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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农村教育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体系和内生动力源，面临功能重构与路径

创新的双重历史使命。本文基于系统论视角，从人才培育、文化传承、智力服务、生态培育四个维度构建农村教育功

能定位框架，深度剖析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的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培养目标与乡村需求错配、治理效能滞后等深层矛

盾。研究提出以需求为导向的 " 分层分类 " 人才培养体系、教育资源 " 精准供给 - 数字赋能 " 双轮驱动机制、" 校地协

同 - 多元共治 " 治理模式创新、乡土文化 " 活态传承 - 创新转化 " 教育路径等改革策略，并通过陕西典型县域案例验

证策略的实践价值。研究表明，农村教育改革需突破传统城市化发展范式，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的现代农村

教育体系，为实现 " 教育兴村 " 提供理论支撑与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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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ural education 

serves as the core supporting system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Facing the 

dual historical mission of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path innovation.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s theory.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framework of rural education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talent cultiv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ellectual services, and ecological 

cultivation.A deep analysis of th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existing in current rural education, such 

as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mismatch between training goals and rural 

demands, and the lagg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The research proposes reform strategies such as a 

demand-oriented "stratified and classifi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a dual-wheel drive mechanism 

of "precise supply - digital empowermen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 innov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university-local collaboration -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and an educational path of 

"dynamic inheritance -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ulture,And verify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strategy through typical county-level cases in Shaanxi Province.Studies show that,The reform of rural 

education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Build a modern 

rur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resonates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ction plans for achieving "village revitalization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ducation reform; functional position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education governance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 工作的总目标，《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进一步确立

了 “教育优先发展” 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和乡村振兴的核心赋能机制，农村教育承担着培养新型农业

人才、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多重使命。然而，当前农村教育仍面临深层体制机制障碍：培养体系与乡村产业升级需求

存在 “人才断层”，资源配置与振兴任务要求存在 “供需错位”，治理模式与改革创新需求存在 “效能瓶颈”。在城乡发展格局深刻调整

的关键期，重新锚定农村教育的功能坐标，探索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教育现代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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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重构

（一）人才培育：构建 “三位一体” 的乡村人力资本开发

体系

针对传统农村教育 “离农化” 倾向，构建服务乡村振兴的立

体化人才培养架构：

基础教育层：以培养 “有乡土认同的现代公民” 为目标，将

《乡村振兴通识教育》纳入必修课程体系，通过 “乡村调研”“ 农

事体验”等实践教学，强化青少年对乡村发展的价值认同。贵州

省黔东南州试点” 苗绣进课堂 “ 项目，使民族地区学生文化归属

感提升 37%（王鉴，2022）。

职业教育层：建立 “产业需求导向” 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在 160 个乡村振兴重点县试点 “一县一产业学院” 建设，如陕西

洛川县依托苹果产业集群开设 “智慧农业专业群”，实现专业设

置与产业链条的精准对接。

成人教育层：实施 “新型职业农民梯度培育计划”，构建 “初

级技能培训（50 学时）- 中级经营管理（200 学时）- 高级创业

孵化（500 学时）” 的分层培养体系，2023 年中央财政投入 25 

亿元支持此类培训（教育部，2024）。

（二）文化传承：创建乡土文化的教育性再生产机制

立足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构建 “课程载体 - 实践平台 - 数字

赋能” 三位一体传承体系：

课程体系本土化建构：制定《农村学校乡土文化课程建设指

引》，要求乡土课程占比不低于总课时的 15%，涵盖地域民俗、

传统技艺、农耕文明等内容。陕西榆林市开发《黄土高原生态与

文化》系列校本教材，实现 117 所农村学校全覆盖。

实践教学场景化设计：建立 “非遗传承人驻校工作室”“农

耕文化体验园”等实践平台，贵州省开展“侗族大歌传承班”项

目，使非遗项目进校园覆盖率达 85%，传承人年轻化比例提升 

40%（文化和旅游部，2023）。

数字技术创新性应用：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 “乡村文化数字

资产库”，通过 VR 技术还原传统节庆场景，开发 “云上庙会”“虚

拟农作 ”等互动课程，实现文化传承的沉浸式体验。

（三）智力服务：打造 “教育 - 科技 - 产业” 融合发展共

同体

发挥教育的知识溢出效应，构建三螺旋融合服务模式：

高校科研赋能：实施 “百校联百县” 行动，全国 120 所高校

与 200 个县域共建乡村振兴研究院，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

建立 37 个 “专家小院”，累计转化农业科技成果 560 项，创造

经济效益超 80 亿元（《中国教育报》，2024）。

职校产教融合：推行 “引企入校、送教入企” 双元培养模式，

山东潍坊市组建 “智慧农业产业联盟”，开发《设施农业物联网

应用》等 12 门新型课程，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达 89%。

基础教育科普渗透：建立 “乡村少年科学院”，开展 “小实

验田”“农技小课堂”等活动，2023 年全国农村中小学科普活动

覆盖率提升至 72%，学生科学素养达标率提高 21 个百分点（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2024）。

（四）生态培育：建立绿色发展理念的教育传导机制

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农村教育全过程，构建 “认知 - 实践 - 

价值” 三维培育体系：

课程内容生态化改造：在理科课程中增加 “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模块，在德育课程中强化“两山理论 ”教

育，浙江安吉县编写《竹林碳汇计算》校本教材，覆盖全县 90% 

的农村学校。

校园生态实践平台建设：开展“绿色校园创建行动”，建立 “校

园垃圾分类示范站”“微型沼气池实验室”，组织学生参与“ 美丽

村庄规划” 实践，培养生态环保行为习惯。

传统生态智慧挖掘传承：整理 “轮作休耕”“间作套种”等

传统农耕技术的生态原理，通过“老农人讲堂”“传统农法工作坊” 

等形式，实现生态文化的代际传递。

二、农村教育改革的现实困境与深层矛盾

（一）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失衡制约发展基础

师资队伍结构性短缺：2023 年全国乡村教师中，本科以下

学历占比仍达 31.3%，音体美、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缺口达 28.7 

万人；50 岁以上教师占比 45.2%，年轻教师流失率年均达 18%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24》）。

硬件设施数字化鸿沟：中西部农村学校 5G  网络覆盖率仅 

38.6%，智慧教学设备配备率不足 50%，优质数字资源应用率仅 

62.3%，远低于城市学校（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24）。

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缺失：县级财政教育支出中，用于农村教

育的比例平均为 65.2%，但社会资本投入占比不足 15%，多元化

投入格局尚未形成（财政部，2023）。

（二）培养体系的功能性错配导致效能低下

基础教育目标城市化倾向：农村中小学课程内容与城市学校

同质化率达 85%，乡土文化课程开设率仅 52.7%，导致学生 “升

学离农” 与 “留乡无技” 的双重困境（刘善槐，2024）。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滞后性：全国仅 28.6% 的中职学校开设 

“农村电商”“休闲农业”等新兴专业，专业调整周期平均为 3.2 

年，远高于产业迭代速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 2024》）。

成人教育实效性不足：培训内容理论化倾向严重，实操课程

占比仅 45%，学员满意度 63.8%，复训率高达 48%，反映培训内

容与生产实际存在脱节（农业农村部，2023）。

（三）治理体系的制度性障碍影响改革效能

部门协同机制碎片化：教育、农业、文旅等部门乡村教育项

目存在重复建设，2023 年某省同类项目资金整合率仅 27.3%，政

策协同效应未有效发挥（李瑾瑜，2024）。

学校办学自主权受限：89.6% 的农村学校课程方案由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统一制定，在教师招聘、资源配置等方面缺乏自主

性，抑制办学活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4）。

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乡贤、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的制

度化渠道不足，全国仅 15.2% 的乡镇建立教育议事会，社会资本

投入教育的规模效应尚未显现。

三、乡村振兴导向的农村教育改革实施路径

（一）构建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新体系

1. 基础教育：实施 “乡土化 + 适应性” 课程改革

建立国家统筹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明确乡土

教育内容占比，推行 “必修课程 + 拓展模块 + 实践学分” 的课

程结构。江苏省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累计输送师范生 1.2 

万名，履约率达 98.7%，有效缓解师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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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教育：打造 “产业学院 + 实训基地” 双元载体

支持每个农业县建设 1-2 个特色产业学院，推行 “招生即招

工、入校即入厂” 培养模式，开发《农产品直播运营实务》《智

慧农机维护技术》等活页式教材 2.8 万种，实现 “课堂 - 车间 - 

田间” 的深度融合。

3. 成人教育：创新 “场景化 + 智能化” 培训模式

建设 “田间学校”“云端课堂 ” 等新型教学点，利用 AI 技术

开发病虫害诊断、养殖环境智能调控等模拟课程，2024 年计划实现

农村成人培训数字化资源覆盖率 100%，实训教学占比提升至 70%。

（二）推进教育资源的精准配置与数字赋能

1. 实施 “强师兴农” 专项计划

建立农村教师岗位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乡镇工作补贴较 2020 

年标准提高 30%，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15 万套；实施 “银龄

教师计划 2.0”，预计 2025 年前招募退休教师 5 万名支援农村教

育（教育部教师工作司，2024）。

2. 构建 “5G + 教育” 乡村赋能体系

启动 “农村学校数字基建攻坚工程”，2025 年底前实现 5G 网络、

智慧黑板、教学终端设备全覆盖；建设 “乡村教育资源云平台”，汇

聚 10 万节以上本土化数字课程，支持离线下载与智能推送。

3. 完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设立中央财政 “乡村振兴教育专项基金”，年度规模不低于 

200 亿元，重点支持师资培训、设施建设、课程开发；修订《教

育捐赠法》，对企业捐赠农村教育给予 120% 的税费抵扣，激发

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

（三）创新校地融合的治理模式

1. 建立 “乡村振兴教育共同体” 治理架构

由县级政府牵头成立教育治理委员会，吸纳企业、合作社、

乡贤等多元主体，制定《县域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建

立 “需求征集 - 项目设计 - 成效评估” 的闭环管理机制。中国

农业大学与甘肃临洮县共建的 “乡村振兴共同体”，带动县域 

GDP 增长 25%，成为校地合作典范。

2. 扩大农村学校办学自主权

实施“乡村学校特色发展试点计划”，允许试点学校自主设

置 10%-15% 的校本课程，自主招聘 20% 的专业教师，自主支配 

30% 的生均经费，培育 1000 所 “乡村名校”。

3. 激活乡土社会教育参与活力

建立“乡贤教育理事会” 制度，吸纳返乡企业家、退休干部

等担任理事，2024 年目标实现乡镇全覆盖；推行“家长农技师”

制度，邀请有技术专长的农民参与实践课程教学，构建“本土人

才 + 专业教师”的双师结构。

四、实践案例：陕西某县 “教育赋能乡村振兴” 的
创新探索

（一）案例背景与改革动因

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该县面临劳动力外流（62% 青壮

年外出务工）、产业结构单一（苹果种植占农业产值 75%）、文

化传承断层（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 63 岁）等挑战，教育供给与乡

村振兴需求存在显著错配。

（二）改革实施路径与创新举措

1. 产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升级

与陕果集团共建“苹果产业学院”，开设果树智能栽培、果

品深加工、电商直播等专业，实施“2+1” 培养模式（2 年校内学

习 + 1 年企业实训），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从 35% 提升至 89%，人

均年薪达 5.8 万元。

2. 数字赋能的教育均衡工程

引入华为公司技术支持，建设“5G 智慧教育云平台”，实现

与西安名校 “同步课堂”“双师教研”，农村学校优质课程覆盖

率从 28% 提升至 98%，中考成绩优秀率提高 32 个百分点。

3. 文化根脉的教育传承计划

编写《黄土窑洞营造技艺》《陕北民歌传唱》等校本教材，建

立 12 个非遗传承工作坊，学生参与的剪纸作品获全国美育展演金

奖，带动乡村文化旅游收入年增 45%。

4. 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创新

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 “教育振兴委员会”，吸纳 15 家企业、

20 名乡贤参与，累计募集社会资金 1.5 亿元，建成 8 个产业实训

基地和 5 个数字教室。

（三）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

经过三年改革，该县职业教育本地贡献率提升 60%，农村教

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 82%，乡土文化课程开课率 100%，形成

可复制的 “需求导向 - 技术赋能 - 多元协同” 改革模式。核心

经验包括：建立产业需求动态响应机制，构建校地深度融合的治

理共同体，发挥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赋能作用。

五、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育改革的理论分析框

架，揭示了三大核心逻辑：

1. 功能重构逻辑：农村教育需从传统的 “人力输出” 转向 “人

才培育 + 文化传承 + 智力服务 + 生态培育” 的多元功能体系；

2. 问题导向逻辑：针对资源配置、培养体系、治理机制的三

重困境，提出分层分类培养、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共治的解

决方案；

3. 实践创新逻辑：通过典型案例验证，证明教育改革与产业

升级、文化传承、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能够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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