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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资助的公平使命及其对
师范教育秩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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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师范生实行资助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为充实和稳定本国教师队伍而普遍采取的措施。师范

生资助的公平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府对师范生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对师范教育的财政投入以及

对师资配置的调整和引导。政府对师范生的资助影响着师范教育的整体秩序,主要影响生源数量和质量以及

师资队伍的结构。公平是师范生资助的内在诉求与价值取向,因此,师范生资助一方面应加强针对性,着眼于

师资供应现状;另一方面应注重灵活性,根据师资供应的变化及时调整,从而促进体现公平价值取向的师范教

育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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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师范生实行资助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充实本国教师队伍、确保教师队伍的稳定、促进

教师队伍的发展而普遍采取的措施。师范生资助是指为接受师范教育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或经济

补偿。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为本国师范生提供资助。结合学费政策,师范生资助主要有三种

类型:免费加助学金资助、收费加贷学金资助、收费加混合资助。任何一项资助都面临着公平与效

率等价值取向的选择,从而影响到资助系统内外秩序的建立。对于师范生资助而言,公平是其应坚

持的价值取向,建立体现公平的师范教育秩序是其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师范生资助的公平使命体

现在哪些方面? 师范生资助政策的实施对师范教育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何建立体现公平的

师范教育秩序? 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强调教育公平、重视共享发展理念、师范生免费

教育政策陷入困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全面推行的背景下,探讨师范生资助的公平使命及其对师

范教育秩序的影响,可以为我国师范生资助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师范生资助的公平使命

在欧洲,师范生资助可以说与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又与近

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1681年,拉萨尔在法国创立了世界上

第一所师资培训学校,标志着师范教育的诞生,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真正意义上的师范生资助才开

始出现。在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以前,正式的师范生培养机构尚未建立,那时的教师主要是通过教会

或慈善机构来培养,因而那时对教师培训人员的资助主要是基于慈善和宗教的目的。直到近代师

范教育出现以后,有关师范生资助的理念才逐渐形成,并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师范生资

助的公平理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得以发展。师范生资助的公平理念与使命大致体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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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
(一)政府对师范生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

师范生资助的对象是师范生,因而师范生资助的公平使命首先要求政府对师范生实行人力资

本投资补偿。师范生是有别于一般大学生的特殊群体,师范生资助也有别于一般大学生资助,体现

着不同于一般大学生资助的公平理念。
一般大学生资助最初是基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这一理念认为:“能力相同的青年,不论

其性别、种族、地区、社会阶级如何,皆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社会各阶层的青年,对于教育皆有相

等的机会参与比例;社会各阶层的青年,具有相等的机会以获得学术的能力。”[1]这种公平理念强调

起点公平,重视为不同的学生提供相同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基于这种公平理念而提供给大学生的

是免费加助学金的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通过对免费加助学金资助政策的反思却发现,这
种资助并未大幅度地提高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因此,在对公平的内涵进

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各国开始区分资助中体现的“均等性公平”和“分配性公平”。“均等性公平”
具有“横向性”和“均等性”;而“分配性公平”则具有“纵向性”和“不均等性”,以人的绩效来确定分配

的标准。在政策方面,各国资助政策的公平目标扩大了,公平的衡量指标增加了,且更加精细,资助

的方法也从单一的“均等性资助”(免费加助学金),转向不均等与均等结合的资助(奖学金、贷学金、
减免学费、勤工俭学等)[2]。究其实质而言,这种转变是将原来的“起点公平”进一步扩展到“过程公

平”,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师范生资助是一种专门针对师范生的特殊资助。之所以要给予师范生资助,是因为考虑到师

范生与一般大学生的区别以及师范生毕业之后将从事的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教师职业

虽然属于专门职业,但是与律师、医生等其他专门职业相比,教师职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明显偏

低。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非常普遍,既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详见表1),也出现在许多

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对教师工资待遇的不满已经成为当前美国教师流失的重要原因[3]。因此,
许多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专业时,不愿意选择师范专业,不愿意未来从事教师职业。“付出与回报

相匹配是保障专门职业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稳定的重要机制。”[4]所以为了保证“付出与回报相匹

配”,维持教师职业与其他专门职业的平衡,各国政府都积极地通过资助的方式给予师范生人力资

本投资补偿,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投资与回报相匹配的“结果公平”,以此来确保学生愿意选择师范专

业,愿意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
从资助目的与资助对象而言,师范生资助并非像一般大学生资助那样是为了促进“起点公平”

和“过程公平”,而是为了促进“结果公平”而给予师范生人力资本投资补偿。
表1 2015年中国十六大行业年均薪酬排名

行业 薪酬(人民币/元) 行业 薪酬(人民币/元)

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 101802 房地产业 5270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0392 批发和零售业 51395
电、热、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 73513 教育 5115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8247 制造业 472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4919 水利、建筑业 4523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9138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3959
采矿业 5692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8361
卫生和社会工作 54540 住宿和餐饮业 35133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联网直报平台企业不同岗位平均工资情况[ED/OL].(2016-05-13)[2016-10-24].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5/t20160513_1356094.html.

(二)政府对师范教育的财政投入

根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的定义,社会产品一般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介



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来说具有三大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
共产品不能分割享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任何个人消费不影响其他人对同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任何人消费公共产品都不排除其他人消费)。”[5]私人产品则具有效用的可分割性

(私人产品可以分割享有)、消费的竞争性(消费者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产品的消费)和受益

的排他性(一个人消费私人产品就排除了其他人消费该产品)。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

产品之间的产品,具有“混合属性”,也就是说不完全符合公共产品的三大特性———不可分割性、非
竞争性、非排他性。产品属性存在差异,其外溢效应也存在巨大差异。对政府而言,应该将更多的

公共财政投向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社会产品;对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社会产品,则应该依据“受益

原则”由私人自己来支付购买。
目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已基本形成共识,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产品属于准公共产

品。但是,对于师范教育的产品属性却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师范教育产品或师范教育服务是公

共产品,也有学者认为师范教育产品是准公共产品[6]。不过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师范教育产品相较

于其他高等教育产品,其公共产品的属性要多一些,而私人产品的属性要少一些。师范教育通过培

养中小学教师,带给全社会共享的外溢利益,具有显著的“外部正效应”,并且这种“外部正效应”(对
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功用)远大于其他各类教育。在我国1980年6月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

上师范教育就被视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由此可以看出师范教育产品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依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的公共财政应该主要投向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正是因

为师范教育相较于其他高等教育产品更具公共产品属性,所以政府应该对师范教育给予更多的公

共财政投入。从公平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政府对师范教育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具有较强公共产品属性的社会产品,由于其产品属性的缘故,私人往往缺乏投资的积极

性,如果政府不加大财政投入,就会造成该类产品的供应不足,进而影响到整体社会的公共福利。
在市场机制运作下,师范教育的“外部正效应”容易导致师范教育的供给不足,并且其“外部正效应”
也容易导致人们对师范教育的消费不足,出现师范教育供求失衡。因此要保证师范教育的有效供

给,就必须明确使命,由政府主办师范教育,进行财政投入和资源配置,并出台促进师范教育消费的

政策。师范生资助作为政府的一种财政投入,显然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在一

定程度上吸引学生报考师范专业,鼓励和引导师范教育消费,推动师范教育的发展。
(三)政府对师资配置的调节与引导

师资配置中的地域差异与学科差异是当前世界各国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前,世
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差异,因而造成了教师供应的地域失衡现象。就一般情

况而言,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教师供应充足,且教师队伍素质高;而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教
师供应不足,且教师队伍素质偏低。这反映了世界各国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师资配置地域差异问

题和学科不均衡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中小学教育普遍实行分科教学,课程设置中也普遍存在核

心课程与非核心课程的区分。由于不同学科和课程的要求不同,工作压力、教学评价也各不相同,
因而导致不同学科的师资在数量供应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以美国为例,数学、阅读、科学、双语教

学、外语、特殊教育等学科的教师就极其紧缺。而师资配置的学科不均衡又常常与师资配置的地域

差异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紧缺学科的师资供应方面困难重重。
对于教育而言,公平不仅应体现在硬件设备等物质资源的均衡配置方面,更体现在均衡的师资

配置方面。面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存在的教师供应不足以及教师队伍素质不高的问题,面对一些

学科师资供应紧缺的问题,仅通过市场调节显然难以实现师资的合理配置,因而需要政府采取相应

的措施来加以调节和引导,这样才能促进教育公平。师范生资助正是为了调节师资配置、促进教育

公平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任何一项资助政策,其制定与执行都肩负着一定的政策使命,因而往往会限定资助的对象,设



定有针对性的资助条件,通过调节和引导的方式来确保资助目的的实现。师范生资助作为专门针

对师范生群体的资助政策,肩负着优化师资配置的使命,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师资配置的均衡,实现

教育公平。为此,各国政府为去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任教的师范生提供特殊资助,从而引导和激励更

多的师范生去这些地区从教,缓解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教师供应不足的问题。例如美国的“未来教师

资助计划”(TEACHGrantsProgram)旨在通过每年提供4000美元的学习费用,资助、引导学生去

贫困地区学校任教[7]。除此之外,各国政府还通过差额资助的方式鼓励和引导学生学习紧缺学科

的师范教育课程,从而培养更多的紧缺学科教师,消除师资配置中学科不均衡的问题。例如英国的

PGCE资助就为选择不同学科课程的学生提供差额资助[8],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学生学习紧缺学

科的师范教育课程。
师范生资助作为一种调节师资配置的重要经济手段,通过引导师范生选择紧缺学科,学习相关

专业课程,鼓励师范生去师资薄弱地区从教,从而调节师资配置,促进教育公平。

二、师范生资助对师范教育秩序的影响

秩序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社会学认为社会秩序是指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与有序状态。社会

秩序的维持依靠各种规范和一系列制度。一方面,当社会发生变化与转型,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维

持,导致社会失范。正如涂尔干所言:“失范是社会所倡导的文化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的制

度化手段之间的断裂或紧张状态。”[9]当社会失范,要重新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就需要建立新的社

会规范。另一方面,确立新的规范常常会打破已有的平静,引发社会短期的不适应。对于什么是师

范教育秩序,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与概念界定。根据学界对社会秩序的界定,笔者认为所

谓师范教育秩序是指在一定的政策和社会背景下,师范教育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动态平衡与有序

状态。如前所述,师范生资助是一种鼓励学生选择从教的重要经济手段,具有引导和调节的功效,
它的实施对学生报考师范专业以及未来师范生的就业去向都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进而促进师资配

置的均衡,推动师范教育的有序发展。
(一)对师范教育生源的影响

师范生资助对师范教育秩序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师范教育生源数量与质量的影响,进而推动整

个师范教育的有序发展。

1.对师范教育生源数量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师范生资助以增加师范生数量。由于师范教育未来能够带给师范生的收益率与

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相比偏低,导致许多学生不愿意选择师范教育专业,造成师范教育生源数量不

足。这是市场规律作用下学生自由选择的必然结果。为此,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许多国家的政府往

往会采取师范生资助的方式,通过提供免费教育和助学金来吸引学生报考师范专业,从而缓解在市

场机制作用下师范生供应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因为特殊社会背景等原因,对本国的师范生

资助政策进行调整,减少对师范生的资助额度,甚至对师范生和一般大学生实行相同的资助政策,
以此调节原有的师范生数量。例如我国从1997年开始,将以往师范生享有的免费加助学金的资助

政策调整为同一般大学生一样的资助政策,即收费加混合资助,于是就造成了我国师范专业报考人

数减少,师范教育生源数量减少。概括而言,通过实施不同的师范生资助政策既可以增加师范教育

生源数量,也可以减少师范教育生源数量。

2.对师范教育生源质量的影响

由于师范教育能够带给师范生的经济回报相对偏低,因而导致许多优秀的中学生不愿意选择

接受师范教育专业,进而就影响师范教育的生源质量。如何提高师范教育的生源质量,如何让更多

优秀的中学生愿意接受师范教育、愿意未来从教,是当前许多国家政府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

对于那些师范教育发达的国家,在解决了师范教育生源数量供应不足的问题后,如何提高生源质量



成为了进一步发展师范教育的当务之急。为了解决生源质量问题,各国政府往往采取师范生资助

措施。与提高师范教育生源数量的资助不同,为了提高师范教育生源质量而实施的资助往往会在

资助条件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对资助者的学业水平或接受的高等教育学历层次提出相应的

要求。例如:日本政府对师范生的资助只提供给师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英国也只为参加教育硕士

学位课程(PGCE)学习的学生提供额外资助,并根据学生本科毕业时获得的学位等级(Degree
class)给予差额的资助,学位等级越高资助额度越大[10]。如表2所示,2016—2017学年英国针对参

加教师培训课程学生的资助直观地反映了这种针对不同学业水平学生的差额资助情况,具有博士

学位或拥有一等本科学位的学生参加教师培训课程获得的资助额度最高。正是通过这种有差别、
限定条件的师范生资助,师范教育的生源质量逐渐发生变化,更多优秀的学生得到资助,接受师范

教育,从而提升师范教育整体的生源质量。为优秀的学生提供资助或给予优秀学生更多的资助是

提高师范教育生源质量的重要手段。
表2 2016-2017学年英国教师培训资助情况

                                         单位:英镑

学科 奖学金

助学金

一等本科学位

或博士

二等(上)本科

学位或硕士

二等(下)
本科学位

其他

物理 30000 30000 25000 25000 9000
数学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9000
语言 ——— 25000 25000 20000 0
化学、计算机 25000 25000 20000 20000 0
生物 ——— 20000 15000 15000 0
地理 ——— 15000 15000 15000 0
设计与科技 ——— 12000 9000 0 0
英语、历史、音乐、体育 ——— 9000 4000 0 0

       数据来源:DepartmentforEducation.Bursariesandfunding[ED/OL].(2016-06-21)[2016-10-24]https://

   getintoteaching.education.gov.uk/funding-and-salary/overview.

(二)对师资队伍的影响

师范生资助对师资队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师资队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

1.对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的影响

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每年新增教师的数量与整体素质,由此形成稳定的

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一方面与师范生数量与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与师范生毕业后从教

者的数量与素质有关。通过资助政策的调整提高或降低师范生的数量,进而影响未来可能从事教

师职业的准教师数量。通过资助政策的有关规定,限定师范生的资助条件,明确师范生毕业后应承

担的义务,从而确保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师范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以我国的师范生免费教育

政策为例,一方面为师范生提供免费教育,另一方面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从教十年,否则就是违

约[11]。美国的未来教师资助项目(TEACHGrant)也规定学生必须达到GPA要求(3.5以上)并承

担相应的义务,以确保师资队伍的数量与质量。

2.对师资队伍结构的影响

师资队伍结构主要包括学历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称结构、师资配置等。师范生资助对

师资队伍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历结构以及师资配置方面。一项师范生资助政策的出台,往往

通过限定资助条件能够对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通过资助的

方式提升本国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如上文中提到的日本和英国的师范生资助政策都规定资助对

象仅为选择学习师范教育课程的研究生。为这些研究生提供特别资助,以此吸引更多的学生在本

科毕业后选择研究生师范教育课程进行学习,从而提高未来教师队伍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师资比



例,改变原有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而师范生资助对师资配置结构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区域师资

配置、学科师资配置等方面。与鼓励学生选择研究生师范教育课程类似,师范生资助也可以通过设

定相关的资助条件和相应的资助金额,引导师范生毕业后去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任教,鼓励毕业生担

任紧缺学科教师。只要政府所提供的师范生资助,其力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设置的条件具有针对

性,就能有力地促进更多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去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任教,就能解决紧缺学科师资不足

的问题,从而有效地改善师资配置的失衡状况,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三、完善师范生资助政策,构建体现公平价值取向的师范教育秩序

师范生资助肩负着公平的使命,其实施影响着师范教育秩序特别是影响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
公平是师范生资助的内在诉求与价值追求,师范生资助需要建立起体现公平的师范教育秩序与师

资队伍秩序。那么各国的师范生资助应该如何建立起体现公平价值的师范教育秩序呢?
(一)师范生资助应有针对性

师资供应现状是制定师范生资助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师资供应现状是多方面情况的集中反

映,从中可以分析师范专业的吸引力与报考情况,了解师范教育的生源数量与质量以及师范生的从

教意愿,进而分析从教意愿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由此我们就能够发现现有师范教育与师资

配置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这些不公平所形成的师范教育秩序虽然稳定但是却并不合理。师

范生资助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调整和改变不合理的师范教育秩序,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师范生资助需要基于公平目的来建构师范教育秩序。首先,师范生资助应有助于为师范教育

提供有质量的充足生源;其次,师范生资助应有助于保证师资队伍供应的数量与质量;最后,师范生

资助应有利于师资队伍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师资配置结构的均衡。基于这三方面的目的,师范生资

助必须具有针对性,着眼于当下的师范教育状况,通过设置有针对性的资助条件与规定,解决其中

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形成新的师范教育秩序。比如:给予师范生额外的经济资助,以增加师范教育

的生源供应数量与质量;给予去偏远地区从教或从教于紧缺学科的师范生更多资助,以确保偏远地

区和紧缺学科的师资供应。
(二)师范生资助应有灵活性

师资供应情况的变化,除了受师范生资助的影响外,还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譬如社会整

体的就业状况、教师相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当社会大环境发生改变时,已有的师范教育

秩序与师资队伍秩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由此就会造成以往具有针对性的师范生资助政策变得难

以适切,不能有效实现公平的价值诉求。因而当社会的教师供应特点发生变化时,师范生资助政策

也必须随之进行调整,促进公平目的的实现。以我国为例,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我

国每年逐增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而教师职业因为其稳定性

强、收入有保证,开始越发受到大学生的追捧。近几年我国各地的教师招考都呈现出逐年火热的局

面。在如此的现实社会大背景下,教师供应数量不足已经不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当前我们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正转变为教师供应充足背后存在城乡差异的结构性问题以

及如何提高师资队伍质量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的师范生资助政策必须随着

教师供应情况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与完善。
师范生资助应根据师资供应变化趋势及时调整,注重政策自身的灵活性。在以开放、自由为核

心的市场化原则与以权力、义务为核心的法制化原则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的时代背景下,政策

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体现“以人为中心”,一切基于学生自愿的选择,重视学生的发展,尊重学

生的选择,保障学生任何阶段退出的合法权利,杜绝死板和强制。灵活自由本身就是就对人性的尊

重,也体现着公平。
综上所述,师范生资助除了需要具有静态的针对性,在实施与执行时着眼于师资供应现状与特



点外,更需要具有动态的灵活性,根据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教师供应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唯有如

此方能让师范生资助政策所形成的师范教育秩序真正体现公平的价值取向。本文仅从理论上对师

范生资助的公平使命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探讨如何建立体现公平价值取向的师范教育秩序。关

于我国师范生资助面临的具体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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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ndingofnormalstudentsisawidelyusedmeasureforgovernmentsoftheworldtoprotect
theirquantityandstablestructureofteachersandstudents.Behindthecontainsofteachereducationon
students'fair,fair,fairallocationofteachers,italsoaffectsthenormalorderofeducationandteach-
ingstafforder.Reflectthefairvalueofthenormalstudentsfundingneedstoestablishanordereduca-
tionandteachers'structure,whichontheonehand,studentsneedtohave,focusingontheexisting
teachersupplystatus;Studentsneedflexibilityontheotherhand,accordingtothechangeofteacher
supplytimelyadju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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