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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热点与
发展趋势

———基于CiteSpace的相关文献可视化分析

李 瑞1,2,程 莲 雪1,唐 智 松1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2.重庆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重庆401331)

摘 要: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2000年至2018上半年所收录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发现

有2604篇相关文献,并以此为分析对象。将导出的文献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进行处理,通过

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突变分析来捕捉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通过分析发现:研

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对策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关研究越来越注重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实践、教师内在素质的提升,趋向于探讨城乡统筹中的中小学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问题、乡村幼儿教师专业

发展问题、偏僻农村学校的特岗计划及教师配置问题、农村学校青年教师以及艺体等学科教师补充问题。针

对已有研究的盲点和薄弱环节,未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注重以下方面:第一,关

注国家乡村教师政策的落实,提高实效性;第二,关注流动中的乡村教师教育,提高统筹性;第三,关注乡村教

师的工作和生活,提高认同感;第四,关注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提高融合性;第五,关注乡村教师的教育情怀,

激发主动性;第六,关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提高针对性;第七,关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队伍,建成专

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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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两百多万工作和生活在山地、高原、寒地、草原等地的乡村学校教师构成了乡村

学校教育的中坚力量。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水平如何,直接影响乡村学生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

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也影响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及乡村学校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6月,
国务院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该计划基于“缩小城乡师资水平差距,让每

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的考虑,站在“发展乡村教育,帮助乡村孩子学习成才,阻
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的高度,针对我国目前乡村教师队伍面临的职

业吸引力不足、补充渠道不畅、优质资源分配不均、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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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干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举措[1]。该计划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学校的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乡村教师的待遇,推动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然而,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历史欠账太

多、乡村学校的周边环境较为不利、乡村教师队伍素质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因此,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问题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较大的压力,需要持续关注、思考,寻求解决之道。
近年来,随着国家农村学校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和纠偏,农村学校及其教师的命运问题成为教

师教育研究的热点[2]。在此背景下,那些地处偏僻、远离城镇街市、交通不便的乡村学校及其教师

专业发展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总体上看,目前关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借鉴普

通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来阐述“乡村”和“乡村教师”的特殊性[3]。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提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是我国新

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4]。我国教育发展的短板在乡村,而乡村教育发

展的关键在教师,因此探究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更好地建立和

完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努力提高乡村教师地位,进一步加快信息化时代

的教育变革,关键在于提升乡村教师队伍质量,而提升乡村教师队伍质量的必经之路在于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系统性、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趋势等方

面的文献并不多。本文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技术,就这些方面展开研究,期望以此展现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图景,分析研究路向,进而提出研究建议,服务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二)文献来源

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启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起普

遍关注,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问题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因此,为了保

证检索资料的全面性、广泛性和权威性,以便把握21世纪以来我国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

态势,本研究的文献检索确定以2000年为起点,系统检索2000-2018年期间的有关文献。一方

面,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关键词进行集中性的数据检索,即以CNKI为检索数据库,使用高

级检索功能系统检索2000-2018年(数据收集时间截至2018年6月30日)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文献;另一方面,辅以“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为关键词进行补充性的文献检索,检索到文献244
篇。笔者通过以上两种检索方式,检索到相关论文共计2604篇,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原始研究

文献。
(三)数据处理

科学研究文献在数量及其发展趋势上的变化直接反映科学知识量的增长情况,它是衡量科学

知识量的重要尺度之一[5]。为了揭示我国近年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本
研究采 用 美 国 德 雷 塞 尔 大 学(DrexelUniversity)陈 超 美 教 授 开 发 的 可 视 化 文 献 分 析 软 件

CiteSpace,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处理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关

键词的图谱分析来捕捉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热点;二是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来梳理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三是通过对关键词的突变分析来预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趋势。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数据分析,可以较好地回答如上所提出的问题,进而呈现我国21世纪以来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图景。

二、文献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数据统计———整体概况

为把握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整体情况,我们搜索了2000-2018年的相关文献,结果发现

2003年才开始出现相关文献,并收集获得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2604篇。



  1.相关文献数量统计

由于2003年才开始出现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所以根据2003-2018年相关文

献发表数量,我们统计了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数量及年度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发表数量及年度分布(2003-2018年)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数量
(篇) 4 9 37 83 95 116 121 189 237 220 232 275 278 332 323 53 2604

  注:表1中2018年数据突减(仅为53),是因收集数据时间截至2018年6月30日(未包括下半年数据)。

从表1可以看出:其一,虽然关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在各个年度增加不

一,但从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说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成
为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二,近年来,关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稳中有升,这说

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近年来持续受到较高程度的重视。

2.相关文献年度变化分析

根据上述2604篇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发表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笔者绘制了我

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变化曲线图(见图1)。

图1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变化趋势(2003-2017年)

 注:图1中的曲线未显示2018年的变化,由于2018年的数据收集不全(仅收集了上半年数据)。

从图1可以看出:其一,从2003年开始,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从总体上表现出稳

步上升趋势,表明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逐步成为整个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的一部分,并日益受到重视;其二,经历了从2003年到2009年的稳步增加,2010年以后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到2016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17年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增长趋势也表明,在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政策的影响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

热点。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热点

学术论文中的关键词是对文本内容从概念的角度进行的高度概括,它是构成文本内容的“骨
架”,是对文本主要内容的集中反映,具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因此,通过对文献中关键

词出现频率的统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内容的集中性,从而反映研究的热点。

1.关键词的降序排列

我们首先对2003-2018年期间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进行共现知识图谱的技术

处理,获得了2003-2018年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2)。
按照图2呈现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将关键词进行降序排列,依次为:农村教师、专业发

展、教师专业发展、乡村教师、教师培训、特岗教师、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农村中小学教师等。通过分

析图2中关键词的聚集情况,可以看出:其一,关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构成了农村教师研究

的主要部分;其二,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现实



困境、影响因素、成长路径、教师培训、机制创新等方面;其三,对乡村教师问题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其

专业发展,但对乡村教师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等非专业发展方面的关注较少。

图2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2003-2018年)

2.研究热点的归类分析

我们统计了2003-2018年期间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见表

2)。上述图2中被圆环包围的节点表示该节点与其他节点存在广泛联系,这类节点如农村教师、专
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乡村教师等是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方面,有着特殊意义,需要研究者重点关

注和分析。因此,笔者结合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文献及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通过分析相关文献

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来捕捉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热点。
表2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统计(2003-2018年)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630 农村/乡村教师 50 乡村学校 10 青年教师

473 农村中小学教师 47 问题与对策 10 小规模学校

400 专业发展 31 信息技术/网络教研 9 城镇化

309 教师专业发展 31 教师专业素质 9 教师文化

185 农村教育 30 叙事研究 9 语文教师

164 乡村教育 27 校本教研 9 生存状态

114 教师专业化 22 自主发展 8 教学反思

109 农村教师培训 21 教师流动 8 教育公平

99 特岗教师 19 教师发展 8 教学研究

91 农村教师继续教育 19 体育教师 8 身份认同

78 师资培训/国培计划 18 培训需求 8 专业引领

67 校本培训 18 远程教育 8 贫困地区

67 教师队伍建设 18 培训效果 8 教师政策

64 现状调查研究 16 个案研究 7 专业标准

64 培训模式 15 民族地区 6 地理教师

62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13 教育均衡发展 6 教育质量

62 专业成长 12 城乡统筹 5 职业幸福感

59 影响因素 12 培训课程 5 教育科研

57 新课程改革 11 职业认同 4 农村小规模学校

56 英语教师 11 教师资源 4 数学教师

56 农村幼儿教师 11 对策建议 4 生命关怀



  从表2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可看出,农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农村教育、乡村

教育、教师专业化、农村教师培训、特岗教师、农村教师继续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校本培训、现状调

查研究、校本教研、培训模式、影响因素、叙事研究、教师发展、问题与对策、信息技术、教师流动等关

键词出现频率较高。这种情况说明了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相关文献中,这些关键词属于高频

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热点。
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发现,研究者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从起初集中于初高中阶段,

然后逐步转向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其研究热点主要表现为:其一,关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现

状,具体涉及乡村教师的教育现状、生存状态、职业幸福感、职业认同、身份认同等内容;其二,探讨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具体涉及内在动力、专业标准、培养模式、发展路径、发展趋向以及信息

化、网络化手段的技术应用;其三,普遍重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具体涉及学校支持条件

制约、地理交通信息局限、工资收入水平限制、个人成就动机束缚等方面。此外,极少数研究呼吁关

注乡村教师面临的文化困境,重视对乡村教师的人文关怀。
(三)关键词聚类分析———内容与范式

1.研究内容的梳理

为了把握2003-2018年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变化,需要对相关研究的主要内

容进行梳理。运用CiteSpace技术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找到研究领域内多年存在的热门词

语”[6],从而有助于了解相关研究主题的演变情况。因此,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这一工具进行技术

处理,并在软件设置上,选择数据抽取对象Top50,共得到773个节点和2686条连线,网络密度

(Density)为0.009,模块值(Modularity,Qz值)为0.5882,满足大于0.3的条件,说明划分出来的聚

类结构是明显有效的。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图3中的标签显示出聚类号及其标识词,聚类号以#0、

#1依次排列(见图3)。

图3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2003-2018年)

通过分析图3所呈现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可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师范

生免费教育政策、乡村教师专业成长、学科教师成长、教师继续教育模式、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教
师的知识与技能、教师的培训、实证调查研究、幼儿园教师、转岗教师、教师自主发展等方面。通过



进一步解读上述关键词聚类情况,笔者认为:第一,从时间维度看,研究内容涉及乡村教师的职前教

育和在职教育,但主要关注在职教师专业发展,忽视了乡村教师的职前教育问题;第二,从研究对象

层次看,研究内容涉及农村幼儿园、中小学教师,但主要关注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却忽视了农村幼

儿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第三,从理论维度看,研究内容涉及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技能等方面,却
忽视了乡村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职业道德问题;第四,特岗教师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有关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动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2.研究范式的演变

为了进一步探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的变化与发展,我们选取前22个关键词进行聚类

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越来越注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

探索,这种情况表明乡村教师研究逐步从概念、理论研究、专业标准研究向实际问题研究转变;其
二,越来越注重乡村教师内在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地关注乡村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师资源、共生发

展、教师自我评价、继续教育模式、青年教师、农村幼儿教师、实证调查研究等主题,这种情况表明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趋向于使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

法,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揭示和探讨,研究方法趋向多元,特别是调查研究、个案研究、
校本研究等范式的使用,有助于更加系统、科学地揭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四)关键词突变分析———趋势预测

1.基于关键词突变的趋势分析

为了从相关文献中揭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趋势,我们运用CiteSpace软件中的突变检测

功能,将“突现词”(BurstTerms)检测出来,进而获得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高频关键词突变情况,
如图4所示。图4中红色线条表示在一定时间段的高频关键词,同时表明这些“突现”的关键词在

一定时间段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研究价值。

图4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高频关键词突变情况(2003-2018年)

在图4中,一方面,这些高频关键词分别反映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专业素质、继续教育、
信息化、网络教研、城乡统筹、国培计划、特岗计划等方面的内容,表明众多相关研究涉及乡村教师



的专业发展问题,亦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另一方面,红色部分所显示的频率

突增现象表明关键词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义务教育、城乡统筹、农村中小学、幼儿教

师、特岗计划、青年教师、特岗教师等成为研究热点。

2.基于文献变化的阶段判断

根据上述关于近年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关键词突变情况,可以从整体上考察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进展。
第一阶段:2003-2009年,研究起步阶段。该阶段研究集中于校本培训、教师继续教育、专业

素质、课程改革、信息化、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信息技术等方面,尤其注重校本培训、教师继续教育和

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具体内容涉及乡村教师的内涵、概念和发展方式。
第二阶段:2010-2012年,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集中于网络教研、农村幼儿教师、农村

骨干教师、中小学教师、小学英语教师、城乡统筹等方面,尤其注重农村幼儿教师、农村骨干教师、城
乡统筹等方面。具体内容涉及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方法、策略,特别是信息化手段。

第三阶段:2013-2018年,深入研究阶段。该阶段研究集中于国培计划、义务教育、体育教师、
青年教师、特岗教师以及特岗计划等方面,尤其注重“国培计划”的实施途径,聚焦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突出问题,全方位提升乡村教师整体素质。
根据上述关键词突变情况和相关文献的分析,结合国家有关“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的要求,

可以预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
其一,义务教育及城乡统筹中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目前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三个方面:城

乡统筹进展缓慢,城乡教师交流非常有限,中小学择校问题依然严重,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学

校教师资源的不均。因此,在“保峰填谷”或“移峰填谷”的导向下,如何快速提升乡村教师专业素质

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二,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问题与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城乡教育的短板在农村教育,

而农村教育的短板在幼儿教育。因此,农村中小学教育标准化建设、农村幼儿教师专业达标等问

题,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其三,偏僻农村学校的特岗计划及特岗教师问题。近年来,农村小规模学校在生源流失、教师

流失的影响下面临生存危机,虽然国家采取了特岗计划等措施,但由于特岗教师具有流动性,这个

问题仍将存在,并需要研究新的对策来解决。
其四,农村学校青年教师及艺体等学科教师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学校的青年教师补充严重

不足,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教师长期欠缺,在农村学校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教育的要求下,如
何采取有效措施补充青年教师、配齐艺体学科教师是需要针对性研究的问题。

三、发展路向与未来展望

回顾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已有研究,采用知识图谱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梳

理,不仅能客观地呈现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整体概貌,还能洞察已有研究的不足,更清晰地认

识到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本土化特点。培养什么样的乡村教师以及怎样培养乡村教师才能为未来

乡村教育的发展储备力量,这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由于受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约,乡村

社会在很长时期内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部分,这决定了乡村教师仍将长时期存在。因此,应
继续关注和研究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总结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经验,展望及筹谋未来研究,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一)总结

通过以上相关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从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突变分析来捕捉、揭示我国

近年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热点及总体发展情况,现总结如下:
第一,研究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持续发展态势。从2003年出现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开始,关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就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约

30%左右的年度增速),引起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讨。
第二,研究视域逐步扩大,从农村教师继续教育到乡村教师培训、从教师专业素质提高到教师

专业发展、从教师工作到教师生活乃至整个职业生涯,形成了全方位关注乡村教师的研究视域。
第三,研究的系统性逐步体现,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这些文

献注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阐述、问题表征、归因分析和解决对策,尤其注重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路径探索(这类文献占检索到的所有文献的50%左右)。
第四,研究的学理性不断增强,主要以教育学为理论基础,以教育学范畴中诸如教师、课程、教

学、管理、评价等基本要素为分析维度,结合教师专业标准,从教育理念、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能等方面进行分析,具有较好的学理性。
第五,研究逐步深入教师职业生涯,全面探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如乡村教师承担多年级

或多班级的“多头绪”教学工作,奔波于学校、家庭,面临坚守或离职或观望的选择,面对文化冲突的

尴尬以及专业发展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无奈的矛盾等问题。
第六,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法主要运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群体调

查和个别访谈、个案研究和叙事研究等多种方法。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利于从多个角度揭示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的复杂性,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第七,一些值得继续关注的农村学校问题逐渐浮现。如上述义务教育及城乡统筹中农村教师

专业发展的有效性问题、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质达标问题、偏僻农村学校特岗计划及教师保障问

题、农村学校青年教师及体育教师配备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二)展望

目前,一方面政府和学校激励机制不完善,支持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自身素质整体偏

低、专业发展意识不强、待遇较低和教学任务重、专业学习与交流机遇缺乏[7]等问题还存在。习近

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他还强调要“坚持把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8]。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中的薄弱部分,直接

影响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影响我国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快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进程,是实现我国新时代教育战略目标的关键。未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应结合已有研究的盲点和薄弱环节,扩大研究的视野,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关注国家乡村教师政策落实,提高实效性。应当说,以国务院2015年印发《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年)》为代表,表明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解读该文件也可发现,它
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政策支持、计划实施和督导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但是,学校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表现拖拉甚至抵触,乡村教师将其形容为“只听雷声,不见下雨”。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切

实关注相关政策的实施进展、存在的问题,作出效果评估,给出改进建议,以期切实地推进乡村教师

专业发展,改善乡村教师工作条件,提高国家政策的实效性。
第二,关注流动中的乡村教师发展,提高统筹性。已有研究注意到乡村教师流失情况,但却较

少关注乡村教师流动情况下的专业发展问题。事实上,伴随各地均衡教育资源政策的推进,越来越

多的乡村教师也加入交流中来。目前区域内的教师流动存在“博弈”性地派遣人员、总体规模偏小、
部分教师不愿参与、交流教师在学科等方面不合理等问题。所以,未来需要关注乡村教师工作岗位

流动问题,综合学校需要、工作效能、交通条件、生活方便和身体健康等情况,研制与区县发展、学区

交流相适应的乡村教师交流对策,进而探讨其专业发展问题,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第三,关注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提高认同感。已有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集中于教学工作

层面,而教师生活状况、社会支持、人文关怀等方面被忽视了。乡村教师比较反感这种只有工作“刚
性”要求而缺乏人文关怀的研究。因此,研究者要避免“上帝式”口吻,设身处地为乡村教师着想,要



考虑他们工资偏低而家庭开销较多、社会支持不足而面临激烈竞争、生活环境较差[9]以及对教师工

作不舍又对现实无奈的情绪等因素,要继续关注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特别关注工学矛盾、经费欠

缺、缺乏指导、职称晋升等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以此让乡村教师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完

整存在感,这样的研究成果才可能获得乡村教师的认同,有助于其专业发展。
第四,关注乡村教师面临的文化困境,提高融合性。长期以来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趋向受到学者

质疑,而面对城乡文化冲突,乡村教师又感到“进退两难”。在乡村日益“空洞化”、国家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的背景下,让乡村教师如何摆脱这种文化困境,需要未来研究的高度关注。研究者通过研

究,提出诸如改革教学评价、学校评估、区县教育考核等倡议,从外部环境的松绑来营造有助于乡村

教师融入乡土文化的氛围,提供乡村教师开发乡土课程、融入乡土文化教学的条件,以此改变乡村

学校成为乡村的“孤岛”这种现象,发挥乡村教师传递乡土文明、传承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提高文

化的融合性。
第五,关注乡村教师的教育情怀,激发主动性。教育情怀是影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极其重要的

因素。一方面,随着国家支持政策的逐步落实,近年来乡村教师待遇逐步提高,与当地平均收入和

生活水平相比,乡村教师还是处于相对较好的境地,可以说,目前已经具备支撑乡村教师教育情怀

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诸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等政策的出台和落

实,乡村教师在各种待遇逐渐落实的同时,其专业发展的路径越来越丰富,且越来越有实效,可以说

目前也已经具备支撑乡村教师教育情怀的政策基础。因此,当前需要引导乡村教师理性认识其经

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摒弃胡乱攀比心理,坦然而自信,坚定教育信念,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专业工作。
第六,关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提高针对性。已有研究针对发展目标不明确和动力不足、

学习和教学资源匮乏、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专项经费短缺等问题纷纷提出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的“良方”,如专家引领、自主研修、城乡交流、网络研修、校本研修、构建学习共同体,其中网络研修、
校本研修被赋予较高的期望值。但是,提出的对策与建议缺乏可操作性与针对性,仍不能很好地满

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由于已有的“万金油”对策显得乏力,未来需要具体的、持续的、
有针对性的研究,需要针对诸如教师性别、教龄、职称以及学校的位置与规模等变量分别提出适合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并且通过验证得以推广,这样才可能为不同处境的乡村教师提供相应的

专业发展“处方”,从而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策的有效性。
第七,关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队伍,建成专家库。目前虽形成了以师范类高校为主的研究

团队,但少有核心作者群[10]。研究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重复性研究较为严重。在乡村教师专业

发展研究中,由于专家以其专业水平、职业精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未来研究需要通过各

种形式逐步形成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形成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专家库,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相

关研究,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对策与建议。
为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8]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大

教职工统筹配置和跨区域调整力度,切实解决教师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短缺问题”,同时要求“完
善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健全教师职称、岗位和考核评价制度”[4]。这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指

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客观认识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立足当下、抓
住机遇、迎接挑战,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能够安心从教、乐于从教,主动自觉地提升综合素质,从
而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为未来乡村教育的发展增添活力,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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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researchtakesliteraturecollectedintheCNKIdatabasefrom2000tothefirsthalfof
2018astheresearchobject,andusesadvancedsearchmethodstoretrieve2,604relateddocuments
withthethemeof"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WeuseCiteSpacescientificliterature
visualizationsoftwarefortechnicalanalysisoftherelevantliterature,respectivelyfromthekeywords
ofthemappinganalysis,clusteringanalysis,andmutatinganalysistocapturethehottopics,fields
andtrendsintheresearchofrural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Thehottopicsmainlyfocuson
thestatusquo,countermeasuresandinfluencingfactorsofrural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theresearchfieldsmainlyfocusonthepracticalresearchofrural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theresearchofteachersinternalquality,andtheresearchondiversifiedresearchmethods;thefuture
trendstendtourbanandruralplanning.Theresearchon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ruralteach-
ers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ruralkindergartenteachers,
theSpecialPostPlanofteachersinremoteruralschoolsandteachers,andthesupplementaryprob-
lemsofteachersinruralschoolsandyoungteachers.Atthesametime,withqualitativeanalysisand
evaluationoftheliterature,thispaperputsforwardcorrespondingsuggestionsinthefuture.Thatis,
theroleofthestatesupportpolicyshouldbebroughtintofullplay,andtheworkandlifeofrural
teachers,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allruralteachers,theidentificationandintegrationof
teacherslocalculture,cultivationofruralteacherseducationalfeelingsandinitiative,andimprove-
mentoftheirprofessionaldevelopmentpathshouldbepaidcloseattentionto,andpayattentiontothe
ruralteachersresearchteamandbuildanexpertdatabase.
Keywords:ruralteachers;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ruralteacherresearchteam;local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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