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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
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及破解路径

唐 智 松,刘 童,罗 丽,张 迪,崔 靖 晨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农村中小学校女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自身的女性特质从内部支持其生育两个孩子;家庭人员数

量、经济状况和女教师学历层次从外部支持其生育两个孩子。但生育两个孩子也给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带来了

职业发展、个人提升、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是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实施带来的遗留问题,也

反映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全面两孩政策”形势下的不适。因此,首先需要国家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常规化

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需要学校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常规化配置师资队伍,助推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

发展;最后需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基础上促进自身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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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1月1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两孩政

策”)[1]。社会不同群体对这一国策虽然从总体上较为支持,但付诸行动的响应程度不一,其中引起

人们注意的是中小学女教师“扎堆”生育的现象,由此也导致一些中小学校对女教师生育采取“排
队”的措施,以便缓解突然出现的教学缺岗难题[2]。当中小学女教师成为生育两个孩子的“主力军”

时,问题也就出现了,如女教师享受国家“全面两孩政策”的自由与学校对女教师生育的要求和限

制、女教师履职的要求与照顾两个孩子的需求、持续提升自我的良好愿望与因照顾两个孩子而被迫

放弃提升的无奈等矛盾。需要对这种新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理论澄清,以便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

施奠定基础,促进中小学女教师职业发展。本文以职业发展、个人提升、社会生活为基本维度分析

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结合影响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探讨“全面

两孩政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摆脱职业生涯困境的路径以及促进其职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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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首先,通过对一系列指标的调查以了解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基本情况,如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群

体的适婚年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和睦程度、工作压力、社交状况、职业发展期望、生育两个孩子

的意愿以及产后返岗的打算。其次,通过调查来揭示“全面两孩政策”给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

生涯带来的影响,如“全面两孩政策”对女教师职业发展、个人提升、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影

响。再次,探讨支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内部、外部因素,以便进一步了解女教师生

育两个孩子的意愿。最后,从国家法律及政策修订、学校决策及实施调整、女教师自我协调与提升

等角度探究“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的破解路径。
在调查研究环节,我们自编了“‘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调查问

卷”,问卷包括7项基本信息题、19道客观题和4道主观题;问卷包括职业发展状况、对专业工作的

影响、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个人发展的影响4个维度。问卷的客观题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回
收问卷后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并使用描述性统计、单因

素ANOVA、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根据可靠性分析测得量表整体信度为

0.795;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的整体效度为0.775,在保证每个维度不少于3个题项的条件下,
将量表分为4个维度,并对各个维度内部题项进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均得到95%以上的题项显

著相关,由此证明问卷测得的数据真实有效。

二、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对河北、河南、湖北的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13所农村中小学校的女教师进行随机

抽样,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份。样本涉及不同户籍所在地(包括城市和农村)、不同教

育阶段、不同学历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女教师数量较多(约占七成),具有研

究生学历的女教师数量较少,具有大专学历的女教师数量更少,半数以上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为三

口之家(见表1)。
表1 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基本信息统计

变量 类别 人数(N) 百分比(%)

学历

大专 11 2.79
本科 60 69.77

研究生 15 17.44

任职学校

小学 31 36.05
初中 19 22.09
高中 36 41.89

户籍所在地
农村 46 53.49
城市 40 46.51

家庭成员数量

1人 1 1.16
2人 7 8.14
3人 51 59.30

4人及以上 27 31.40

  (二)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及支持因素

1.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

通过调查及相关数据统计,了解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对生育两个孩子的态度,其中表示支持生

育、矛盾、其他、不在乎、反对的教师比例分别是:58.14%、11.63%、1.16%、19.77%、9.30%(见表2)。



表2 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

次数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支持 50 58.14 58.14 58.14
矛盾 10 11.63 11.63 69.77
其他 1 1.16 1.16 70.93

不在乎 17 19.77 19.77 90.70
反对 8 9.30 9.30 100.00
总计 86 100.00 100.00

  这组数据表明,近六成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如果把矛盾、其他、不在

乎的3组群体可能会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纳入考虑,那么,表示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农村中小

学女教师比例更高。因此,多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有着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

2.支持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因素

为了探讨、揭示支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因素,课题组对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
个别访谈,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1)影响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外部因素

调查问卷结合社会背景及教师现状,设置了学历、家庭成员数量、家庭经济状况、任职情况、户
籍所在地5个自变量,对统计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仅家庭成员数量、家庭经济状况、个人

学历层次3个因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支持效果显著。
第一,统计表明,家庭成员数量对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意愿的影响极其显著(p=0.009<0.01,

见表3)。其中,家庭成员数量偏少(仅有2人)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普遍对生育两个孩子的热情不

高;但家庭成员数量较多(4人及以上)的女教师表现出较强生育意愿。可见,家庭成员数量越多越

支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
表3 家庭成员数量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群组之间 20.28 2 10.14 4.97 0.009
群组内 171.33 84 2.04
总计 191.61 86

  第二,统计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态度的影响极其显著(p=
0.001<0.01,见表4)。其中,家庭经济状况很好的女教师非常愿意生育两个孩子,而家庭经济状况

较差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
表4 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群组之间 38.99 4 9.75 5.24 0.001
群组内 152.63 82 1.86
总计 191.61 86

  第三,统计表明,学历层次的高低对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态度的影响极为显著(p=0.01,见
表5)。其中,大专和本科学历相对研究生学历的女教师更愿意生育两个孩子。可见,农村中小学

女教师学历层次越低,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就越强(见表6)。
表5 学历对于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态度的影响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群组之间 20.08 2 10.04 4.92 0.01
群组内 171.52 84 2.04
总计 191.61 86



表6 学历对于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态度的多重比较

(I)学历 (J)学历 平均差异(I-J) 标准错误 p
研究生 大专 1.64 0.55 0.004

本科 0.98 0.39 0.014

  综上可见,支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主要因素是家庭成员数量、家庭经济状况、
学历层次。

(2)影响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内部因素

为了分析支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内部因素,课题组在13所中小学校中各选取

了1~3位生育适龄的女教师进行了访谈。综合访谈内容发现支持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

两个孩子的内部因素是:其一,教师工作有相对较长的寒暑假,利用学期开始和结束的时段,可以调

节出大半年时间来生育孩子,其职业特点支持生育两个孩子;其二,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认为自己在

孩子小学阶段拥有“上班的同时携子上学”的方便,可以节省精力,因而从时间和精力上支持生育两

个孩子;其三,第二个孩子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自己任职学校入学就读,教育费用相对较低(甚至还

会享受优惠),因而从教育成本上支持生育两个孩子;其四,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觉得生育两个

孩子不但可以消除“失独”的潜在危机感,而且也有利于第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还能更好地发

挥自己作为教师的作用,因而从家庭教育方面支持生育两个孩子。此外,通过访谈还发现,一些年

纪较大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为自己错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机会而深表惋惜。
(二)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的影响

1.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的当前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其现阶段职业生涯的影响极其显著

(p=0.049<0.01,见表7)。这表明生育两个孩子对于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现阶段的职业发展产生影响。
表7 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现阶段职业生涯的影响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群组之间 15.535 1 15.535 3.996 0.049
在群组內 326.558 84 3.888

总计 342.093 85

  2.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的未来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未来职业发展、个人提升、社会生活

等职业生涯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显著(见表8)。这表明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今后的

职业生涯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表8 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职业影响

群组之间 268.13 4 67.03 4.94 0.001
群组内 1112.58 82 13.57
总计 1380.71 86

社会生活影响

群组之间 196.79 4 49.2 5.62 0.000
群组内 718.13 82 8.76
总计 914.92 86

个人发展的影响

群组之间 160.43 4 40.11 4.36 0.003
群组内 754.43 82 9.2
总计 914.85 86

  第一,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极其显著(p=0.001<0.01)。
这说明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群体带来诸多困难,如职业发展前景受限、专业提升空间



或提升精力不足,甚至会对其原有的职业规划造成影响。
第二,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个人发展的影响极其显著(p=0.003<0.01)。

这说明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诸如观念转变、生活规划、精神压力、事务处理、产后恢

复与返岗等个体发展方面,均有所影响。
第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其显著(p=0.000<0.01)。

这说明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群体带来了诸如精神和物质负担增加、个体自由支配时

间减少、个人生活娱乐比例降低、社会活动交往趋于减少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
同时,通过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对职业发展、个人发展、社会生活与职业生涯困境四项进行相关

性测试。结果显示,职业生涯困境与其余3项均呈显著的正相关(见表9),说明这3个方面对农村

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生涯困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三者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
表9 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各维度的相关系数(皮尔逊相关系数)

职业发展 社会生活 个人发展

社会生活 0.528***

个人发展 0.364*** 0.087
职业困境 0.866*** 0.729*** 0.538***

  上述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职业发展、个人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三、分析讨论与对策建议

(一)分析讨论

综上所述,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具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支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

个孩子的因素来自女教师的家庭和自身两个方面。同时,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

生涯带来了诸多影响。下面就生育两个孩子对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影响的原因进行探讨。
首先,现代学校盛行“工厂式”流水线的管理模式,人员安排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女教师生育

两个孩子时近一个学期的离岗带来了教学人员不足的问题,由此可能对其造成负面的职业影响。
同时,女教师因为生育两个孩子而造成的离岗自然减少了对单位的贡献,也会影响学校对女教师职

业发展的支持[3]。
其次,生育两个孩子需要女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陪伴孩子和家庭,这势必挤压女

教师的个人发展的时间,延缓专业发展。同时,生育两个孩子带来陡增的家庭开支及经济负担,也
会降低对女教师个人发展的支持[4]。

再次,在学校这个现代职场中,女教师与男教师一样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但女教

师因为生育两个孩子而较长时期离岗、返岗后投入不足等问题,影响了她们的职业形象。同时,再
加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印象,进一步降低了学校对女教师职业发展、个人发展及社会生

活的支持。
最后,通过调查统计发现,学历层次越低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其生育两个孩子意愿越强,这一

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与提升学历层次在时间、精力上的

冲突。因为这些女教师在孕育、哺乳及教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确实难以保证有时间、精力去规划

职业发展、提升学历层次、提高专业水平,从而妨碍她们职业的发展。
(二)对策与建议

1.澄清认识

首先,澄清对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所面临的问题的认识。上述所谓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

个孩子影响其职业发展、个人发展、社会生活的问题,其实是认识有误。其一,不能像要求男教师那



样要求女教师不生育、不离岗,这个是由性别和生理差异及其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忽视了这一点,
就忽视了人性[5]。其二,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也是男教师不可能完成的特殊“任务”,绝对不能抹杀

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的社会贡献及家庭作用[6]。其三,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对单位工作安排的“扰
乱”,不是生育本身的问题,而是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人事编制及安排在“全面两孩政策”下遭遇

的挑战。忽视了这一点,将会成为法律政策刻板执行下的“奴隶”。
其次,支持广大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上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生

育两个孩子的意愿,这是一个值得赞许、支持的现象。因为生育两个孩子,不但具有增加社会人力

要素、促进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化、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等作用,还具有增添家庭生活生机、发挥

女教师职业优势等作用。再者,生育两个孩子也是法律赋予女教师的权利。所以,各方应当支持包

括各大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内的女教师们生育两个孩子。

2.营造宽松环境

农村中小学校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具有积极意义,应尽减少对她们职业生涯的影响,积极营造

宽松环境,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满足各方面的诉求。
第一,法规层面:延长妇女产假至6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草案)》等相关法律中对生育期妇女的权益都有规定,但其中关于妇女

产假休息时间规定尚需重新考虑,如由目前基本的98天延长至180天(6个月)。原因有三点:其
一,6个月的产假既有利于婴儿渡过重要的哺乳期,也有利于其在自身免疫系统建立起来后的稳定

成活,对孩子生长发育是有利的;其二,6个月的产假期既有利于女教师产后恢复及准备上岗,也有

利于女教师及学校的工作安排;其三,当前学龄儿童的减少及社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不断降

低对人力的需求,那么延长生育假期对学校及社会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从实践层面看,我国

大多数省市在国家法定妇女产假时间的基础上都增加了30天(甚至个别省市如山西省已经增加到

6个月、重庆市增加到12个月)。总之,延长产假至6个月(及其以上)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如此,国
家从法律上为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提供支持与保障。

第二,政策层面:根据生育两孩情况配置教师。当前中小学校教师的配备制度根本就没有考虑

女教师生育对学校工作的影响,更没有考虑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对学校工作安排的影响,所以才出

现所谓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育对学校工作安排的影响,出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全面两孩政策”
下被学校安排“排队”生育,受到难以续聘的威胁。从长远来看,解决之道在于从政策层面规定学校

在男女教师性别比例结构合理的条件下,按照生育期女教师规模及可能出现的生育情况来配置教

师编制。从短期来看,应对当下因为女教师“扎堆”生育而引发的学校教师工作岗位暂缺问题,允许

中小学校通过如下措施来缓解:临时返聘退休但尚能执教的部分教师、根据需要接受一定数量的师

范专业实习生来校顶岗实习执教、说服部分女教师根据生育的生理及家庭条件而接受学校的“排
队”安排。如此,政府从制度上为女教师生育两个孩子提供支持与保障。

第三,学校层面:助力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发展。首先,学校管理要人性化,尤其注重农村中

小学女教师的职业特殊性,对女教师因为自然生理特点、家庭角色定位、社会性别角色刻板下所要

承担的压力,在情感上给予理解、关怀。其次,学校管理要公平化,尤其在考核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工

作业绩以及职称评审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她们在生育两个孩子对家庭、社会所作出的特殊奉献,统
筹考虑将其纳入对女教师的考核范畴,让女教师享受到公平的职业和人生待遇。同时,在学历提

升、专业培训、参与教研等方面给予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同等的机会,以促进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

发展。最后,学校管理要精细化,亦即对生产期的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产假时间保证、经济补贴发放、
产后职业发展等方面要落实到位。如此,学校从管理上促进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发展。

第四,个人层面:统筹规划女教师事业人生。虽然上述努力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提供了良好的

外部职业发展环境,但实现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的良好发展,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首先,



女教师要学会统筹、协调,处理好职业发展、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个人提升

与生育两个孩子的关系,促进各方面协调发展;其次,女教师要善于统筹,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机能状

况与家庭人员及经济状况、学校教学岗位与教育工作需要以及领导意愿和要求等因素,兼顾各方需

要,决定是否生育两个孩子、何时生育两个孩子;最后,女教师要善于摆脱困境,在认识到职业生涯

困境的基础上,度过生育期的女教师要抓住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把专业学历提升上去,努力提高

专业技能,增强主动性、积极性,使自己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对家庭、社会、学校作出应有的贡献,过
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此,女教师从主体上促进自己职业生涯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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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ducationalworkoffemaleteachersinrural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andtheir
ownfemininitiesinternallyallowthemthebirthoftwochildren.Thenumberoffamilymembers,the
economicsituationandtheeducationbackgroundofruralfemaleteachersexternallysupportthemto
havetwochildren.Butthebirthoftwochildrenmayalsoleadtodilemmasinaspectsofcareerdevelop-
ment,personalpromotion,sociallifeandothers.Analystsbelievethatthesedifficultiesarethedis-
comfortaboutthelast‘one-childpolicy’settingandtheimplementationofitinthecontextof‘two-
childpolicy’.Therefore,firstlythecountryneedtoroutinelyrevise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in
accordancewiththe‘two-childpolicy’.Secondly,schoolsneedtoroutinelyallocateresourcesof
teachersincompliancewiththepolicyandpromotethecareerdevelopmentofruralfemaleteachers.
Finally,ruralfemaleteachersarerequiredtopromotetheall-rounddevelopmentoftheircareerson
thebasisofimprovingoverallcoordinationcapabilities.
Keywords:two-childpolicy;ruralprimaryandsecondanyschools;temaleteachers;career

责任编辑 秦 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