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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法

开辟农村教育研究的新领域

评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
域差异:2 4县调查”

钱民辉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

加快 , 农村生产的科技含量增加 , 生产形式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形式

也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滞留 , 外出务工和社会流动成为农村社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必要

途径。但是 ,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仅受过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在农村的普及率极低。由于

农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 , 缺乏专业技能培训 , 导致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

作。进城农民正是缺乏一定的教育程度和技能 , 所以很难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 , 为了谋生

, 便采取不当的生存方式 , 结果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违法犯罪。在对城市社会问题的

综合治理中 , 有一种倾向是从源头抓起 , 教育是有力的措施之一 。农村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

也关乎到城市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 特别是中国加快推行城市化政策以来 , 农村教育的作用也

就显得愈加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 , 我们应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农村教育体系 , 这个问题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 , 但是 , 二十多年过去了 , 我们并没有看到农村教育

改变了多少 , 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普通式的教育模式 , 这种教育模式依

然是淘汰着大多数人 , 职业技术教育也没有提供给人们必需的谋生技能和工作 , 所以教育为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大。可以说 , 农村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但是 ,

农村的教育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 大多是二手资料对农村教育进行分

析和研究 ,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改革策略 , 其不适用性是可想而知了 , 现在

所缺乏的是一种到实地“解剖麻雀”的精神 , 教育改革的策略不应当建立在各层级统计局提

供的数据上 , 而应当做调查研究。

最近 , 看到福建教育出版社于 1 9 9 9年出版的一本书 , 名叫《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

域差异:2 4县调查》 , 读完这本书后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是一本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

学者和加拿大有关学者对中国农村地区教育作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报告 , 这本书不同于

以往任何一本研究农村教育的书。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中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 , 以实证研究为主 , 强调第一手资料

, 以案例研究为附 , 佐证和说明研究主题。该项目选择方法科学 , 分析模型独特 , 特别是在

县一级的选样中 , 合理地选择样本使样本具有可研究性 , 如根据教育发展的程度和速度 , 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县。在处理个案和数据时兼采别样。这些方法和技术手段都是以往教育学者



所欠缺的 , 因此也引起教育学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同时本书更多地提供了使教育学者

学会进入 “四野”工作的方法和技术 , 并使其认识到这种工作的重要性。

在研究对象上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 , 集中研究从村、乡到县城的学校教育体系和成人

教育体系 , 从两个层次上分析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一个是地区 、种族和性别的教育发

展和差异;另一个层次是看影响地区、种族和性别教育发展的变量是什么 , 这些变量大致确

定为历史的 、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地域的等等。这种研究定位和宽泛的研究取向是教

育学者所没有的 , 因此也为教育学者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综合分析的思路。

在研究内容上 , 对选定的省、县地区进行了静态社会结构研究和动态社会变迁研究 , 集

中考察了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所选区域教育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的研究

不是孤立地进行 , 而是放在了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 , 作比较。这种极具社

会学性格的教育研究 , 可以使我们跳出教育看教育 , 从而能准确地抓住问题以及问题构成的

原因 ,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 , 用以指导实践。以往教育学的研究常常偏重于理论 , 很

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 , 以至于出现了教育理论家的理论与教

育实践者的理论两种无法对话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的教育研究使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 无疑对教育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种范式。

在西方 , 社会学与教育学的结合 , 形成了教育社会学这一学科。从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

看 , 有教育学者采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规范的、验证的和有效的研究;也有社会学者对

教育问题感兴趣 , 将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 , 追求教育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严密性。正是他

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内容 , 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教育社会学引

进到中国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 当时由陶孟和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此课 , 但是大陆教

育社会学的真正建立与发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大多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是

教育学背景 , 很少有社会学家参与。近来 , 在科教兴国、以德治国的国策推动下 , 许多社会

学家开始注重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 社会学家对教育研究的兴趣和参与增加了。许多社会

学刊物上能够经常看到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 , 但基本上都是小范围的和个案式的调研报告。

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育学院的龙山教授共同主持的大型项

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 4县调查》 , 在国内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研究质量上都

属于上乘之作 , 更为重要的是为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社会学的研究典范 , 开辟了教育

社会学研究的新风气。愿从事教育研究的同事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亦能认真读读此书

, 相信定会受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