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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基于小凉山彝族村的叙事研究

王代芬

玉溪师范学院，云南玉溪，653100；

摘要：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兴则乡村兴，教育强则乡村强，为促进乡村教育振兴，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采用叙事研究的方式再现普山学校教育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与事件，研究发现小凉山的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

辑是一个“人立他助”的渐进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坚持、努力与奋斗以及外部力量的支持和保障。通过研究试图

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微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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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实现，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
[1]:序 1

然正如费孝通

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2]:7

，需要通过“教

育兴农，复兴国家”
[1]:序 1

，于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并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乡村

振兴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优质的农村教育，有助

于促进社会合理分层和有序流动
[3]
，更有助于中国梦的

实现。

1 问题的提出：小凉山乡村教育振兴何能尔

乡村教育是“在乡村中办的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

育，还包括社会教育、民众教育”
[1]:3

，本研究指向学校

教育，即“在乡村地区学校开展的义务教育阶段有目的、

有组织地影响其身心发展为教育目标的教学实践活动”
[1]:4

。普山彝族村位于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后简称宁

蒗或小凉山，直接引用除外），其东南部山区与四川大

凉山相连，故又称之为“云南小凉山”
[5]:1

。“宁蒗社会

发展背景特殊，是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

“一步跨千年”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
[6]
。解放初期，宁蒗是一个全国闻名的集“山、少、偏、

穷、特”为一体的深度贫困县”
[6]
，亟待发展，但路在

何方？“2020 年 11 月 13 日云南省政府批准宁蒗县退出

贫困县，全县 18826 户 82464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困扰宁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

决”
[6]
。区区60余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这样的历史发展

奇迹，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变化与腾飞？在他们看来，

唯教育尔。但宁蒗县的教育事业及其落后,只有少数巫

师熟悉文字
[5]:96

。甚至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全县只

有 10 来所小学校，学生仅限于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富

家子弟。识文断字者不到总人口的 4%......找不到一个

劳动者出身的识字人”
[7]:1

。那么“一个现代教育起步于

1956年的国家级贫困县，地处偏远高寒山区，交通闭塞，

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祖祖辈辈在“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温饱苦苦奋斗多年，仍走不出

贫困轮回的阴影”
[8]:序 1

的小凉山是如何探索并确定了教

育这条走向文明富裕的道路，又是如何发展和兴盛的？

文章试图通过研究普山学校教育发展，进而窥见整个小

凉山的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为当下“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提供微薄参考。

2 叙事：普山办学历程

普山学校70余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事物是鲜活，

相互之间的交织形成了一个个的精彩的故事，只有通过

叙事才能将这些故事绘声绘色地叙述出来。而只有在个

案叙事的基础上才能在分析时超越了个案本身，将其与

时代背景、社会变迁、族群与地域文化相联系。普山彝

族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村里全部为彝族，解放前全

村仅有 9户人家，分别归属依火（汉姓李）、加三（汉

姓杨）两个家族，办学之路之路并不顺利，基本可归纳

为四个时期。

2.1 萌芽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普山没有学校，也没有现代意义上

的知识分子。1961年，普山出了第一批接受教育的学生，

年仅5岁的李*华和 9岁的杨*国，他们到另外一个村的

一个老爷爷（仅有小学文凭）家里学习，每天早上起来

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其不是私塾性质的，而是邻近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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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就这么一个“文化人”，为了更好地与外面的“世

界”建立联系，所以几个村商议给这个老人一点公分（公

社运动时期），让其负责教育几个村愿意去学习的孩子，

由公社出资，学习仅局限于简单的语、数知识。教学属

于“半工半学”性质，早上学习文化知识，下午上山砍

柴交给公社抵扣公分。他们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完成小学

教育，考上并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但没能继续上高

中，因为“文革”运动已经在全县展开
[15]:83

。“文革”

时期，整个社会不平等的主轴是政治不平等
[16]
，“地主”

家庭出身的二人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逆境催人早熟，

年纪尚小他们却已经深谙世界之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

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命运，故时常鼓励比自己小的孩

子和下一辈继续学习，要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虽彼时

的普山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没有书本等学习资料，经

济条件落后，且还是批斗的重点对象，但他们并没有被

这些困难吓倒，在忙碌之余，自愿无条件带领村里愿意

学习的人进行学习，在家里或野外，以树枝、木棍等为

笔，以泥土、沙子为黑板，学习简单的语、数知识。

2.2 初建时期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大力普及

教育，扫除文盲”。扫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普山

的青壮年文盲，学得好的人能在大队上（公社）获得一

定的职位，这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主动

让孩子跟着二人学习。1974年，学过驾驶技术的李*华

成为了政府的专职司机，他将工资给“学生们”买了学

习资料、笔、本，还去完小借教材来抄，每次回来都会

检查学习情况，想尽办法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村子

里也把一个废弃的房子给“学生们”作为学习的场所，

房子十分破旧，遮风挡雨尚且困难。但就是在这样恶劣、

艰苦的环境中，这个特殊的学校“办”起来了，其还诞

生了后来普山小学重要的两位教师。

2.3 发展时期

1977 年，普山的孩子终于能够“正常”上学了。而

由于有了前期的学习积淀，有几个孩子直接进入完小三

年级接受正规教育。1978 年，李*华经村民推荐成为了

村（行政村）支书，杨*国成为了普山自然村村长，这

使得他们“教育为重”的理念进一步得以践行。1979

年《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

题的决定》出台，普山部分成分问题较大的孩子也获得

了入学机会，所以当时学校里学生的年龄在 5-14岁间。

李*华在普山村民会议上动员大家协调出一间条件相对

较好的房子作为学校，取名普山小学，招收 1-3 年级学

生，但师资十分棘手，只能进行“复式教学”，甚至一

个老师（多半是小学毕业或者初中辍学回家的“小老师”）

承担了全科教学任务，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师一校”。

完小的师资也十分有限，仅限于偶尔来支教，或者让普

山的老师抽空到完小学习。这个状况持续到 1984 年有

个改善，第一批读出去的两个肄业高中生成为了普山小

学固定的代课老师。学校、师资的问题解决了，但学杂

费也是一个难题。有孩子在求学的家庭，在村子里的小

学前三年年相对还好一些，但三年级和初高中之后，就

显得捉襟见肘了。村里没有支撑产业，靠天吃饭的年代

养家糊口都困难，更别提上学了，女孩子就更不用想了。

面对这样的问题，李*华和杨*国一是定期组织村集体大

会，大家在一起谈论各家孩子。由此，“比孩子”成了

村里的一大“流行趋势”，孩子书读得好的家人走出去

都倍有面子。高中肄业的两位老师更是村里孩子膜拜的

对象，也是长辈教育孩子的标杆。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

家庭内部也开始“攀比”起来，如李*华家里成绩较好

的孩子通常是有优待，比如可以做较轻松或者较少的农

活，或逢年过节可以获得一件新衣或一双新鞋等。二是

每个学期大学或高中开学前，每个家族都会召开家族会

议，大家有钱出钱（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有力

出力（孩子外出读书了，家里缺乏劳动力的就帮忙干些

活计）。三是带着点强制性的筹钱活动，有供养大学、

高中或供养多子女读书的家庭，可将家里饲养的猪或者

其他牲畜杀了卖个村里面的人，每家根据人口和经济情

况必须一定额度。这样的举措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或

者怨言，许是村里就两个有姻亲关系且比较团结家族，

许是组织者的威望让大家信服，也或许是彝家人独有的

淳朴义气，大家都愿意出一份力。所以那个时候出一个

高中/大学生基本上是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举力而为的

结果，但不管如何，普山的教育发展起来了，虽然磕磕

绊绊，但未来似乎一片光明。虽然女孩子上学的数量依

然偏少，但至也有了零的突破。

2.4 成熟时期

20 世纪 90年代之后，宁蒗的教育在国家和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迈上了新台阶，普山的学校教育也随之迎来

了发展的春天。两名代课教师由于教育业绩成绩突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5%9C%B0%E4%B8%BB%E3%80%81%E5%AF%8C%E5%86%9C%E5%88%86%E5%AD%90%E6%91%98%E5%B8%BD%E9%97%AE%E9%A2%98%E5%92%8C%E5%9C%B0%E3%80%81%E5%AF%8C%E5%AD%90%E5%A5%B3%E6%88%90%E5%88%86%E9%97%AE%E9%A2%98%E7%9A%84%E5%86%B3%E5%AE%9A/225994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5%9C%B0%E4%B8%BB%E3%80%81%E5%AF%8C%E5%86%9C%E5%88%86%E5%AD%90%E6%91%98%E5%B8%BD%E9%97%AE%E9%A2%98%E5%92%8C%E5%9C%B0%E3%80%81%E5%AF%8C%E5%AD%90%E5%A5%B3%E6%88%90%E5%88%86%E9%97%AE%E9%A2%98%E7%9A%84%E5%86%B3%E5%AE%9A/225994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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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多次教师进修和学历提升机会，且在履职考核中

连续几年获得优秀教师称号，转为了正式编制教师。这

在村里又成了一件轰动的大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教育

让身边的人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粮”，这

让他们更加坚定“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且在上级部门

的支持下，普山小学开始修建新校舍，配齐了基本科目

的师资，不用三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起进行复式教学，

每个年级都有了独立的教室，还有了操场和一些户外体

育设施，教学设备与资源逐渐齐备起来。1998 年普山通

电了，这让学校的教室更加明亮，普山孩子心中的光也

更加明亮。2000 年之后，村里培养出来了第一批大学生，

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初高中肄业的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找

到了出路。尤其是李*华家的两个女儿通过教育找到了

不错的工作，并扶持弟弟妹妹上学，这使得普山村民发

现女孩子并非“生来向外”，也可以撑起一片天，从此

更多的女孩子拥有了入学的机会。周边村落看到普山的

成功，也开始纷纷效仿起来。同时，普山老旧的房子也

在不断推翻重建，孩子的学杂费已经不是太难的问题，

只要孩子愿意学，家长就有能力供养，整个普山充满了

欢声笑语，一片欣欣向荣。2010 年普山小学进行了撤点

并校，归到了政村完小。截止到 2010 年，普山学校教

育中有30人通过接受教育走出了大山，其中本科28人，

研究生 2人（硕博士各 1人）。2015年县级教育大会在

行政村完小开设，普山的教育经验被屡屡提及，尤其是

李*华坚持让女子接受教育的行为受到了嘉奖。虽然普

山小学已经不存在，但其成为了教育成功的“范例村”。

虽然进行了并校，学校距离普山有一定距离，但是普山

人愿意克服种种困难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改变命运”

的信念根植与他们的心中，普山的精神还在延续。

3 人立他助：小凉山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

综上，在普山办学的整个过程中有两股主要的力量：

一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普山教育振兴的内在动

力；二是他助，即普山外部力量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了普山教育的发展。而整个小凉山教育的实践

逻辑亦如是，尽管当时的宁蒗尚有 16 万余人尚未解决

温饱，但他们甘愿放弃眼前的物质需求，用暂时的牺牲

和赤诚的付出去奠定民族教育坚实的基石，这需要的不

仅是勇气，更需要的是大山一样的磅礴胆识，这就是小

凉山精神
[8]:306

。

3.1 转变观念，致力教育优先

一是上行下效，干群一体。在认识到贫穷的根子在

于人才缺乏、人的素质低，要脱贫必须先提高劳动者素

质，优先发展教育之后，宁蒗故制定了“积极办好基础

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狠抓成人教育”和“治穷先

治愚，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的方针，还开展专

题研究教育工作
[8]:234

，逐步改变干部和群众的陈旧观念，

从“国家的学校”变成了“自己的学校”，从“要我读

书”变成了“我要读书”
[8]:253

，从“要我办学”向“我

要办学”转变。
[7]:189-19

二是宣讲政策，依法治教。从 1985

年起，每年 8月都开展教育宣传月活动，尤其是女童入

学问题。甚至把义务教育有关的内容写进乡、村规民约，

使教育优先，依法办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同时制定并

严格执行“三包三保”
[8]:235

的制度。三是国家支持，外

部保障。宁蒗是国务院确定扶持的特困县
[8]:233

，因此国

家、政府教育方面也出台了诸多政策倾斜以扶持。如加

大财政对地方教育资金投入；对教师发放边远贫困地区

津贴；对学生降低录取分数线、奖助学金帮扶、提供勤

工助学岗位等。这些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村民

接受教育的热情。

3.2 尊师重培，建设教师队伍

经济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

育，教育质量靠教师。
[8]:234

随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立，

教师经济待遇的改善，教师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也有

了很大地提提高，尊师重教在宁蒗逐渐形成风气。一是

尊师如舅，提教师地位。把最高礼节献给教师，称人民

教师为到舅
[7]:182

，开展教师座谈会，教育宣传月也大力

宜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各级领导对教师

也是尊敬且关怀备至，实实在在为教师办实事，帮助解

决教师的诉求与难题。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了质的提升，

党对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积极关心培养，吸

收他们入党
[7]:182

。二是提薪加资，提教师热情。教师的

薪资待遇无疑会影响到教师对工作的积极性。宁蒗表示

“从来不差教育钱，从没拖欠过教师工资”
[7]:184

。此外，

为引进和留住教师，宁蒗曾以工资浮动两级、家属农转

非等优厚条件招聘教师
[8]:292

，对海安支援教师和家属也

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
[7]:257

。除工资外，宁蒗县委、政府

设置教育重奖，用来奖励优秀教职工、远山区教学教师，

甚至可转为公办教师。三是提质增效，重评强教。“没

有好教师，教不出好学生”，所以宁蒗狠抓教师素质的

提升。首先引进优秀师资。群体引进沿海发达地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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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人员，创办宁海中学
[8]:306

，努力“办好民族中学，

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
[7]:177

，增设初中女子部，

打破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少数民族教师逐年增加。其

次是提升本地教师素质。通过开设师资培训班、进修学

校、择优推荐或是自学考试到高校（或函授）提升学历，

还“组织教师参加外地的讲习会、研讨会”
[7]:178

。如此

教师文化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得到了

质的飞跃。最后是规范考核评价。对教师进行相对科学

化、制度化的考核，且考核指标完成度逐渐与津贴、奖

金的发放和评优晋级挂钩，逐步走上“政治思想，业务

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全面考核的轨道。通过培

训考核，有效提升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激发教师献

身教育事业的热情，更好提升教育质量。

3.3 筹措经费，支持教育发展

宁蒗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明确职责，“把入

学率、巩固率和办学条件列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县

政府明确提出用“三个一点”
[8]:303

筹措经费，掀起了集

资办学的热潮。一是财政拨款，彰显国家力量。90年代

后宁蒗县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占全县财政指出30%左右

浮动，表示：“再困难也要挤出钱来保证改善办学条件、

师资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教育奖励基金这四块。”
[7]:184

二是内部集资，汇聚民众力量。坚持“人民教育人

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走上级资助与众支持办学的路。

通过集资办学，改善了部分办学条件。且在“教育必须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念的

指导下，开展了“勤工俭学”
[7]:191-192

，这不仅减轻了家

长经济负担，改善了办学条件，也对学生劳动观点的培

养和劳动技能的训练起了很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勤工俭学让大部分学生圆了“读书梦”。三是外部筹措，

借助社会力量。因办学成绩显著，宁蒗赢得了世行贷款、

希望工程捐资、公司企业、妇联等社会力量的支持，这

些资金促使宁蒗办学条件有明显改善，投资效益明显提

高
[7]:193

。

3.4 变革创新，提升教育质量

一是因地制宜，实行特殊措施。首先划出特困村，

实行教育优惠政策。如学生免学杂费和课本费提供、有

寄宿生活补助、女子中高考加分等，教师有生活费补助。

其次是重点和一般结合，分层次举办各类学校。设立职

业、中小学、幼儿园重点学校，面向全县择优招生，师

资和设备重点配备，为优秀孩子创造一个相对优越的学

习环境。最后是群体引进沿海发达地区的教学管理人员

和教学方法办学。学校开办以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8]:306

。二是因生施策，开展教学变

革。宁蒗积极进行教育教学变革，根据山区孩子的特点，

探索适宜的教育教学方法。如提出了社会、家庭、学校

“三结合”设想，积极改善社会大气候，学校家庭小气

候，优化教育环境
[8]:30

；出台了“优生带差生，领导帮

差生，备课备差生，辅导点差生，上课抓差生”
[8]:310

的

措施；推出了“两功一法”“三风建设”等举措。三是

因校改制，重视教育管理。重大改革举措是教育试行分

级管理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三制”改革
[8]:272

，为深

入推行“三制”改革，还采取设立教育奖励基金、教育

重奖等配套措施。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从而拉开了教

育管理从无序化走向有序化的序幕，教育教学质量有了

明显提高。

3.5 无私奉献，倾注教育情怀

宁蒗县有一支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有

一批懂教育、会管理的干部，他们爱岗敬业，以红烛和

春蚕的精神，默默地在小凉山上、金沙江边、泸沽湖畔

奉献着智慧和爱心。他们也许没有显赫的功名，但他们

是小凉山文明丰碑上不可或缺的基石
[8]:序 2

。一是敢说能

干的领导。他们有的践行“教育为立国之本”，艰难办

学
[7]:226

；有的“志在凉山脱愚昧，誓谱教育新篇章”
[8]:19

，

大胆任用教师；有的不断改革创新，促教育稳步提升；

有的带头示范，尊师重教。二是吃苦耐劳的教师。他们

扎根边疆，奋力躬耕
[8]:46-51

，重视德育教育
[8]:40-41

，探索

出适合于少数民族学生的“一讲二练三写四结合”的“四

步语文教学法”
[8]:37

，关注女童教育、摸索出“以童话

故事开展英语教学活动，以课本内容为中心开展语法分

析讨论，以大纲为中心设计练习题，以综合复习训练完

善对课本知识的把握”的教学法
[8]:64-68

，制定了“两联一

办、家访和献“四心”工作制度
[8]:52-56

，实施“五个必谈”
[8]:57-63

。他们为宁蒗民族教育事业捧出一颗赤诚之心，是

小凉山民族教育视野的拓荒者，是他们无私奉献为宁蒗

教育的腾飞不断丰满羽翼。三是淳朴无私的乡民。对教

育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激起了广大乡村干部群众

集资办学的积极性，出现了很多动人事迹。有身背 3万

元集资款到县上请求列项改造行政村完小村舍的集资

者代表，有自筹资金盖教学楼，有主动捐资建球场。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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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投工献料，群众宁愿自己苦一点也要集资办教育
[7]:190

。

4 结语

“人力他助”是小凉山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

如果离开了国家和兄弟地区的扶持和帮助，要尽快改变

贫穷落后面貌是很困难的，但更重要的自力更生这个长

期因素，在吸收和借鉴先进地区的教育管理经验基础上

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经过 70 余年的努力奋斗，宁蒗

教育事业日新月异，成绩卓著，创造了小凉山社会发展

史上的奇迹。重教兴教依法治教、尊师重教已蔚然成风
[8]:序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小凉山的乡村教

育振兴已然在握，而未来继续在教育振兴乡村的路上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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