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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世中国乡村教育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变迁？
导致这一历史变迁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形势下，如何才能有效促进我国乡村教育的良性发展？
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立足个案，以田野调查和解剖麻雀的方式，从描绘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历
史演进历程入手，分三个专题、四个阶段对近世以来颐村教育变迁的演进历程进行了事实陈述，以此
为基础，从文化哲学层面对这一历史变迁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对政策视域下的当下中
国乡村教育发展提出了部分尚不成熟的看法和举措，以期为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下的乡村教育良性发
展提供某些可资参考的建议来。

本着上述目的和思路，本研究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三大主体部分：
导论部分主要就本研究的选题依据及目的、当下研究情状及存在问题、基本概念及写作运思、所要考
察地的大致情形等问题作一简要陈述。

第一部分为“历史考察”。
主要围绕“颐村历来的教育情形怎样”这一设问，从“家庭教养、学校教学、村落教化”三个领域，
分“有清一代、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四个阶段分别对该村教育变迁
的历史演进历程及其当下情况做了详细描述。
在具体写作上，每一主题均按教育环境、教育者、教育影响，受教育者四个要素，以史料为基础，辅
以访谈、图片，以叙事方式，按不同历史时期分别进行描绘，以此向国人展示了冰山一角的中国乡村
教育变迁实况。
该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
主要围绕“颐村教育何以出现如此变迁”
这一设问，着重从文化哲学理论层面深入分析这一嬗变历程本身及导致这一嬗变之成因，并表明近世
中国百年乡村教育变迁总的历史趋势是传统向现代的挺进，之所以导致颐村教育变迁呈现出上述趋势
与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文化特质不同的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交锋与博弈，而一切变迁均出于
不同历史时期二者自身体系严谨性与生机控制性的较量，这一较量的具体实践及其结果由某一历史时
期的总体政治、经济环境及二者在博弈过程中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的程度息息相关，这一挺进过程唯
当国人自身现代性业已充分发达，并能意识到现代性极至发展所带来的恶果时，才会对其调适并加以
有效制衡。
当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现状具有现代性的片面极至吞噬性日益加深、教育内外系统的异质分离性愈
发增强、普通民众对上述两趋势的无意识性依然如故等三个特征，其核心问题是乡村社会的整体重建
和家庭、学校、村落三种教育形式的同质同构。
该部分包括第四章。

第三部分为“实践探索”。
主要围绕“颐村教育应当如何发展”这一设问，结合当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着重从政策实践层面深
入探讨乡村教育良性发展的实施路径，就乡村教育发展“中国之维”的践行问题做出价值判断与构建
选择。
为确保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良性发展，在认知基础上，我们应当确立乡村教育发展的“中国之维”，
包括时、空、向的文化观和全纳、通程、交构的教育观。
在操作践行中，则应将其视为一项系统工程、现实构建“一体两翼”(以学校教学为体，以家庭教养和
村落教化为两翼)的乡村教育发展网络，具体过程中则应突出重点，按照三个系统中为公众和政府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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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程度来确定其各自最需解决的问题并加以付诸落实。
确切说，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于学校主要解决的是学校布局调整和师资量质两个问题；于家庭
主要是《国家家庭教育实施纲要》的制定实施和乡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养两个问题；于村落则主要是
教化主体的明确、教化场所的提供和具体教化活动的组织开展三个问题。
唯有解决上述具体问题并确保三者在教育实践内容与过程中的同质同构，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才可能协
调良性发展。
该部分包括第五章。

结语部分主要对本研究做一个直白性的总结，对一些没有论及或虽有论及但尚存不足的问题予以补充
说明，并对该研究今后将如何拓展深入进行了大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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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解剖麻雀的意义
 一、为何要解剖麻雀？

 二、如何解剖麻雀？

 三、麻雀的五脏六腑如何？

第一章 自然演进中的乡村家庭教养
 一、晚清时期：五服之内的家族教养
 二、民国时期：三代祖荫下的大家庭教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直系家庭中的父母教养
 四、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中的祖辈隔代协理教养
第二章 时空穿越中的乡村学校教学
 一、晚清时期：作为传统儒家教育缩影的私塾
 二、民国时期：私塾对新式学堂的僭越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村小的成长与辉煌
 四、改革开放后：村小的破败与解体
第三章 历史变迁中的乡村社会教化
 一、有清一代：传统社会教化中的族长外控
 二、民国时期：族长变异中的乡绅内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行政操控下的村官外钳
 四、改革开放后：自由共存的村民自律
第四章 文化哲学视野下的乡村教育变迁
 一、变迁的历史轨迹：传统向现代的挺进
 二、变迁的实质所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三、变迁的影响因素：内外、主客两分
第五章 国家政策视域中的乡村教育发展
 一、视角置换：乡村教育发展的“政策向度”
 二、认知基础：乡村教育发展的“中国之维”
 三、操作践行：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体两翼”
结语 麻雀的成长之道
 一、麻雀的演进之路
 二、麻雀的生存之态
 三、麻雀的成长之道
 四、余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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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考察的历史时段主要为晚清至今这一阶段。
此间又可划分为若干个大的阶段。
若按通史惯例划分，可分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
本研究结合上述分期方式，以受教育者为主线，将考察分为“有清一代的先祖们（1912年以前）、民
国时期的遗老遗少（1898-1948）、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1978）、‘80年代’的追超一族（1979-2008
）”四个时期。
第三，考察的内容主要为每个历史时期颐村的家庭教养、学校教学、社会教化情形。
此处，“教养”、“教学”、“教化”均可称之为“教育”，实乃同意，之所以作如此文字区分，不
仅是写作表述之需，也因为长期以来；笔者都坚持认为，尽管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形式都同时
在进行着文化传承，但家庭更侧重文化中的行为系统，学校更侧重文化中的智识系统，社会更侧重文
化中的价值取向系统。
同时，在具体考察时，笔者将按传统教育活动的四大构成要素分别进行。
具体讲，家庭教养主要考察家庭、家长、教养、子女，学校教育主要考察学校、教师、教学、学生，
社会教化主要考察村落、宗族、教化、村民。
第四，考察的方式主要为按专题分段进行。
即将上述三大教育变迁考察内容分别纳入到每个历史时期予以综合进行，就每个领域四个要素的考察
而言，笔者依循的逻辑运思是：教育的整体环境影响到教育者，教育者制约着教育措施，教育措施决
定受教育者发生的变化。
依此逻辑，家庭、学校、村落为教育环境，家长、教师、宗族为教育者，教养、教学、教化为教育措
施或教育影响，子女、学生、村民为受教育者。
第五，考察的目的主要是为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提供依据。
即对颐村作为期百年的历史考察，其根本目的是想在此基础上，为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理论分析提供
理据，使我们从中了解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历史轨迹、总体面貌，并展示百年期间传统与现代的
交锋及其结果，同时，也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教育发展决策提供史实和理论的支撑。
　　三、麻雀的五脏六腑如何？
　　考察地既为湖南省道县新车乡颐村，故欲知颐村之情形，必先明湖南、道县、新车三地之概貌（
见图0.1和图0.2）。
湖南，古为荆楚之邦，今乃潇湘之地，自近代以降，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可谓深远，国人对其
情形大致已有了解；新车，仅为乡、村中介之躯，上归道州所辖，其情形可显二者之列。
故下文对湖南不再赘述，对新车一笔带过，而重点着墨于道州与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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