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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
生存发展的困境及出路
———基于宁夏生态移民区的现状研究

刘　飞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党政办公室,新疆 和田８４８０００)

摘　要:教师生存状态不仅关乎每一个教师个体的自我发展,并且对于一个区域内教育质量的提高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由于地缘结构的变迁,工作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均有了新

的变化,其生存状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教师的物质生存状态和精神生存状态两个维度,通过对宁夏生

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实际生存现状的调查与访谈发现,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呈现出实

际收入与支出间矛盾突出、社会期望值与自我社会地位认同度间矛盾重重以及身心健康状况不良、学校对教

师精神状态关注度低、教师生命意识淡薄、教师职业挫折感较强等一系列制约乡村中小学教师发展的问题.

因此,为了更好地帮助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尽快实现自我价值,为其专业性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

环境,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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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经典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明确抛弃了“生存”之“实存”含义,提出

了“生存”所特有的观点.他认为,实存意味着现存性,生存意味着超越性.他指出,生存这个词最

早的意思就是迷狂,是突出自己,突出自己就是在世[１].海德格尔据此提出了生存的三个基本结

构,即“现身、领会和言谈”.美国哲学家怀尔德约翰丹尼尔则认为:“生存源于个体内部,源于

自我的欲望与抉择.”“生存不仅是思维的内部活动,而且是寻求交往的活动;不仅孤来孤往,而且闲

不下来.生存不是一个行动鬼祟、冷漠疏远的敬慕者,而是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的追随者.”[２]

在我国首次以“教师生存状态”为专业术语,从教育学场域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的是宜春学院的方卫

星副教授.他在«地方性本科大学教师生存状态及改善策略»一文中认为:教师生存状态,是指教师

在保存生命、履行教师职责、谋求事业发展和自身发展时,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及自身素质、工作负

荷、工作回报、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健康保障等全部的情形与状态[３].综合已有教师生存状态概念

研究论述,笔者认为: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所涉及的各方面因素看,教师生存状态是个体从

担任教师这一职业以来,在学校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存情形,它既涉及教师本身自我理性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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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包括其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既有物质性元素,也有精神性元素.因此,教师生存状态既不是

外铄的,也不是内发的,而是在内外交互行动中获得的.

一、宁夏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生存发展的现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掌握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提高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

生存能力,改善教师现有的生存状态,以提高生态移民区基础教育质量,课题组随机选取了宁夏中

卫市红寺堡移民区、银川市兴庆区、银川市西夏区等移民地区,对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调

查研究.由于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中除正式教师外,还存在特岗教师与代课教师两大特殊

群体,所以本研究在对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生存状态中的物质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论述时,

从不同角度对正式教师、特岗教师、代课教师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阐释.

本次研究共发放教师问卷２４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２８份;采访学校管理人员１１人次、教师２３
人次.由于在生态移民区,乡村小学教师与乡村中学教师的职业差别不大,并且本研究的目的在于

为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从普遍性的角度为生态移民区

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因此,本研究没有对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学教师

与乡村小学教师进行区分论述.

(一)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物质生存现状

随着贫困山区居民由生存条件艰苦地区搬迁至生存条件适宜地区,移民区生活条件、生存环境

的变化,移民个人乃至整个移民群体对于物质生活的期望值也有了新定位,但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

变化,广大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现状仍值得全社会去关注.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在这

种城乡交叉的环境中,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自我工资满意度低

对于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而言,移民前生活在边远山区,移民后不少人到了城市与农村

的边缘地带,但从地理位置而言仍属于农村地区.他们的工资福利与城区学校教师相比有一定差

距,整体工资水平较低,家庭生活负担较重.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

与城区学校教师相比,经济收入差距明显,差距每年至少在２５００元以上,与当地公务员相比差距

更大.生态移民区部分中年乡村教师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要成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开支

多.同时,大部分５０岁以上的教师均为单职工,家庭经济来源单一,这些因素导致生态移民区乡村

中小学教师所获得的工资在这种“所谓的”城市生活中捉襟见肘.多数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人均

学年奖金为１００~２００元,而城区学校教师的奖金则是１０００元左右.在节日福利方面,调查结果

显示,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主要是享受了放假的待遇,节日福利极少,只有个别节日学校才发５０
元.这些方面的差距使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与城区学校教师的经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在生存状态的物质层面上处于不利地位.访谈中一名生态移民区乡村

中小学教师曾谈到:“我感觉我目前的境地比较尴尬:从农村到城郊之后,生活压力比较大.由于以

前工资在农村地区处于中上水平,还算可以;在农民眼里是公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现在各

种压力却比较大,生活中的花销增多了,工资还是那些工资.感觉虽然离城近了,可生活却不如以

前了.”

代课教师所承受的各种社会压力更大,社会对代课教师的外在要求和代课教师内心的期望及

其人际交往需求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社会显得更加突出.在实际工作中代课教师和正式教师承担相

同的任务,工作强度甚至远远高于正式教师,但工资待遇却无法和正式教师相比.调查数据表明:

８４．６％的正式教师月工资在３０００元左右,而代课教师的平均工资仅为９３０元左右.移民区代课教



师工资收入低下,不仅导致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同工不同酬”的尴尬境地,而且与正式教师之间的差

异巨大,使他们的自卑心理进一步加重.

２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经济收入与支出失衡现象突出

教师的生存状态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这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被视为城市的

“边缘人”.住房是每个生命个体生存的必备条件,调查中,城郊生态移民区的大多数乡村中小学教

师为了孩子学习和家人生活,都期望能在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２０１３年６月下旬,银川

市政府在地理位置与环境相对好的地方,为正式教师提供了福利房,以每平方米３０００元的价格为

正式教师解决了住房,为教师省去了近一半的购房费用.目前生态移民区城郊结合部８３％以上的

３５岁以上的乡村中小学教师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其中大部分属于近几年购买的福利房.毋庸置

疑,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住房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是９０％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也

因购买住房而背负着巨大的贷款压力.调查访谈中,一位小学的管理层人员谈到:“房价不断上涨,

再等也是买不起房,许多老师都在市里买了房.孩子大了要成家了,没房子不行,这套房子也是给

孩子结婚准备的,自己将来还是要回乡下居住.家里孩子多也没多少积蓄,２０１３年我也东挪西凑

地交了１０多万的首付购买了福利房,在日常生活消费上不敢花钱,这些钱也是一分一分地省下来

的.我工作了２５年,但因为购买福利房,使自己成了房奴,可能到退休才能结束按揭的日子.”这种

状况是广大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正式教师住房情况的一个浓缩.对于正式教师而言,福利房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对于特岗教师和代课教师而言,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福利

房只限于正式教师,特岗老师只有在转正获编之后才有资格申请福利房.因此,访谈中一位２８岁

的男特岗教师谈到:“再等一年就转正了,转正之后就可以购买福利房了,到时有了公积金也可以用

来贷款.工资刚刚涨到２２５０元,除了日常开支也没有多少余钱.现在在这种离城较近的学校工

作,一谈对象首先就是房子,但愿明年还有福利房政策,否则自己真不知道购房的路在何方”.特岗

教师可以等几年,总会有机会获得这种福利待遇,但是代课教师则永远没有机会.

(二)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精神生存现状

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曾这样描述人: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认识自我本性、唯一能够认识

自我的存在物,是一种自觉自为的存在物,以至于“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

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４].精神状态是个体

人生价值观实现的充分条件,对个体人生坐标的明确定位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审视生态移民区乡

村中小学教师生存状态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他们的精神状态.

１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自我社会地位认同度低

根据调查数据,在生态移民区这一特定区域,乡村中小学教师自我社会地位认同度较低.本次

调查回收的２２８份问卷中,当提及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时,没有人表示“很

赞同”;有１７人表示“基本同意”,占调研总体样本的７．５％;表示“不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分别占

２５．４％和４３．４％.与乡村中学教师相比较,乡村小学教师对社会地位的认同度更低,男教师比女教

师社会地位认同度低.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师的工资虽然得到了提升,但是,提升力度与当地农民收入相比则是出现

了“倒挂”的情况.一位从教３５年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谈到:“没有搬迁来以前,与当地农民相

比较而言,教师收入是农民的两倍.移民之后,正好打了个颠倒,当地农民进城务工每天收入２８０
元左右,一个教了３５年书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每天平均收入只有１１０元.家长进城务工了,

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照顾孩子就成了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任务.但是,由于经济收入间的

差距,教师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以前了.”



总之,无论是从社会群体角度出发,还是从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自我角度出发,乡村中

小学教师职业的实际地位都较低,这极大地挫伤了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教学热情和职业

幸福感.

２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应试教育指挥棒的作用下,很多地方将移民区学校与城区学校纳入同一评价体系中进行评

价.因此,移民区学校管理层为了使本校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为教师制定了

多种赏罚措施.在应试教育观念的驱使之下,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不得不通过加班加点的办法

对学生进行智能训练.而这种方式既是对学生的摧残,也是对教师生命的透支.这些因素集中在

一起,严重影响了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精神状态和身心健康.调查中７５％的受访教师普

遍存在精神紧张、过度焦虑、精神疲劳等问题.此外,城市社会文化与移民区乡村文化的冲突,给移

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非移民时期,每个原始乡村都有自己的乡村文

化倾向,当地学校教师也多为本地人,文化相融性较高.移民后,不少乡村重新组合,带来的乡村文

化冲突,给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间和师生间的沟通增加了新的摩擦力.在城乡结合部移民区学

生接受城市文化时,对新事物的鉴别力不强,进一步加大了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与精神压

力,让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备感疲惫与焦虑.

３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度低,职业挫折感强

教师是否满意自己的工作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及教师队伍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在物价普遍

上涨的时代,教师工资虽然也上调了,但处于城镇边缘地带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远远

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日常花销增多了,可是工资和福利的增长并不多,使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

师长期脱离不了“穷教书的”、“娃娃头”的身份,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感普遍不高.调查

中,８３％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表示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以后当教师.根据笔者对移民区中小学３０~３５
岁的男教师关于“您认为教师职业是否值得热爱”问题的调查,选择“很值得热爱”的教师仅占被调

查教师的２３．５％,其中以学校骨干教师为主;对“从事教师职业是否感到满意”问题的调查中,选择

“不满意”的教师竟占到被调查教师总数的２６．５％,选择“很不满意”的教师占１４．７％.

从挫折感方面看,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挫折感比较强,近一半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对自

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缺乏成就感.部分移民区年轻教师表示,教师这个职业虽然稳定,但是如果可

以重新选择,自己想选择考公务员或其他事业单位.调查结果显示:年轻教师的职业挫折感超过了

中老年教师;男教师的职业挫折感高于女老师;特岗教师的职业挫折感高于正式教师.以宁夏回族

自治区为例,非师范院校毕业的特岗教师占到特岗教师总数的４１．６％;３０％以上的特岗教师专业不

对口;只有１０％的特岗教师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适应得很好;５８％的教师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一

般”;而３２％的特岗教师感到适应情况极差.当提及“为什么选特岗教师这份职业时”,６６．７％的回

答是“迫于就业压力”,只有３３．３％是“因为喜爱”[５].代课教师的职业挫折感更是强于正式老师,虽

然不少代课教师很热爱教师职业,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的工作却处处受挫,精神压力很大,９０％的

代课教师总是感觉到自己就是一名临时工.

二、促进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生存状态和谐发展的调适方式

教育发展的核心是教师的发展,因为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实施者,不仅承担着“传道、授

业、解惑”的历史使命,更承担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使命.所以,为了提高生态移民区教育教学

质量,需要进一步改善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促使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更

好地发展.



(一)政府要下大力气改善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物质生存状况

教师经济收入的提高与其生活状况的改善有密切关系,要使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生存

状态得到根本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经济状况的彻底改善.有学者曾说:“如果不解决教

师工资和社会地位下降的问题,教育改革就只能是空谈.”[６]政府应充分考虑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

师搬迁前后的生存环境变化,同时,由于移民区经济发展状况仍很落后,依靠县级财政难以让移民

区教育快速发展,也无法保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获得合理、满意的工资收入,因此,移民区乡村

中小学教师生存状况的改善,更需要上级政府为移民区学校的教师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建立合理的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评价机制,给予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合理

的社会期待与理解

教师生存状态的改善,既受教育系统内部客观因素影响,也受教育系统之外主观因素影响.因

此,改善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因素,要让整个社

会群体都参与其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对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进行评价时,要充

分了解教育事业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教师教学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要从多层面评价教师、体谅教

师.因此,当学生学习成绩不能令人满意时,不能将矛头简单地指向教师,而要反思自身家庭因素,

如移民区孩子因“留守”而出现的问题等.应单独对移民区中小学校建立一套评价标准,不能简单

地把移民区中小学与城区的中小学纳入同一评价体系中进行评价.社会群体在对待移民区乡村中

小学教师时,也要建立起合理的期望值阈,要从多维度对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进行评价.

(三)转变学校管理思想,实行人本化管理

要改变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的领导需要转变管理思想,树立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行“人本化”管理,努力营造一种“感激、公平、赞赏和引领的教师管理文

化,让校园真正成为生命共生、共存和共同成长的乐园”[７].要充分突出教师作为人的地位,把调动

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学校管理的最终目标,不能只见规章不见人,只要分数不要人,只

讲工作不讲人.学校管理应体现人文关怀,要重视情感在管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亲和力与凝聚

力,为教师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四)引导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提高自身的生命意识

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普遍由环境不良地区搬迁至环境较好地区,其生存环境较原来有

较大改善.但是,与城区学校教师相比,城乡结合部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压力可能会更

大,加之社会外在因素影响,不少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并未能感受到生存状态的明显好转.

因此,要引导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从关注自我开始,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不断改善自我生存状

态.柏拉图曾说:“最先和最后的胜利是征服自我,只有科学地认识自我,正确地设计自我,严格地

管理自我,才能站在历史的潮头上,开创崭新的人生.”[８]作为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本身,在

改善自我生存状态时,要从注重自我发展中科学地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保护.在自我管

理方面,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要在当前的重压之下学会自我减压,要做好人生职业规划,树

立好长短期职业目标.在教师专业化进程中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为自我社会地位的提升储备

更多的正能量.在自我调节方面,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虽然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

一定变化,但是从多元文化角度而言,这既是一次不同乡村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乡村文化与城区

文化融合的过程.为了促进移民区教育文化的融合,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要用积极的态度

去调节自我心态,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在反思中学习别人的优点,不断完善自我.

(五)完善按劳分配的绩效考核制度,改善乡村代课教师的生存环境

在生态移民区为了满足学校正常教学需求,乡村中小学代课教师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调查



结果显示,移民区乡村中小学代课教师所承担的教学任务与正式教师相同.因此,生态移民区中小

学可根据自身的实际,结合代课教师工作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的绩效考核方案下,对代课教师进行

相应的倾斜,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绩效补贴方案.此外,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达到一

定年限并具备相应条件的代课教师提供了考特岗教师的机会,移民区乡村中小学应该给予积极的

引导,制定激励措施,帮助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报考特岗教师,改善移民区乡村中小学代课教师的

生存环境.

关注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不仅是移民区教育发展的需求,更是移民区乡村

中小学教师在自我实现进程中由“工作体”向“生命体”回归的必然要求.改善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

学教师的生存状态,对于提升生态移民区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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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Predicament
andItsWayoutinRuralEcologicalMigrantsDistrict

LIUFei
(AdministrativeOffice,HotanTeachersCollege,Hotan８４８０００,China)

Abstract:Teacherslivingstateisnotconcernedwiththedevelopmentofthemselves,butalsoisaseＧ
riouslyissueinfluencingthequalityofeducationinthatarea．However,theirlivingconditionissomeＧ
whatchangedduetothealterationofdistrictstructure,workingenvironment,lifeＧstyleandinterperＧ
sonalcommunication．Basedontheresearchandobservationofteachersmateriallife,mentalstatus,
andtheiractuallivingcondition,wefigureoutsharpcontradictionsbetweentheiractualincomeand
expense,socialexpectationandselfacceptance．Theirpoormentalandphysicalcondition,lackingatＧ
tentionfromschools,weaklifeconsciousnessandintenseoccupationalfrustrationarealsoontheaＧ
gendaofsocialpriorities．Thus,measuresneedtakingtorealizetheirselfＧfulfillmentandestablish
goodlivingenvironmentforthespecializeddevelopmenttraining．
Keywords:ecologicalimmigrants;ruralteachers;livingstate;stateofmatter;mental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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