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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
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基于北京市乡村教师的调查分析

赖 德 信,鱼 霞,李 一 飞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师研究中心,北京100191)

摘 要:本研究以北京市10个郊区县的80所中小学校乡村教师为研究对象,围绕工作环境、人际关

系、住宿条件、交通条件、饮食条件、医疗条件、工资待遇、工作时间与强度等方面的内容,对乡村教师的工作生

活质量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分析基础性条件、发展性条件、保障性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提高乡村教师

工作生活质量的对策:建立乡村教师合理流动的激励机制;建立乡村教师医疗救助的绿色通道;建设乡村寄宿

制学校教师周转房;合理提高乡村教师膳食补贴,妥善解决乡村学校交通问题;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合理

量化和安排乡村教师工作量;建立市级统筹的乡村教师差别化的山区津贴和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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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不能满足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乡

村教师队伍现状严重制约着乡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注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工作生

活质量、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养,是提高乡村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所在,为此,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

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等方面实现倾

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为提升我国广大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提供了政策保障。2015年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全面部署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为

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提供了政策支持。当前,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如何、还存在哪

些问题、如何改善和提升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等问题,值得更深入探讨。本文以北京市乡村教师

为调查对象,对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现状进行调研,为改善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提供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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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乡村教师是我国乡村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承载者。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大背景

下,要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城乡义务教育整体质量,就不得不了解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状

况。当下关于我国乡村教师工作生活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乡村教师的数量、质

量、结构、专业发展、待遇以及心理健康等问题。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惑,具体表现为:教师教学任务繁

重,工作量超负荷;工资待遇不高,职业满意度低;心理压力大,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职业幸福感

偏低,产生离职意向;“精神生活贫乏,教学文化呈现‘惰性’”[1]。有研究者指出:乡村教师整体素质

偏低,他们的教育理念落后;乡村教师队伍不稳定现象突出,学校领导和教师离职意向普遍存在;缺

乏对学生和乡村教育资源的正确认识,导致丰富的乡土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2]。有的研究重点关

注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发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生活条件艰苦、待遇低,而

年轻教师则处在职业适应期[3]。在生态移民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实际收入偏低、社会期望值与教

师自我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差异,学校对教师精神状态关注度低,教师的生命意识淡薄、身心健康状

况不良和职业挫折感较强等一系列因素制约着乡村中小学教师发展[4]。乡村教师结构的不合理是

一个普遍现象,有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结构主要表现在“四多四少”:在学科结构上,传统学科教师

多,新兴学科教师少;在学历结构上,大专、中专学历较多,本科学历较少;在年龄结构上,35岁以下

的乡村教师较多,45岁以上的较少;在职称结构上,初级职称多,高级职称少[5]。还有不少研究者

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的生存困境,把教师描述为疲于应对新课改、疲于追

赶城市、存在身份认同危机的“异乡人”[6]。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以及工作特性、工作

环境、薪酬福利、组织管理、职业晋升、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各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7]如何评价

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涉及评价维度和指标问题。“工作生活质量”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

美国汽车行业协会,到70年代逐渐被广泛使用。在此影响下,有关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

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有学者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加以实证。如彼斯

玛(D.M.Pelsma)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本质是一种主观体验,主要包括个人对自己工作生活环境的

满意程度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体验等,并且从薪水准备时间与家长的关系、学生兴趣等维度对公立

学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87%的公立学校教师对自己的工作生

活质量表示满意,并愿意继续从事教育事业;79%的教师对目前的职业表示非常满意;62%的教师

表示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从教[8]。随后,研究者从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和提升策略等方面对教师工

作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如:哈米迪(F.Hamidi)、莫哈马迪(B.Mohamadi)认为,组织条件、思维模

式和员工的幸福感等因素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有影响[9];维克斯特罗姆(R.A.Wickstrom)认为,

成就感、教学工作、师生关系、责任感等因素会影响教师工作生活质量[10];哈克曼(J.R.Hackman)

和奥德哈姆(G.R.Oldham)从公平的报酬、工作的安全性及健康条件、发挥和提升个人能力的机

会、深造与持续发展的机会、组织的社会协调性、组织的约束性、生活空间及员工生活的社会关联性

等8个维度提出工作生活质量的衡量维度与评价指标[11];国内学者罗儒国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

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教师工作成就感偏低、工作认可度不高、薪酬福

利满意度依然偏低、学校考评制度不尽合理、教师参与决策与晋升机会偏少、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社

会保障满意度偏低等方面[12]。孙钰华提出提高农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对策:建立发展性教师评

价机制;加强农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教育;重视农村教师的身心健康;加强贫困山区的文化建设,为农



村教师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13]。上述丰富的研究视角和评价指标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北京市的顺义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

昌平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等10个区县的乡村教师为主要调查对象①。课题组于

2015年9月至10月对北京市乡村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发放问卷2650份,回收问卷2580
份,其中有效问卷2431份,问卷回收率为97.36%,问卷有效率为94.22%。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教师调查问卷、座谈提纲和访谈提纲。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基础性条件(工作环

境以及住宿、膳食和交通条件)、发展性条件(校园文化、工作时间与强度)和保障性条件(医疗卫生、

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内容。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考察教师对工作生活的满意程度(如很不满

意、不太满意、基本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满意程度越高,分值越高(分别赋值为1、2、3、4、5
分)。课题组分别对北京市各区县教委领导和管理者、乡村学校校长和教师进行了座谈和一对一的

深度访谈。

三、调研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性条件

1.工作环境

“十二五”期间,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专项工程的推动下,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

件,比如学校校园环境、教室硬件设备和教师办公条件等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1所示,25.07%的乡村教师对学校工作环境感到“非常满意”,35.46%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满意”,

27.09%的乡村教师感到“基本满意”,8.47%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不满意”,3.91%的乡村教师感到

“非常不满意”。
表1 乡村教师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满意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93 3.91
比较不满意 201 8.47
基本满意 644 27.09
比较满意 843 35.46
非常满意 596 25.07

             注:缺失值为54。

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市乡村中小学校园环境的现场参观和对教师的访谈,了解到除极少数学校

由于平房改造过渡期间校址或新校址尚未确定外,绝大多数学校都完成了校舍改造更新和整体搬

迁。新搬迁学校还有配套的室内外运动和教学场所,如室内综合运动馆、健身房、体质监测室、心理

咨询室、图书室,室外乒乓球台、标准操场和塑胶跑道等等。乡村学校占地面积普遍较大,有的学校

充分利用了校园用地,开辟了校园生态走廊、学生生活体验基地等,营造了优美的校园环境。

目前,大部分乡村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新搬迁学校的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学校教

室配有标准的书桌、实验室、多媒体教室、音乐教室、舞蹈室、书画教室、体测教室、图书室。良好的

① 本文的调查研究对象“乡村教师”是指地理位置处于郊区村委会所在地中小学教师群体,而镇政府和区县政府所在地中小学

教师则排除在外。



教学设施为教育教学的开展提供了保障。乡村学校教师办公室宽敞、明亮,空调、采暖设备良好,教

师办公台式电脑、笔记本和网络配备齐全,无线网络在校园全覆盖。

2.住宿条件

问卷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20.94%的乡村教师对学校住宿条件感到“非常满意”,27.29%的乡

村教师感到“比较满意”,27.00%的乡村教师感到“基本满意”,12.66%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不满

意”,12.11%的乡村教师感到“非常不满意”。
表2 乡村教师对学校住宿条件的满意度

满意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288 12.11
比较不满意 301 12.66
基本满意 642 27.00
比较满意 649 27.29
非常满意 498 20.94

             注:缺失值为53。

近年来,乡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教师住宿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发

现,目前乡村寄宿制学校的教师宿舍均配备了冬天的采暖设备、空调和电视机,有的学校还为乡村

教师提供了公用洗衣机。虽然乡村教师住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是乡村教师午休房

不足、宿舍拥挤、洗澡设备缺乏等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教师宿舍的舒适程度有待提高。

(1)午休场地分布情况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乡村教师午休场地主要有办公室、宿舍、教师家中和教室等,具体分布为:

宿舍占62.82%,办公室占18.78%,教室占2.64%,教师家中占11.31%,无固定地点占4.45%。调

查数据表明,六成以上的乡村教师可以在宿舍午休,另有部分乡村教师只能在教室、办公室午休。

(2)宿舍拥挤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11.16%的乡村教师住单人间,14.28%的乡村教师住两人间,14.31%的乡村教

师住三人间,60.25%的乡村教师住多人间(4人及4人以上)。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乡村教师的宿

舍非常拥挤。

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乡村寄宿制学校教师3~4人住一间宿舍。一方面,宿

舍里没有厨房,教师无法改善饮食;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都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但教师住房空间过于拥挤,几位老师长期住在同一个房间,根本就没有隐私可言,而拥有独立的私

人空间则是大多数乡村教师所渴望的。

(3)宿舍洗澡条件

尽管绝大多数学校能够为乡村教师提供一定数量的宿舍,但从学校所提供的宿舍条件来看,乡

村教师学校宿舍洗澡条件不容乐观。调查结果表明,54.36%的乡村教师表示宿舍不具备洗澡条

件,仅有45.64%的乡村教师表示宿舍具备洗澡条件。

(4)购房情况

从乡村教师购房情况来看,七成乡村教师购买了住房,其中:57.81%的乡村教师购买了商品

房,8.45%的乡村教师购买了政策性住房(经济适用房、自住型商品房和两限房),3.52%的乡村教师

购买了小产权房,仍有三分之一的乡村教师没有购买房屋,这部分教师原来就是当地的居民,仍住

在当地平房或是无能力购房。

3.膳食条件

(1)膳食服务提供情况



目前,乡村学校配有学生和教师的专用食堂,并配有专用厨师,食堂干净整洁。调查结果表明,

所有乡村学校都能为教师提供膳食服务,其中:22.52%的乡村学校提供一餐(午餐),56.37%的乡村

学校提供两餐(早餐和午餐),21.11%的乡村学校提供三餐(早餐、午餐和晚餐)。

(2)膳食营养情况

调研发现,目前多数乡村学校能为教师提供早餐和午餐,同时为住校教师和值班教师提供晚

餐。但是,很多乡村教师普遍反映学校膳食质量总体不高,仅满足温饱而已。平时以蔬菜为主,肉

菜少,菜品少,营养不足。

3.交通条件

在本次调研中,交通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之一。北京市10个郊区县中有7个处于山

区,交通很不便利,给乡村教师上下班带来很大的不便。目前,大部分学校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

基本解决了乡村教师上下班的交通问题。受区县财政经费影响,每个区县的教师交通问题解决办

法不尽相同。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县采取全区统一购置校车,分配到各个学校,基本解决了教师交通

问题。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区县无法统一购置校车,则采取由学校租车的办法,或与区县交通部门协

商,用公交车定点接送教师,由区县财政适当补贴。

调查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23.92%的乡村教师对交通条件感到“非常满意”,25.26%的乡村教

师感到“比较满意”,27.83%的乡村教师感到“基本满意”,12.40%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不满意”,

10.59%乡村教师感到“非常不满意”。调查结果表明,乡村教师对交通条件的总体满意度不高。
表3 乡村教师对交通条件的满意度

满意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252 10.59
比较不满意 295 12.40
基本满意 662 27.83
比较满意 601 25.26
非常满意 569 23.92

             注:缺失值为52。

下面对乡村教师上下班乘车所花费的时间、乡村学校提供班车的情况以及乡村教师上下班搭

乘交通工具的情况进行统计和描述。

(1)乘车花费的时间

调查结果表明,乡村教师乘车从家到学校花费时间在半小时以内的占42.87%,半小时到1小

时之间的占35.54%,1个小时以上的占21.59%。

(2)学校班车提供情况

调查情况表明,52.17%的乡村教师表示学校为教师提供了校车,47.83%的乡村教师表示学校

没有为教师提供校车,也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乡村学校能够为教师提供班车,另有接近一半的乡村

学校不能提供班车。

(3)上下班搭乘交通工具的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乡村教师上下班以搭乘班车和私家汽车为主。乡村教师上下班搭乘的交

通工具按所占的比例大小排列依次为:私家汽车(26.82%)、班车(25.63%)、自行车(20.41%)、公共

汽车(21.17%)、电动车或摩托车(3.11%)、出租车(0.15%)、其他交通工具(2.71%)。

(二)发展性条件

1.人际关系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的直接体现,反过来,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



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实地调研座谈会中,乡村学校的校长、教师普遍认为,教师大部分都来自当地

乡村,比较淳朴,教师之间有的是邻居关系,有的还是师生关系,因此乡村学校人际关系相对简单,

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和谐。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45.36%的乡村教师对学校人际关系感到“非常满

意”,33.33%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满意”,16.42%的乡村教师感到“基本满意”,3.43%的乡村教师

感到“比较不满意”,1.46%的乡村教师对感到“非常不满意”。
表4 乡村教师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满意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35 1.46
比较不满意 82 3.43
基本满意 393 16.42
比较满意 798 33.33
非常满意 1086 45.36

              注:缺失值为37。

乡村学校虽然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城区,但学校教职工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学校工会经常组织

文体娱乐活动,如举办教职工拔河比赛、乒乓球比赛、爬山活动。这些活动能够有效缓解教师的身

心疲劳,释放工作压力,对促进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校长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

作用。

2.工作时间与强度

随着近些年来乡村教师供给不足加剧以及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乡村教师的劳动强度出现进一

步加大的趋势。下面对乡村教师的起床时间、在校时间、业余时间及其支配等情况进行统计描述。

(1)起床时间和在校时间

课题组调查了乡村教师的早晨起床时间和全天在校时间,发现乡村教师起床时间比较早。具

体情况表明,29.12%的教师在5:30之前起床,47.78%的教师在5:30-6:00起床,20.31%的教师

在6:00-6:30起床,2.79%的教师在6:30以后起床。

与此同时,课题组还调查了乡村教师的在校时间,结果表明,大部分乡村教师在校时间在10小

时及10小时以上。具体情况为:32.22%的乡村教师在校时间为10小时以下,33.17%的乡村教师

在校时间为10小时,34.61%的乡村教师在校时间在10小时以上。

(2)业余时间及其支配情况

个人支配的业余时间直接反映乡村教师的个人闲暇情况,也间接反映他们的工作强度。属于

乡村教师个人业余支配的时间少,个人闲暇时间也就少,工作强度就越大。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教

师下班以后属于个人支配时间小于1小时的占21.12%,1~2小时的占40.67%,大于2小时的占

38.21%。

上述调查数据表明,尽管乡村教师下班后属于个人支配时间的非常有限,但是乡村教师能够充

分利用有限的个人支配时间去做个人最需要完成的事情。对此,课题组对乡村教师业余时间的支

配情况进行了多项选择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乡村教师业余时间用于做家务占68.21%,用于

批改作业、备课或家访等占34.64%,用于教育子女占50.53%,用于娱乐占24.85%,用于健身占

15.87%。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乡村教师选择把业余时间用于做家务,其次是教育子女,第三是用

于批改作业、备课、家访等,最后才用于个人娱乐或健身。

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教师普遍起床时间早,在校时间长,个人下班后可支配的业余时

间短。造成乡村教师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强度大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乡村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加大了乡村教师的劳动强度。目前,乡村学校招聘新教师困难,



因此,很多乡村教师除了兼任多学科教学任务外,还要兼顾学校行政工作,甚至后勤管理工作。尤

其是乡村寄宿制学校,由于无法招聘到工勤人员,所有教师都要轮流住校值班,有的学校还需要教

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住校值班,以照看学生,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这样就势必加大了现有教

师的工作量,加大了教师工作强度。

第二,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对乡村教师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乡村教

师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新课程要求乡村教师具备跨学科教学理念和更强的综合实践能力,给

老教师和新教师带来更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教师拿出一定时间,学习、消化和吸收“新课改”相关知

识,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加以运用,因而相应地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强度。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乡村教师现实的工作生活状况给家庭甚至个人的婚姻大事都带来一定的

影响。一方面,持续增加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使得教师无暇照顾家庭和孩子。乡村学校师资力

量不足以及“新课改”给教师带来的双重压力,使他们身心疲惫。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乡村

教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工作压力,于是照顾家庭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势必引起家庭矛

盾,破坏家庭和谐。另一个方面,乡村教师的特殊工作状况会给年轻教师的恋爱婚姻带来一定的困

难。工作强度大、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利以及与外面世界接触的机会少,这些因素使得年轻的乡村

教师找对象困难,造成他们无法安心扎根乡村学校。

(三)保障性条件

1.医疗卫生条件

在医疗卫生方面,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16.65%的乡村教师对医疗卫生条件感到“非常满意”,

28.67%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满意”,32.59%的乡村教师感到“基本满意”,14.18%的乡村教师感到

“比较不满意”,7.91%乡村的教师感到“非常不满意”。
表5 乡村教师对医疗条件的满意度

满意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189 7.91
比较不满意 339 14.18
基本满意 779 32.59
比较满意 685 28.67
非常满意 398 16.65

              注:缺失值为41。

在社会保障方面,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21.04%的乡村教师对社会保障感到“非常满意”,

31.28%的乡村教师感到“比较满意”,30.61%的乡村教师感到“基本满意”,11.42%的乡村教师感到

“比较不满意”,5.65%的乡村教师感到“非常不满意”。数据表明,乡村教师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较

高,这主要是因为乡村教师对“社保改革”的敏感度较高,并且得益于北京市在全市推行“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全面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表6 乡村教师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

满意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135 5.65
比较不满意 273 11.42
基本满意 732 30.61
比较满意 748 31.28
非常满意 503 21.04

              注:缺失值为40。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教师取药难、医疗费用报销难等问



题,但是,教师体检次数少、体检机构等级低、体检项目不全、学校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仍然存在。

(1)体检频次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乡村教师能够参加定期体检,其中78.71%的乡村教师每年体检一次,

18.57%的乡村教师每两年体检一次,另有2.72%的乡村教师参加体检的时间和频次不确定。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乡村学校能实现全员每年一次体检,但是仍存在一部分乡村教师两年一

次体检或者男教师两年一次体检、女教师每年一次体检的现象,无法真正落实“一年一次体检”政

策。如果教师有潜在疾病,就无法及时发现和治疗。

(2)体检机构

在座谈中,大部分乡村教师认为,体检机构等级低,医疗设备落后。有的学校安排乡村教师在

当地镇卫生院或卫生所进行体检,由于体检设备相对陈旧、老化,容易误诊或不能及时发现相关疾

病,给乡村教师带来健康困扰和生命安全问题。

(3)体检项目

通过调查发现,乡村教师体检项目不全面,体检针对性不强。有的学校教师体检项目仍然是一

些最为普通的几大项,年年如此,没有变化。针对教师一些常见疾病或特殊疾病的体检项目较少,

难以达到体检的目的。

(4)学校医疗卫生条件

调查数据表明,59.41%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设立了医务室,57.56%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配备

了校医,29.62%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配置了医药箱,23.45%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办公室实行定期

消毒,其他情况占3.83%。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近六成乡村教师所在学校设置了医务室、配备了校

医,但是配置医药箱、对办公室进行定期消毒的学校所占比例却很小,大部分乡村学校医疗卫生条

件不尽如人意。

总体来说,教师看病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也是全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学校岗位比较

特殊,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有教师去看病,没有其他教师来代课,就无法正常教学。访谈中有的教

师表示,若是小病,就干脆不去看病,自己吃点药,强撑着身体,等到周末去看病。

2.工资待遇

在座谈中,各区县领导、乡村学校校长和教师一致认为,自从中小学校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以后,

教师的工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缩小了教师工资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但是,与社会其他

行业比较,教师工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

第一,乡村教师工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实施绩效工资制度以后,乡村学校教师的工资总

体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统计数据显示,与2009年相比,2013年北京市城镇教师工资水平提

高了58.46%,乡村教师工资水平提高了53.58%①,这与教师访谈结果相一致。

第二,绩效工资缩小了教师工资的内部差距,相对公平。调查结果显示,实行绩效工资前,2009
年县镇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小学教师工资差异为860元,实行绩效工资后,2013年二者

的差异为360元;中学教师工资在实行绩效工资前后差距分别为604元和96元。实行绩效工资政

策以后,不同区域教师工资差异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

第三,乡村教师工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与其他行业相比没有吸引力。尽管实行绩效工资以

后,乡村教师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其他行业相比,如与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相比,教师工资平均水平是最低的。比如2013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是教师

① 数据来自《2010中国统计年鉴》和《2014中国统计年鉴》。



平均工资的2.25倍,科技行业平均工资是教师平均工资的1.29倍,卫生福利业平均工资是教师平

均工资的1.25倍①。这些数据表明乡村教师的工资水平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较低的。数据显示,

2009年北京市教师平均工资为55420元,在北京市各行业中排名第10;2013年北京市教师平均工

资为82623元,排名第8(详见表7);2014年北京市乡村教师平均绩效工资为71600元②,虽有所

提高,但仍然低于全行业平均工资。教师行业具有较高的入职门槛,但乡村教师工资水平还没有达

到或仅接近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导致教师职业不受青睐。
表7 2009、2013年北京市各行业城镇教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及增长情况

2009
平均工资 排名

2013
平均工资 排名

增幅(%) 排名

全行业平均数 57779 93006 60.97
金融业 143187 1 206110 1 43.94 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00794 2 136599 2 35.52 8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77632 4 113206 3 45.82 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8061 5 112707 4 65.60 3
卫生、社会福利业 63081 6 109940 5 74.28 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7875 3 99743 6 28.08 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6647 9 99511 7 75.67 1
教育 55420 10 87820 8 58.46 4
采矿业 57031 8 82623 9 44.87 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61888 7 73563 10 18.86 10

    注:数据来自《2010中国统计年鉴》和《2014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北京市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乡村校园环境较好,教

师办公条件得到改善;乡村教师人际关系良好;乡村教师的住宿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宿

舍仍然拥挤;乡村学校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乡村教师上班交通很不方便;乡村教师食堂膳食服务有

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食堂膳食质量仍比较低;乡村教师的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高,但是教师体检

次数少、体检机构等级低、体检项目不全、学校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仍然存在;乡村教师起床时间

早,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强度大;乡村教师绩效工资增幅较大,但是总体工资待遇低,教师职业缺乏吸

引力。因此,针对北京市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乡村教师合理流动的激励机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

的战略任务,要求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均衡配置教师资源,实现区(县)域内教师交流轮岗,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各地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区(县)域内教师流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北京市各区(县)也相应地实施了区(县)域内的教师流动政策和措施,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从

实际来看,一方面,区(县)域内的一般教师流动主要采取区(县)域内横向流动的方式,而优秀教师

在纵向流动中“向下流动”的则比较多;另一方面,边远山区的乡村教师走出山区“向上流动”的机会

非常少。为了充分调动乡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应不断完善教师流动机制,为乡村教师提供“向上

流动”的机会。因此,建议允许任期满6年、考核合格的乡村教师提出调离乡村学校的申请。

①

②

数据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研究中心课题组《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研究报告(2014年)》,其中抽样调查区县包

含石景山、顺义、大兴、通州。

数据来自“北京市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调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统计。



(二)建立乡村优秀教师医疗救助绿色通道

在调研中了解到,乡村医疗条件较差,路途遥远,乡村教师看一次小病也需要花费一整天时间,

还需要调课。为了解决乡村教师看病难的问题,兼顾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和乡村教师的诉求,建议建

立乡村教师医疗救助绿色通道,给予区级及区级以上乡村骨干教师就医方便。比如,在市、区两级

部分定点医院开设乡村优秀教师就诊专用窗口,缩短教师排队挂号就诊的时间。在现行制度框架

内,各区、县要依法为乡村教师缴纳“五险一金”,落实乡村教师符合一定标准的免费年度体检制度。

要做好乡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重视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身心健康,预防教师过度劳累和心理问

题,提高教师身心健康水平,缓解教师职业压力,营造健康的教育环境。

(三)建设乡村寄宿制学校教师周转房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乡村学校近几年招聘了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与教师的访谈中了

解到,部分年轻乡村教师尚未结婚,仅靠工资收入难以购买住房。有些乡村教师所在学校距离城区

较近、交通便利,于是他们就会在城区周围租房,反之,只能在学校寄宿。这些年轻教师有活力,有

想法,是未来乡村学校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因此,从长计议,应更多地关心他们。建议有条件的区

(县)政府协调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适当考虑在城区周围建造一批乡村教师周转用房,如建造30~

60平米的一居或二居室,以租赁方式,按照一定条件分配给单身乡村教师和家庭困难教师,改善乡

村教师的住宿条件。另外,建议将乡村寄宿制学校教师周转房纳入现有政策性住房保障体系中,让

乡村教师享有优先购买权,缓解乡村寄宿制学校教师住房压力。

(四)合理提高乡村教师膳食补贴,妥善解决乡村学校交通问题

在本次调研中,不少乡村教师反映学校食堂膳食质量有待提高。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也发现很

多乡村学校食堂菜单中素菜多、荤菜少。在访谈中,教师抱怨食堂膳食差,而校长则表示有苦难言。

其中主要原因是学校食堂膳食标准低,一方面学校对食堂膳食标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随着物价水

平的上涨,原有食堂膳食标准自然不能满足教师对食堂膳食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食堂膳食补助

经费的一部分也要用来支付学校食堂厨师和服务人员的工资,但随着用人成本的快速上升,食堂职

工的工资支出增加,真正用于食堂膳食的经费却减少,因而导致食堂膳食质量降低。食堂膳食质量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乡村教师的营养健康。因此,各区县主管部门要按照当前市场价格,适当调整学

校食堂膳食补助标准,保障乡村教师食堂膳食质量,改善乡村教师生活。

乡村学校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是乡村教师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北京市不少区县地处偏远山

区,与河北省接壤,山高地远,交通条件较差。调查中发现,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区县,接近一半

的乡村学校没有校车,给乡村教师往返学校带来不便。为了确保乡村教师安全方便出行,各区县政

府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协调相关部门,通过公交车专线、学校公车专用和私家车拼车等多种方

式,解决乡村教师往返学校的交通问题,确保交通安全,并提供适当的交通专项补助。

(五)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合理量化和安排乡村教师工作量

根据乡村教育实际需求,要加强乡村教师的“本土化”培养,探索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模式。各区

县教育部门要定期做好乡村教师周期性的供求预测工作,及时上报本区县师资缺口的学科和数量。

市级教育部门要统一协调市属师范院校,相应地调整市属师范院校的招生规模和生源结构,把师范

院校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到各区县,让师范生享受免费师范教育和乡村师范生年度奖学金。探索师

范院校与职业院校合作培养模式,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同时,有条件的乡村寄宿制学

校要按寄宿学生规模配备生活指导教师,减轻乡村教师非教学工作量。无条件配备生活指导教师

的乡村学校要合理计算教师兼任生活指导工作的工作量,并把该工作量计入乡村教师的工作总量,

适当增加绩效工资。



(六)建立市级统筹的乡村教师差别化的山区津贴和补贴标准

目前,乡村教师的山区津贴和补贴标准由各区县制定,因此每一个区县的补贴标准也不一致。

为了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需要尽快建立由市政府统筹,由市财政划拨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提

高乡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山区津贴、补贴标准。按照各区县实际情况,可依据不同岗位和乡村学

校任教年限等,为乡村教师提供不同的山区津贴和补贴。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建议山区津贴、

补贴标准为每月2000~3000元(此项经费不占原有绩效工资、山区津贴、补贴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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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QualityofTeachersWorkandLifeinRuralSchools
———BasedontheSurveyof2431RuralTeachersinBeijing

LAIDexin,YUXia,LIYifei
(BeijingEducationalScienceAcademy,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Fromthestudysampleof2431teachersfrom80ruralschoolsinBeijingin2015,thispaper
analyzesthecurrentsituationofteachersworkandlifeindifferentaspects,suchasofficialcondi-
tions,campusculture,accommodations,traffics,foods,medicaltreatments,workingtimeand
strength,wagesetc.Somestrategiesareputforwardtoimprovethequalityofworkandlifeofrural
teachers:theIncentivemechanismfortherationalflowofruralteachersshouldbeestablished;to
foundeasyaccessformedicalassistancetooutstandingteachersinruralschools;toconstructturnover
houseofruralschoolteacher,toimprovefoodsubsidies;toproperlysolvethetrafficproblemsinru-
ralschools;toexpandthesupplementchannelsforruralteacher;reasonablyquantifyandscheduleru-
ralteachersworkload,andestablishthedifferentmunicipalcoordinatedallowancestandardsamong
ruralteachers.
Keywords:ruralteacher;statusofwork;qualityoflife;teacherflow;teacher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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