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贵州人口老龄化与学
龄人口变化

（一）贵州人口规模持续增大，
但增速放缓

贵州常住人口由2010年的3479
万人，增加到 2024 年 3860 万人，
保持常住人口持续正增长，人口规
模仍保持增长态势。但人口自然增
长 率 却 持 续 下 降 ， 从 2010 年 的
7.41‰下降到2024年则降到3.00‰。
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则由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间的 1.05%预计下降到
2020年到2035年期间的0.38%。

（二）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
人口老龄化加剧

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贵州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增长2.99个
百分点，预计2020 年到 2035 年增
长6.6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65岁年
龄组以上老年人口待续增长，以下
的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所
占比重下降，学龄人口及劳动力供
给水平将有所下降。

（三）学龄人口占比下降，规模
达峰值后呈减少趋势

据我国的教育制度，基础教育
包含幼儿教育、义务教育 （小学、
初中）、高中教育三个阶段，学龄人

口分别对应的年龄段为3-5岁、6-15
岁 （6-12岁、13-15岁）、16-19岁。
从学龄人口占比看，呈减少趋势。
全省学龄人口占比预计在2035年降
至20.69%；城镇学龄人口占比预计
在2035年降至20.47%；乡村的学龄
人 口 占 比 预 计 在 2035 年 降 至
21.22%。但学龄人口的城乡结构发
生了变化，城镇学龄人口占比增
加，乡村学龄人口占比减少。城镇
学龄人口占学龄人口的比重预计到
2035年下降至30.76%。从学龄人口
规模看，呈波浪式变化。贵州学龄
人口由 2010 年的 98.17 万人增加到
2020年的1008.11万人，预计到2035
年减至845.30万人；城镇学龄人口
由 2010 年的 28.15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535.69万人，预计2030年增加
到 603.83 万人，再降至 2035 年的
585.26万人；乡村学龄人口由2010
年的 70.02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472.43 万 人 ， 2022 年 达 最 高 点
472.51万人后持续下降到2035年的
260.04万人。

二、贵州人口老龄化对基
础教育布局产生的影响

（一）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
贵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结
构调整的契机

随着贵州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学龄人口持续减少，相应的学校规
模、班级规模缩小，师生比降低，

“小班化”教学成为可能，课堂教学
改革更易实现，从而提升基础教育
质量，实现贵州教育由“量”的提
升向“质”的跨越。

（二）学龄人口城乡变化异向，
教育资源出现结构性不足

乡村学校由于年轻人口外流和
生育率下降，导致学龄人口减少。
乡村学校生源不足，一方面使乡村
学校师资过剩，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闲置；另一方面影响乡村学校的办
学活力和教育质量，以及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优秀乡村教师更难留
住。城镇学校则由于城镇化进程的
加速，大量年轻人口涌入，学龄人
口持续增长。城镇学校生源的大量
增加，一方面使城镇学校师资短
缺，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不能满足需
要；另一方面导致学位紧张，出现
大班额及大规模学校的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不
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即出现“城
镇挤、乡村空”现象。

（三）学龄人口的队列变化，各
学段教育需求存在时序差异

由于学龄人口的队列变化，各
学段学龄人口高峰呈递推状态。由
于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贵州学龄
人口在幼儿阶段、小学阶段学龄人
口持续减少，初中阶段、高中阶段
在2026年、2028年达峰值后以年平
均 2.81%、0.89%的速度减少。同
时，城乡学龄人口的时序变化存在
差异。城镇学龄人口在高中阶段持
续增长，幼儿、小学、初中阶段分
别在 2022 年、2028 年、2032 年达
峰值后持续减少；乡村学龄人口在
幼儿、小学阶段持续减少，初中、
高中阶段分别在2024年、2027年达
峰值后持续减少。教育的规模由学
龄人口的数量所决定。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贵
州基础教育布局优化建议

（一）超前谋划基础教育布局
首先，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科

学预测学龄人口，合理布局学校是
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的关键。政府及
教育行政部门要综合考虑人口老龄
化、少子化、生育率变化、人口流
动等因素，对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
期内的学龄人口总数、分布和结构
进行精准预测，合理确定学校的数
量、规模和位置，以公办+民办、集
团化办学+合作办学等方式确保学校
能够满足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
的教育需求。其次，在人口老龄化
背景下，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已由

“能上学”向“上好学”转变，对优
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最
后，还应结合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
景，拓展基础教育发展空间，发展
在线教育、社区教育等，以满足人
民对教育的需求。

（二）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科学调适教师资源。建立跨学

段、跨学科教师储备库存。通过学
历提升、专项培训、跟岗观摩等方
式，储备一批能跨学段或学科任职
的教师，以满足不同学段、不同学
科师资的需求。建立城乡教师交流
机制。综合社会经济发展、学龄人
口流动的趋势，促进教师在县域、
市域内的流动，统筹解决城乡教师
的盈缺问题；完善城镇教师到乡村
学校支教及乡村教师到城镇学校跟
岗制度，缩小城镇教师与乡村教师
教育教学能力或效果差距，推进基
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合理分配教育经费。要加强省
级教育经费的统筹，在充分研判学
龄人口流向的基础上，向城镇及流
入较多的市县倾斜；根据学龄人口
递推情况，分城乡分时段向不同学
段倾斜。要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的投入，保障偏远山区适龄儿童
的受教育权；要探索“两免一补”
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

“钱随人走”的有效路径，确保教育
公共经费转移到学生所在学校，避
免教育经费的空转与浪费。

整合与共享教育设施设备。在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学龄人口数量
变化及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对教育
设施设备的配置和利用提出了新的
要求。首先，要合理配置教育设施
设备。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
学校布局和学生需求，以及科学技
术的发展趋势，科学规划教育设施
设备的配置。在学校特别是义务教
育学校建设过程中，要按国家标准
进行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
校际、群体差距。其次，要建立教
育设施设备共享机制。政府可以搭
建教育设施设备共享平台，整合省
内各市州区域内学校的教育设施设
备资源，实施资源的共享和互补。
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学
校之间开展资源共享合作。

（三）建立基础教育布局动态调
整机制

建立人口与教育监测体系。人
口监测方面，在人口普查的基础
上，整合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
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全面动态的
人口信息数据库，实时监控未来不
同时段学龄人口的数量、分布和结
构，为基础教育布局提供前瞻性的
数据支撑。教育监测方面，建立健
全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全面收集和
管理学校数量、学校规模、学生人
数、师资配备、教育经费投入、教
学设施设备等教育相关数据，为教
育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参考支撑。建
立政策调整机制，定期对基础教育
布局调整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和反馈，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
策内容和实施方式。

本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贵 州 基 础 教 育 布 局 优 化 研 究
（2024RW264）》的研究成果

（作者谢红梅系贵州师范学院教
授；陈恬系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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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术语，夯实基础。历史术语是
历史学科规范表述的基础，也是提升学
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欲提
高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教师必须
引导学生厚积历史术语。历史术语包
括历史概念、基本史实等，是教师引
导学生规范表述的基础性内容。积累
历史教材上的历史术语固然重要，但
拓展经典历史书籍上的历史术语也更
加必不可少。经常阅读历史教材和历
史经典书籍，把重要的历史术语记录
下来，是提升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
的重要方式。如历史教材上的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制度、小农经济、儒家思
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历史术语，
都是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需要积累
的，也是提升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需
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理解内化，掌握内涵。厚积历史术
语对于提高学生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
不言而喻，但理解历史术语、内化为自
身的学科素养则更加重要。鼓励学生阅
读教材和课外历史书籍，自行理解每一
个历史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掌握每一个
历史术语与相关基本概念、基本史实之
间的内在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对于学生
理解内化不了的历史术语，教师还要进
一步引导学生深度理解和内化历史术
语，让学生灵活地运用历史术语进行规
范表述。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生
很难从根本上理解和内化这一概念。教
师就应该引导学生认真阅读清政府与列

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从不平等
条约的内容中分析出其对中国的危害，
进而深度理解和内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这一概念。

规范运用，提升能力。积累、理解
历史术语是基础，进一步规范运用才是
最终的落脚点。将历史术语的规范表述
贯穿到历史课前、课中和课后，历史教
师才能时时处处听得见学生的规范表
述，学生的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也
才能切切实实地得到提升。在历史课
堂教学活动开展前，教师引导学生预
习并规范运用历史术语概括本课的主
要内容，为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活动
中讲授该课作铺垫。在历史课堂教学
活动中，教师既要规范使用历史术语
进行讲授，又要规范使用历史术语对
学生的学进行客观的评价，使教学评
每一个环节都能规范表述，充分将历
史课规范表述植入学生的心灵之中。
在历史课堂教学活动结束以后，教师
安排的每一个课后作业，都要求学生
进行规范地表述并对其课后作业进行
客观公正地指导。如在课堂教学活动
前，教师就引导学生规范表述出专制
主 义 中 央 集 权 制 度 在 古 代 中 国 的 体
现，使学生初步构建起单元与单元之
间的联系，为教师进行大单元教学奠
定基础。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
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等历史术语引
导学生学习该课，当然，也应该要求学
生以相关历史术语规范表述。在课堂教
学活动后，教师尽量要求学生围绕该课
的历史术语规范表述，逐步提升学生规
范表述的能力。

提升学生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非
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教师引领学生把
握好术语厚积、理解内化和规范运用
三个环节。对三个环节长期着力，循
序渐进地提升学生历史学科规范表述
能力。

（作者陈甜系贵州省铜仁市教育科学
研究所历史教研员，贵州省高中历史兼职
教研员，人教社统编教材中学历史教材培
训专家，市级名师；周文系西南大学硕士研
究生，现就职于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

修心以正根本。常言道：“浇花
浇根，育人育心”。“心者，生之
本，神之变也”，强调了心在维持人
体生命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是精神
活动的源泉。是指心作为生命活动
的根本，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生理功
能和精神活动，只要心灵打开，将
有万物和谐。培养“好心人”需要
通过思政引领、活动历练、实践锻
炼、自我淬炼以培育其善心、爱
心、怜悯心、责任心、公德心、耐
心，以增强学生的心力、钝感力、
持久力、创新力。学校通过举办国
防教育、爱心义卖活动、书香校园

阅读活动、学雷锋精神活动等学
生爱国运动活动为载体，通过活
动 育 人 着 力 培 育 学 生 的 家 国 情
怀、民族精神、利他精神，从小
我到大我，植根于内心的善良，
为他人着想的自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美德。

修行以砺品格。人的成长既非
放任自流，亦非线性跃进，需要在
各种成长季节阳光雨露环境中成
长，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
各样场景的变化，如何遇到环境变
化能渡己愈己悦己突围蝶变过程就
是一种修行。学校通过课程育人、
管理育人、纪律约束、法治教育、
制度管理、惩戒转化进行枝叶修剪
和新芽培育。通过日常的法治教
育、禁毒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励
志教育中知止知好，做事知敬畏，
行为懂法度，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
思想淬炼，在知识海洋中进行科学
探究涵养创新精神，“知行互构、身
心共进”。

修德以能载物。德者，才之帅
也。只有厚德方可载物。德需要修
炼积淀，德行是人生一生成长的课
题。只有常修常行常悟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有美德的内涵
与意义，时常察看扣好第一颗扣
子，常扫思想尘，常清洗镜片，
常修己德，常审己行的人才是一
个德行高尚的人。一个有德行的
人才是社会适配度、和谐度高的
人，才是对社会有用而无害的。
贵阳一中尤其注重于培养学生的
大德、公德、私德和美德。通过
日常课堂教学、经常主题周会、
时常主题班会、多常社会研学实
践 等 多 种 形 式 丰 富 学 生 德 行 修
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修养以匡立身。一所学校培养

出什么样的人，可以从学生离开学
校步入社会的一言一行辨识度上看
出学生精神气质与文明修养。这是
一种长期浸润在骨子里的基因气
息，是一种通过岁月光刻的符号气
象。贵阳一中学生十大修养 （尊
重、忠诚、勤俭、谦和、友爱、互
助、快乐、强健、毅勇、整洁）不
仅是行为准则，更是浸润文化基因
的气质锻造工程。尊重师长教诲如
春风化雨，尊重同窗差异如百花齐
放；忠诚祖国，向着红旗指引的方
向，扎根黔中滚烫的土壤；勤俭在

“光盘行动”中生长；谦和为人，以
虚怀若谷对话浩瀚书海，以明月清
风拥抱万千气象；彼此友爱，运动
场上的击掌相庆，实验室里的共克
难关；快乐成长，在拼搏理想时欢
呼，在绽放自我时喝彩；强健体
魄，运动场上挥洒汗水，球场上磨
砺意志；毅勇前行，攀黔灵峰破千
重险，闯数据海破万顷浪；整洁正
身，从课桌的井然有序，到心灵的
澄明如镜。

修为以达境界。一个有修为的
人善念越多，慈悲心更盛，精神更
加明亮，内心更加丰盈，心胸更加
敞亮，境界不断提升，淡泊以明
志，宁静以致远，才能在某一领域
某一行业中成为领袖人才，成为

“顶流大牛”，才能突破物质诱惑与
私心杂念的捆绑，平静从容聚力成
事，融会贯通达顶峰。为此，学校
持续完善“特色定位——特色理念
——特色管理——特色氛围——特
色成果”的育人特色体系建设链
条。以学生德行修养、品德塑造、
个性发展、价值观引导和未来社会
角色定位为导向，以提升学生道德
品行素养为核心，坚持“德育为
先、全面发展、注重实践、兼顾理
论”的方针。学校注重德育与实践

的相结合，课内教育与课外活动的
相融合，不断完善德育教育体系。
最终形成了以培养高尚品德、塑造
健全人格、具备领袖气质的未来社
会主义建设者为目标的分层多元育
人培养模式。

《教 育 强 国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24—2035 年）》 明确提出塑造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施新时代立
德树人工程，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构建

“修心正本、修行砺品、修德载物、
修养立身、修为境界”的全方位育
人模式，搭建“心理建设-行为塑
造-道德养成-品格淬炼-境界提升”
的螺旋式发展，将德育贯穿于教育
教学全过程，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社会
责任感的时代新人。近年来，学校
德育工作获评“全国文明校园”、

“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全国禁
毒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省劳动教育
示范学生等称号，五修育人体系扎
实落地，实践成效丰富。一是在价
值导向上突破“知识本位”桎梏，
强调心理资本、道德品质与实践能
力的协同发展，实现“心灵净化→
行为养成→价值内化”的闭环建
构；二是教育方式的知行合一，通
过“文化环境浸润-真实情境实
践”，形成“文化浸润×实践验证”
的乘积效应；三是育人目标的可视
化进阶，通过学生日常学习实践活
动参与实现“成长画像”，实施育人
精准施策，构建从基础素养到领袖
特质的递进发展。

（作者巩国忠系贵阳市第一中学
副校长；袁泽亮系贵阳市第一中学教
育处副主任）

以五修育人体系践行正本大美德育
巩国忠 袁泽亮

随着AI人工智能时代
的来临，人们获取知识、
探究知识的渠道资源更加
多元化、丰富化，然而在
价值取向、信息认知、咨
询判断、精神情感塑造方
面也对传统育人方式的变
革带来挑战。如何守好教
育根本，适应新技术革命
带来的变化，做好唤醒生
命的自我觉醒与培育具有
适应未来社会公民素养的
人，需要不断探索新办
法、新路径。基于此贵阳
一中以美好教育为办学理
念，践行“正本求真、正
习求新”办学思想，培养
未来领袖人才，以学生十
大修养为载体追求正本大
美德育，培育学生具有正
确三观、责任担当、家国
情怀的高尚人格。

育人育心

一、公心致教，树人百年

威宁自治县羊街中学创办于 1955
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2023
年，学校被省教育厅纳入公办强校计划项
目学校。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学校结合学
校办学思路、历史积淀与现状，继承并发
扬了各时期的办学精神，最终凝练出“公
心致教，树人百年”的办学理念。

公心致教。即要求学校每位教职工怀
揣公众利益之心，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
秉持公心治校、施教、育人，确保教育过程
公正无私。树人百年，寓意深远。树，象征栽
培与培养。树人，则强调立德树人，以德为
基石，德育始终为先。百年，教育大计，百年
树人，此处取长久之意。

用“公心”办学。“公心”办学是基础，
是实现“公利”和培养“公心”人才的保
障。为“公利”办学。“公利”是办学的
方向，也是办学的初衷。需要遵循教育规
律，落实教育公平，实现公众利益，为师
生、地方百姓利益着想，从社会利益、国
家利益出发。培养“公心”人才。学校致
力于培养具有“公心”的人才，即那些无
私、博爱，心怀公众利益与祖国未来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威宁自治县羊街中学“公心致教”办
学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核心，旨在解答“为

谁培养人，培养何种人，如何培养”的根
本问题，构建积极向上的学校精神文化，
为“公心”型人才的茁壮成长提供肥沃的
土壤与灵魂的滋养。

二、文德化育，知行致远

威宁自治县第三中学创办于 1977
年，学校一直重视“文化育人”的办学精
神。2024年8月，迁址办学，濒临草海，
云蒸霞蔚，百鸟争鸣。鉴于学校发展历史
和当下现状，学校决定结合办学历史与教
育现状，以知行教育为核心，凝炼了“文
德化育·知行致远”的办学理念。

文德化育。即提倡以文化育人，培育
美德，遵循教育规律，实施文德教化，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知行致远。知行合一是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强调知识与
行动的统一，主张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而不仅仅是理论学习。学校始
终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强化人文关
怀，致力于培育兼具人文情怀、责任感、
优雅风范、乐观精神、远大抱负、德才兼
备且知行合一的杰出人才。

威宁自治县第三中学的校训和三风，
以“知行”为核心，从学校、教学、学习
的视角，高度凝练了办学思想内涵。校训

“明德自新，致知笃行”强调全校师生要
弘扬高尚品德，校风“文明和谐，良知雅
行”彰显学校独特气质，教风“启智润
心，真知躬行”致力于智慧启迪与心灵润
泽，学风“尊师乐学，善知力行”体现学
生对师长的敬重与学习的热情，着重知识
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理念为纲，育人至上

办学理念是学校办学的灵魂，是学校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凝聚成学校精
神文化核心。它代表着学校教育的理想、
信念与追求，是推动学校发展的精神动
力，构成学校文化的核心，指引着学校办
学的方向。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学校办学的
核心思想，反映了学校对教育规律的理性
把握和主观追求，是学校矢志不渝的教育
理想与信念，对学校办学具有导向和规范
作用，并能极大地激励和凝聚师生力量。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民族地
区基础学科（领域）质量提升专项课题《以
幸福教育叙事为载体的学校文化建设及其
育人路径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课题编
号：MJ24036

（作者单位：威宁自治县第三中学）

贵州人口老龄化与基础教育布局优化
谢红梅 陈恬

2000 年我国进入老
龄化社会以后，老龄化趋
势日益加剧。2020年65岁
以上人口比例达 13.5%，
高 于 2010 年 (8.87% )4.63
个百分点。贵州也不例外，
65 岁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由
2010 年 的 8.57% 上 升 至
2020 年的 11.56%。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对社会经济发
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涉
及劳动力市场 、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等多个领
域。对教育的影响主要通
过影响学龄人口数量、结
构和分布，进而影响学校
数量、规模、分布以及师
资、教学设施等资源配
置。因此，深入研究人口
老龄化背景下贵州基础教
育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基教探讨

所谓历史学科规范表
述能力，就是厚积历史术
语，通过理解内化、规范运
用，规范地表述出来，以增
强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提高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
力，对教师引导学生备战高
考大有裨益。如何提高历史
学科规范表述能力呢？笔者
长期实践发现，历史教师需
要做好以下几点。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增强文化自信。学校
是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场
域，学校文化建设不仅是
培 养 学 生 文 化 自 信 的 关
键，更是落实为党育人、
为 国 育 才 使 命 的 具 体 行
动。学校精神文化作为学
校文化的核心，体现在办
学理念、校训、校风、教
风、学风等层面。本文以
威宁自治县羊街中学和威
宁自治县第三中学的办学
理念为例，探讨学校精神
文 化 建 设 ， 凝 练 教 育 思
想，铸牢教育精神。

学科分析

如何提高历史学科规范表述能力
陈甜 周文

教学探讨

以理念为纲，打造学校精神文化高地
邓广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