外部条件”，［8］“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是我国

为扶持农村薄弱学校建设、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而

实施的一项全国性的重大项目”。［9］“十三五”期

间，广西不断整合教育资源，规范撤并程序，集中

优势资源整改薄弱学校，合理规划城乡布局，在

城市流动人口较大、供小于求的地区新建扩建学

校，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撤并招生困难、办学

水平低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特别是贫困和边远

地区的孩子就近上学，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五年间广西共新建迁建学校 520 所，改扩建

学校 37820 所次，建设校舍面积 1606 万平方米，

新增学位 78 万个。②

从 2014 年开始，广西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下达

专项资金用于“校舍及设施建设类”和“设备及图

书购置类”两类项目，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2017 年印发《广西壮族自

治区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大通铺专项规划

的通知》，逐步改善部分地区学校资源扩充与城

镇化步伐不协调问题，制定从 2016 ～ 2020 年广西

所有县( 市、区) 基本消除超大班额 ( 66 人及以

上) 、消除大通铺( 所有寄宿学生每人 1 个床位)

进度表。截止到 2020 年年中，已基本消除超大班

额，基本解决大通铺问题。
“十三五”期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多措

并举推动义务教育学校的优化布局和标准化建

设，例如基础比较薄弱的西藏、新疆、青海等地积

极投身其中并取得了不错成效。西藏大力推进

薄弱学校改造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面消除义务

教育学校超大班额，严禁义务教育阶段设置重点

校、重点班; 新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和生活

条件显著改善，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青海实施“中

小学标准化工程”“全面改薄”“能力提升”等项

目，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相较于

“十二五”时期，“十三五”时期西部地区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优化和标准化建设成果明显，为下一个

五年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十三五”期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

持和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下，西部地区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取得阶段性进步，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目标总体实现，为助力教育脱贫攻坚战役胜利

提供强大支撑。

二、西部地区“十三五”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

在不断向好趋势下，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仍存在几项突出短板，剖析其问题及原因所

在，能为做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过渡

衔接奠定基础。
( 一)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体落后

与西部各省市相比，北京、上海、天津、江苏、
浙江于 2016 年前已完成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目标，踏上了优质均衡发展新征程。［3］《2019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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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广西日报: 招得来 留得住 教得好》。
数据来源于《广西日报: 真抓实干兴教育 硕果满枝交答卷———广西“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巡礼》。



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显示，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累计 2767 个县通过国

家认定，占比 95. 32%，其中东部地区 890 个( 全

部实现) ，中部地区 872 个，西部地区 1005 个。
全国尚有 9 个省份 136 个县未通过认定，中部 2
个省份 39 个县，分布在河南、湖南。西部 7 个省

( 区) 97 个县，分布在内蒙古、广西、四川、西藏、
甘肃、青海( 已于 2020 年全部实现) 、新疆。由此

可见，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西部

地区的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仍然处于全

国落后水平，任务依旧十分艰巨，“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必巨”，［10］ 越到最后越要下“绣花”真

功夫。
西部地区 12 省市自治区多为民族地区、革

命老区、边疆地区，受自然环境限制、经济发展水

平滞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少等因素影

响，在义务教育发展路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

东中部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梯队差距。
( 二) 大班额、大校额仍然突出

根据近年来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检查的反馈意见，西部地区

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大班额、大校

额现象，并且部分地区问题依然突出。国家教育

督导检查组 2021 年 1 月对广西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实地督导检查发现，全区 2000 人以上、
3000 人以上学校分别有 651 所、191 所，不符合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和《农村普通

中小学校建设标准》中有关学校办学规模的规

定。全区有 5087 个班级超过 55 人，不符合《国

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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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 2020 年基本消除 56 人以上大班额”
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底，青海省仍有 66 人以上超大

班额 20 个，还未完成全部消除超大班额任务; 仍

有 56 人以上大班额 887 个，占比 4. 96%。① 重庆

市有 360 所学校规模超过 2000 人，占比 6. 98% ;

其中 3000 人以上学校 104 所，占比 2. 02% ; 全市

尚有 56 人以上大班额 4466 个，占比 5. 93%，其

中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443 个，占比 0. 59%。② 大

班额、大校额问题成了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中的顽疾。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等因素影响，西部农村学龄人口减少，部分地

方政府为追求教育规模经济和义务教育的形式

化均衡，一味减少农村学校数量和扩大城镇学校

规模，“认为在合并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区

‘巨型学校’能够很好地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育

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效益得到最

大限度 发 挥，是 实 现 均 衡 发 展 最‘经 济’的 方

式”。［11］但事实上，“巨型学校”的存在会引发“大

班额”、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学校管理难度增大等

问题，违背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育人目标和对教

育公平的价值追求。
( 三) 乡村教师学科结构性短缺仍然存在

“十三五”时期，尽管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教师

在补充人数、培训次数、经费投入等方面力度不

断加大，但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依然存在，主要

表现为不同学科上教师配置的失衡，农村地区和

薄弱学校缺乏音体美信息技术教师，这些科目课

时遭主科挤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截止到 2021
年 1 月，广西共缺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科
学、英语等学科专任教师 6802 人。③ 截至 2019 年

底，重庆市音乐、美术、体育、外语、科学、信息技

术等学科教师数量不足，共缺 2076 人。④ 云南省

全省普遍存在教师专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在国家

教育督导检查组督查的 10 个县中，共缺音乐、美
术、英语、体育、信息技术等教师 1225 人。⑤

农村教师结构性缺员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
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教师编制配备

以及教师招聘、任用等工作的专项督导，导致编

制配备不到位、招非所需现象的发生”; ［12］未形

成教师区域内交流长效机制; 乡村教师工作环

境、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等方面缺乏吸引力; 教师

供给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教师队

伍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 四) 学校管理漏洞仍然较多

根家教育部及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教育

厅官方网站的资料和数据显示，西部地区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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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10 月《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青海省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
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1 月《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
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1 月《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
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1 月《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
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1 月《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云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



育学校管理上依然存在较多漏洞，涉及学校行政

管理、教 育 教 学 管 理、安 全 管 理 等 多 个 方 面。
2021 年 1 月，国家督导检查组在对广西 3 个县实

地检查和 4 个县随访的过程中发现: 所查部分学

校存在挤占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和科学课

现象; 部分学校实验室管理员不熟悉实验开出情

况，且实验室管理不规范; 有的学校没有对校园

内在建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有效隔离围挡; 有的学

校一键式报警器触发后无人接警，消防器材没有

定期检测和维护; 有的学校学生宿舍没有安全疏

散通道，部分学校食品留样管理不规范。根据国

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公布的反馈意见，青海、云南、
重庆、贵州、内蒙古、宁夏、甘肃、西藏等西部地区

都普遍存在类似问题。
正如前文所言，“巨型学校”“大校额”“大班

额”现象的存在，引发了诸多学校管理上的问题。
学校人数和场地空间的失衡，会导致学生在住

宿、饮食、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后勤管理和服务问

题。课程未开足开齐，副科遭到主科挤压，直接

原因可能是副科教师的结构性缺失，根本原因在

于政府和学校未松脱“唯升学”的应试教育桎梏，

未落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

三、西部地区“十四五”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路径

“十四五”时期，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应继续补齐短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自身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用足用好中央政策利好，向

中东部地区取得的成功经验学习，继续加强顶层

设计部署的同时，聚焦微观层面的薄弱环节，“逐

渐把义务教育均衡治理重心从‘保底式均衡’向

‘保优式均衡’转移，不断满足民众对义务教育优

质资源均衡获益的发展性需求”［8］，“推动教育发

展方式从依靠外部力量介入的‘外源性发展’向

依靠 自 身 内 部 生 长 能 力 的 ‘内 源 性 发 展’转

变”。［13］逐步探求市域内、省域内均衡发展，让更

多孩子共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一) 重视教育内部公平，鼓励个性化差异

发展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追求教

育公平，补偿社会中教育资源的最少受惠者。过

去五年，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把实现教育

的外部公平和起点公平放在首位，即不断完善教

育体制机制、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下一个五年

规划，教育的内部和过程公平应该得到更多重

视。因教育内部和过程不公对学生造成的伤害

与因贫困失学相比，明显要复杂和难解决得多。
目前西部地区还普遍存在大班额、大校额问题，

严重阻碍教师因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成长，政府

一方面要加大教育资源区域内宏观调控力度，科

学规划学校布局，及时新建扩建学校，另一方面

要合理引流优秀师资，避免由于校际的过大差距

引发的“择校热”“学区房”等社会问题，进一步规

范落实就近入学政策。
同质化的均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区域

间、校际个性化差异发展是教育走向优质均衡，

追求卓越教育的必由之路。“优质的教育是基于

个性特点，与个体相适切的教育。”［14］基于此，各

级政府要破除“唯标准化”“唯效率化”价值取向，

谨防“千校一面”“万人同语”的趋同化现象，鼓励

各区域，各学校善用巧用西部地区丰富的地域自

然和人文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优质特色教育，创

新区域和学校发展之路。
( 二) 弥补教师学科结构性失衡短板，优化教

师队伍建设

“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增强乡村教师职

业吸引力、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15］这一方

案为解决西部地区教师结构性失衡难题提供了

药方。
通过完善教师“县管校聘”制度和创新轮岗

交流新模式进一步扩宽短缺学科教师补充渠道。
由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本县教师学科结构

的数量情况，按照师班比，师生比，科学搭配，统

筹管理，招聘相应需求的学科教师，避免“所招非

所急，所招非所需”现象; 探索教师“协作团队式”
轮岗交流新模式。辽宁省辽阳市通过协作化办

学为薄弱校开辟了“逆袭”通道。辽阳 14 中依托

以各校优秀教师为骨干的教研联合体，协作团队

内不仅可以集中备课、共同研讨，还可以实行教

师干部互派、跨校教研、跨校任教，实现了教育资

源合理流动、优化配置。［16］这一做法值得效仿和

学习。
提高薄弱学校、乡村教师工资、住房、医疗待

遇，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中“教师平均工资不

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的规定; 职称评定方

面给予优先照顾; 教师编制名额适度向音、体、
美、信息技术等学科倾斜，增加缺员学科教师岗

位吸引力，吸引更多优秀的副科教师到西部薄弱

学校和农村地区从教。目前，西部地区各省市自

治区都至少有一所师范院校，要充分利用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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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校对当地教师培养的主力军作用，加大音

体美等专业教师、小学全科教师培养力度，逐步

探索初中教师多学科培养计划，提高教师教育教

学能力。
( 三) 加强校长专业化培养，提升学校现代化

管理水平

未来五年，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向

加强校长专业化培养，提升学校内部现代化管理

水平等微观层面深度推进。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对于西部地区

相对落后的义务教育而言尤其如此。中小学管

理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校长办学思想、管理理

念、领导能力的提升。完善校长选拔、任用制度，

加大校长和学校管理团队培训力度，提升其育人

理念和管理能力，将有利于打通育人“最后一公

里”，把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让每个孩

子都享有适合其个性发展的教育，实现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深层次目标; 加快西部地区校长职级制

探索和改革步伐，向东部试点地区学习成功经

验，促进校长专业化“治学”和学校治理现代化;

进一步完善和贯彻县域内校长交流轮岗制度，引

导优秀校长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合理流动，把更多

先进育人理念和管理方法传播到薄弱学校，促进

区域内校际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 “坚持科学

管理和民主管理，实行依法治校、以德治校。坚

持校务公开，建立完善校长负责、校务委员会民

主决策和教职工代表会、学生会、家长会参与决

策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17］

( 四) 构筑教育治理共同体，逐步提高育人

质量

为逐步追赶东中部地区教育发展步伐，西部

地区除狠抓学校办学条件外，还要摒弃落后的单

一化教育观念，落实教育发展新理念，重视学校、
家庭、社区教育治理共同体构建。家庭环境、朋

辈关系、邻里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社区网络，对

学生成长十分重要，也影响到义务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因此，义务教育发展不能偏废其一，应建

立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的有效联动，推动育人效

果向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张家港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走在全

国前列，开辟了探索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新路径，

调动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社区、家庭等多个

主体与学校“依伴”，化单一辐射为多点合作，形

成区域合力。［17］ 张家港经验值得西部地区“取

经”。逐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学校教育为

主向家庭和社会教育扩散，特别是义务教育的

“重灾区”，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

育更应引起重视。政府可以从政策层面加大家

校合作力度，建立家校共同体联盟，畅通沟通渠

道，向家长宣传先进育人理念，强化家长教育和

法律责任; 同时积极扶持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

一方面可以减少留守儿童比例，另一方面，从城

市回流农村的务工人员，往往具备更多正确的家

庭教育观念; 引导随迁儿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减少择校壁垒及户籍制度限制; 以村和社区为单

位，开展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促进亲子关系等

主题 活 动，加 大 媒 体 宣 传 力 度，营 造 良 好 社 会

氛围。
( 五) 发展教育信息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

《教育 信 息 化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 2011 ～ 2020
年) 》明确提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

合，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

享、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如何应用好“互联网 + 教育”发展思路，推动教育

信息化由设备设施等硬件的改善上升为教师和

学生教育信息素养等“软件”的养成，避免教育信

息化不均导致的“数字鸿沟”，成为西部地区今后

五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议题。
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最重要的主体，成为教

育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关键，2020 年

春季学期大规模网上教学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首先，要加大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教师计算机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贫困地区学校因缺乏吸引

青年教师任教的先天优势，教师队伍年龄偏大，

信息技术能力较弱; 搭建网络研修平台，畅通中

西部教师对话渠道。宁夏作为全国首个“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在此方面已走在西部地区前列，

值得其他省市自治区学习; 还要防止信息技术的

表面化和泛滥化，如仅仅简单机械地使用 ppt、投
影仪等多媒体设备或电子化设备教学的杂乱堆

砌，要求教师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坚持“以学生为

本”理念，用好用活信息化教学手段。其次，除加

强学生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应用能力培育外，还

要培养学生更为重要的信息意识、信息道德; 探

索学生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指标，把其纳入学生评

价之中，让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均衡义务教育资源

上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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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3th Five － year Plan to 14th Five － year Plan: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Moving
from Basic Balance to High － quality Balance

Lin Tianlun，Lü Qin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Abstract: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chiev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goal of
“letting every child enjoy fair and quality education”． The 14th five － year plan period has become a key five years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basic balance and connect it with the challenge of high － quality balance．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
gions，the task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more difficult．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period，the goal of basic balanced devel-
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has been achieved on the whole，an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bal-
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t county level，retention rate of nine －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adjust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chool layout，and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ural teachers． However，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compar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high － quality balance，and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the overall backward balanced develop-
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ounties，the large number of large classes and large schools，th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rural
teachers，and many loopholes in school manage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equity of
education，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enhance the modern management level of schools，build a community of educa-
tion，and develop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compulsory education;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the 14th five － 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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