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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教育工作主要表现为义务教育,其是由国家给适龄少儿享有基本教育权的教育阶段。然而

由于诸多原因的制约,使得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基础教育不平衡问题、缺少优秀的教育资源、教

育思维落后、成绩偏差以及师资不雄厚等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结合实际状况,有效构建基础教育帮扶

机制,确保基础教育帮扶工作的有效实施,从而最大化的达到教育均衡及公平。 

[关键词] 基础教育；现状；问题；帮扶；形式；问题；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Assistance Mechanism 
Hongxuan Song 

[Abstract]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work is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ch is a stage of 

education in which the state grants basic education rights to eligible children. However, due to various 

constraint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basic education, such as imbalanced basic education, lack of excell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backward educational thinking, deviation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insufficient 

teaching staff.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struct a basic 

education assistance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assistance work, in 

order to maximize education balance and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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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帮扶工作的有效开展,是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公平

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是

实现优秀教育资源共享的主要措施。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

开放的成功实践,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其中农村基

础教育也得到持续进步。但是基于国情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基础

教育相对城市仍然落后太多(比如在教育硬件方面的教学设备

与器材确认,教育软件方面的教学思维、理念、技术、管理、评

价等方面的落后)。近年来,国家增加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制定了诸多的帮扶政策,提升了农村基础教育老师的待遇,购买

了诸多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提升了国家整个基础教育的教学

水平。 

1 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由于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不同,基础教育还是出

现很多不均衡现象,相对于城市基础教育而言,农村基础教育存

在起点、过程与结果等方面的不均衡现状。具体表现在： 

1.1起点方面的不均衡现状 

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全民皆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很多

外来务工从业人员、经济落后地区与农村留守的儿童少年等其

教育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实现,所以在基础教育的起点方面,现阶

段仍然存在不均衡现象；比如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由于存在城

市与农村的差别(经济、户籍等方面),尤其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制度,使得很多外来农村务工从业人员的孩子没有资格享有就

近入学资格,只能成为留守儿童,也就无法享受城市教育资源。 

1.2教育过程方面的不均衡现状 

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区域位置不同,使得

资源投入也不尽相同。其中农村地区的经济与区域位置相对而

言,不论是教学条件、教学资源的投入,还是信息获取,都比较落

后,这也导致基础教育过程中出现不均衡现象。比如由于城市与

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别问题,使得教育经费、教育资源(例如家庭、

社会资本等)投入会出现巨大的差异,严重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

师资待遇、教学条件等,使得城乡教育效果也会发生很大差距。 

1.3教育结果方面的不均衡现状 

由于上述的不均衡现象,其结果也存在差异。比如城市基础

教育阶段,由于老师、父母能够接收到先进教育理念及周边环境

的影响,城市的儿童大多数都能够得到“德智体美劳”的全方位

发展；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阶段,由于经济、资讯、理念等方

面的制约,使得农村地区的儿童大多只能注重书本知识学习,而

涉及素质教育(书法、音乐、美术、体育等)等方面的知识相对

较少。 

2 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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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础教育不平衡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进步,

使得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硬件得到有效改进(包括教学楼、教学

设备、体育器材等),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都可以获得教育

权利。但是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师资配置等方面区别比较

大,使得城乡基础教育存在不平衡问题。 

2.2缺少优秀的教育资源 

农村基础教育普遍缺少优秀的教育资源,通常发现农村优

秀的教育资源都会被市县级学校挖走(比如优秀学生、名师、名

校长等),导致农村基础教育很难获得优秀的教育资源。此外还

没有名校帮扶、名师与名校长培养等,使得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缺

少优秀的教育资源。 

2.3教育思维落后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得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生

源日渐变少,并且诸多从事相关教育工作的从业人员,教育思维

仍然运用过去的教育思维形式,未能与时俱进适应现代农村基

础教育教学。比如运用信息技术于教育的意识不够,造成教学与

管理比较落后；此外还存在教育目标制定不完善、教学方式陈

旧、教育理念滞后、教学评价不科学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

是基于教育思维落后所决定。 

2.4成绩偏差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生源素质不高(比如部分留守儿

童,没有父母监督,自控能力较差等)、名师与名校长少、教学理

念比较落后、教学资源少,严重影响教学质量,使得学生的学习

成绩普遍要低于城市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 

2.5师资不雄厚 

农村地区经济相对发展比较慢,使得农村基础教育从业人

员的待遇比较低,教学条件艰苦,很多优秀教师都不愿去农村从

事教学。尤其是涉及素质教育方面的学科(比如美术、体育学科

等),严重缺乏具有专业方面的老师,导致这些学科是由文化学

科老师兼任,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3 基础教育帮扶的主要形式 

基础教育帮扶形式主要有嵌入式、有效开展“研训赛”教

学方式、成立混合式工作室、名师与名校长培养等形式,具体表

现为： 

3.1嵌入式的帮扶形式 

嵌入式的帮扶形式是通过所在地区相关基础教育学校开展

试点改革,在取得改革成果后,把试点基础教育学校的经验、技

术向所在地区的基础教育学校进行推广,从而促进该地区学校

的进步。该帮扶形式的涵义为利用成功的经验与先进技术等嵌

入到所需要帮扶的基础教育学校,从而加强涉及基础教育各方

的联系(主要包括学校、政府等),确保帮扶学校组织运行效率的

提升。比如通过试点成功学校的所得经验嵌入于被帮扶学校,

其中经验之一就是通过把需要帮扶学校的教师与教育管理从业

人员,送入相关高校实施培训,培训过程中需要结合帮扶学校所

在地区的发展特点与学校的学情,使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够结合

地区发展与当地学校的学情；另外先进技术嵌入于被帮扶学校

主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技术方式等,通过教师的学习,从而

实现帮扶学校被先进技术的嵌入,确保基础教育的帮扶效果。 

3.2有效开展“研训赛”教学方式的帮扶形式 

“研训赛”教学方式的有效开展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措

施,其主要是利用该教学方式,对所需要帮扶基础教育学校的老

师实施培训。强化老师所担任学科的教研任务、教学训练、开

展该学科的竞赛等结合的一种帮扶形式,尤其是涉及现代信息

技术方面(信息化教育是提升现代基础教育的重要手段),需要

加强信息技术与现代基础教育的结合。“研训赛”教学方式的帮

扶形式开展具体表现为：教研任务方面,主要是帮助所帮扶的基

础教育学校相关任课老师对其教研任务开展培训指导,并且通

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相关老师的线上与线下指导,旨在

确保现代基础教育需求；具体的教学训练方面,主要是结合被帮

扶学校与学科老师的实际,开展教学训练(主要是在教案制定、

实际开展以及管理等方面的训练),从而提升相关老师的教学能

力,确保帮扶效果的有效性；学科竞赛方面,主要是通过学科竞

赛来达到帮扶目的,比如通过线上教学方面的竞赛,以提升相关

老师适应现代基础教育的能力。 

3.3成立混合式工作室的帮扶形式 

该帮扶形式主要结合信息技术,由基础教育的专家、市县级

基础教育学校的先进老师、农村基础教育的老师等一起成立混

合式的工作室,开展基础教育的帮扶工作。其是通过信息技术的

运用与帮扶地区的实际,由专家指导、先进老师传授经验,来实

现农村基础教育老师的帮扶形式,从而达到教学目标。该类帮扶

形式主要是对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进行帮扶工作(比如音

乐、体育等科目),这类科目的农村基础教育老师相对比较缺

乏和专业素养较低,所以需要成立这样的混合式工作室来完

成帮扶目的。具体而言,需要被帮扶地区的艺术科目实际,利

用信息技术,通过专家与先进老师的跨区域的帮扶形式,采取

线上线下与实际的结合方式,针对具体学科,提升农村基础教

育科任老师的教学水平,从而保障帮扶质量。 

3.4名师与名校长培养的帮扶形式 

(1)名师培养的帮扶形式。是结合实际状况,选择数量不等

的帮扶地区优秀基础教育老师,结合名师的培训标准(比如教学

理念、专业素养、职业操守、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等),对所选老

师开展培训。名师的具体培养需要明确名师培训要求与培训方

案的科学设计,加强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短期与中长期等

方面的结合,循序渐进实施培训工作(一般是通过案例分析、专

题讨论等开展培训工作),从而确保所选的优秀基础教育老师真

正实现名师的帮扶形式。(2)名校长培养的帮扶形式。依据校长

要求,选取帮扶地区的若干名基础教育优秀校长,通过相关专家

与学者对所选的基础教育优秀校长从思维及管理理念、专业素

养等方面进行培训,以达到名校长的培训要求。在实际的培训过

程中,所选校长需要结合地区特点,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管理

方式、职业发展等,在达到帮扶的前提下,也可以使自己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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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得到全方面的提升。名校长培养的帮扶形式具体而言,就是

通过专家与学者的建议与相关理论指导,加强自我批评、自我纠

错等,把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教育思维、管理方法与专业化的教

育技术手段等,使所选基础教育帮扶校长结合所帮扶地区的特

点,自我体悟、改善以及内化进步,从而实现名校长培养的帮扶

成效,确保校长自身职业发展与帮扶学校的共同进步。 

4 基础教育帮扶机制构建的有效策略 

4.1校地协同机制的有效构建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所以

为了贯彻基础教育帮扶机制的落实,必须加强学校与地方政府

的结合,有效构建校地协同机制。并且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是

学校与当地政府的相同任务与目标,所以强化学校与地方政府

的协同,可以有效配置当地的教育资源。并且通过定期协同沟通,

确保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师资等教学条件的落实到位。在基础

教育过程中,发现存在的不同问题(比如教学楼质量等),需要加

强学校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处理,为基础教育帮扶机制的贯彻提

供条件。 

4.2多方联动帮扶机制的有效构建 

上述有说明有效构建学校与地方政府的协同机制,为了确

保帮扶效果的稳固,还需要有效构建多方联动帮扶机制。其具体

是由上级部门协助,通过省市县级的优秀教师,在帮扶的基础教

育学校进行走教、兼教等形式开展帮扶活动。加强地方名校的

联动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帮扶学校实施线上

指导与线下教学扶持(比如在线上开展县乡老师的指导与沟通、

名师支教等形式),通过多方联动的形式,确保扶持效果的实现。 

4.3引进专家学者帮扶机制的有效构建 

通过上级主管教育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协助,引进专家学者

队伍,为基础教育帮扶地区对优秀老师、优秀校长,开展名师与

名校长的培训。通过专业系统化的训练,以及加强理论与实际的

融合,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教案制定水平以及教学能力,还可以

促进优秀校长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进步,可以使农村

基础教育水平得到质的提升。 

4.4共享帮扶机制的有效构建 

该帮扶机制的有效构建,主要是对帮扶所在地区的优秀资

源进行共同享有。该机制主要帮扶地区的基础教育学校共享省

市县级优秀资源的支持,同时结合地区特点,共享当地的特色教

学资源,来实现帮扶目的。具体而言,就是帮扶地区共享模范学

校、名师等的支持(包括教学硬件建设、教学思维、教学管理等

支持),同时共享当地特色的优秀教学资源(比如当地的红色文

化、传统体育等),从而提升帮扶学校的基础教育质量。 

4.5长期帮扶机制的有效构建 

构建名师指导等长期帮扶机制,能够常态化对所帮扶地区

的基础教育学校开展帮扶活动,在提高帮扶学校基础教育水平

的基础上,促进老师教学组织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定期组织老师

去模范学校进行学习,在融入先进教学思维的同时,把先进教学

的信息技术带到帮扶学校；此外还要求定期开展教案、课件制

定等竞赛,总结教学方法,确保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促进

教育信息化的合理运用。通过构建长期帮扶机制,不仅可以有效

提高基础教育水平,还能够促进老师职业规划发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及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为

了有效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促进国家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国家教育相关部门、教育学者等都对构建基础教育帮扶机制进

行了研究分析,笔者认为有效构建基础教育帮扶机制,提高农村

基础教育水平,需要采取有效构建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引进专

家学者、长期以及共享等帮扶机制的措施,从而确保基础教育帮

扶效果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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