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卷 第5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19年9月
Vol.6 No.5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Sep.,2019

DOI:10.13718/j.cnki.jsjy.2019.05.001

我国特岗教师研究现状与展望
———基于2006-2018年中国知网相关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热 孜 万 古 丽 · 阿 巴 斯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17)

摘 要:为考察近年来我国特岗教师研究进展情况,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与思路,本研究以2006-

2018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为文献来源,梳理特岗教师研究成果,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

件和文献计量学方法,从发文量及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及机构分布、研究热点等维度进行统计与分析。

结果表明:发文量随政策推进呈现平稳上升趋势,研究力量集中于政策覆盖地区的师范院校,合作研究形式单

一,主要在同校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展开合作研究;相关研究围绕“特岗计划”实施与特岗教师发展两大主题展

开,主要包括基于理论视角的政策解读、针对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以及对策建议,对特岗教师的生存现状、职

业认同、专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特岗教师研究仍存在着研究视角不够多元、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借

鉴与探索不足等问题。因此,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组建多学科合作研究团队,丰富合作研究形

式,同时加强实证和横向比较,注重绩效评估指标设计,探索相关政策整合路径,促进特岗教师政策不断完善

与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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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发展,教师是关键。但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师资短缺、代课教师质量不高、教师学历及

年龄结构失衡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为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促进农村

教育可持续发展,2006年5月,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发布通知,决定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以下简称“特岗计划”),“通过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
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逐步解决农村

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1]。作为一项致力于发展农村

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特岗计划”出台以来,不断为农村义务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为农村教育带

来了全新面貌,不仅创新了农村教师补充机制,还拓宽了大学生就业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提

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预期目标。

2006年以来,“特岗教师”成为社会热点,受到大学生的关注,同时还成为教育界的热词,受到

学者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特岗教师”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既有对“特岗计

划”的政策解读,对政策实施遭遇的现实困境、实施成效的调研,又有基于“特岗教师”生存状态、心
理健康、职业倦怠问题的实证分析。通过开展广泛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那么,近年来“特岗计

划”研究进展如何? 有怎样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研究特点与研究局限是什么? 为了考察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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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拟通过梳理和总结既有研究成果,采取可视化分析方法,分析有关“特岗计划”的研究热点问

题及其深层次关系,并对发展趋势进行探析,以期为后续有关“特岗计划”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

供参考与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文献来源分两部分:一是期刊论文;二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首先,选择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将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0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将其他检索

条件设为默认值,通过筛选主题或关键词或篇名中含有“特岗”二字的文献,共检索到789条文献题

录。为确保检索结果的可靠与有效性,通过人工逐篇查阅,剔除了新闻稿、宣传稿等非学术文献,最
终确定387篇相关文献为研究样本。其次,选择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将检索关键词设定为“特岗计划”“特岗教师”,而时间范围设置同上,共检索到

199条题录,均为硕士学位论文,无博士学位论文。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方法,借助

Bicomb与CiteSpace进行数据处理。其中Bicomb是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系崔雷教授开发的“书
目共现分析系统”,可对文献题录进行分类统计,得出年代分布、作者与机构分布,关键词词频统计

等数据。CiteSpace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科学演化机制开发的主要用于计量和分

析科学文献数据的可视化软件[2],通过可视化图谱显示出某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的热点动态与趋

势动向。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在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数据统计,探寻特

岗教师研究热点与研究路径,分析研究局限与发展趋势。

二、研究概况与数据统计

(一)文献数量及年度分布

自2006年“特岗计划”政策实施以来,有关特岗教师的研究论文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期刊发

文量与学位论文数量增长趋势相同。2006-2018年,CNKI共收录了586篇学术论文,其中期刊论

文387篇,占比66.1%;学位论文199篇,占比33.9%。2006-2009是政策推进的前3年,这阶段发

表的主要是对政策介绍、解读和宣传的报道性文章,相关的学术性研究因滞后效应而数量不多。

2009年,教育部等部门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政策实施范围从西部地区延伸到中部,扩大了政

策受惠面。受政策的引领与驱动,相关学术研究得到重视和加强,论文数量呈翻倍增长的态势。

2012年之后,“特岗计划”实施范围被再次扩大。国务院要求将扶贫政策覆盖到《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11-2020)》确定的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等老少边穷地

区,自此“特岗计划”兼具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伴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相关研究进入高速发展

期,文献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成果猛增,并在2016年达到峰

值,年发文102篇(如图1所示)。从2017年开始,研究热度有所下降。

图1 特岗教师研究论文数量变化及年度分布



(二)期刊分布

从学术论文期刊分布来看,387篇有关特岗教师的研究论文发表在196种不同期刊上,期刊分

布较分散。就期刊来源类别来看,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共40种,共刊发相关论

文141篇;其他期刊154种,共刊发相关论文246篇,占比63.5%。可见,关于特岗教师的研究成果

主要刊发在普通期刊上,综合影响因子普遍较低,核心期刊与CSSCI来源期刊发文量仅为36%,说
明研究质量有待提升。表1列出了刊发特岗教师相关研究论文4篇以上的17种期刊,其中《教育

理论与实践》位列第一,共刊发相关论文19篇,同时也是特岗教师相关研究成果累计被引量最高的

刊物,其研究成果质量较高;太原师范学院主办的《教学与管理》刊发相关论文的数量紧随其后,共
刊发17篇;《教师教育研究》排名第三,刊发相关论文12篇,其综合影响因子最高,论文累积被引量

为155次。
表1 刊发特岗教师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序号 刊名
论文数量
(篇)

类别 影响因子
累计被引量
(次)

首发年份

1 教育理论与实践 19 核心 0.255 629 2010
2 教学与管理 17 核心 0.141 120 2012
3 教师教育研究 12 CSSCI 1.196 155 2013
4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7 / 0.025 3 2014
5 教育教学论坛 7 / 0.064 17 2013
6 教育发展研究 6 CSSCI 0.917 141 2009
7 世界教育信息 6 / / 76 2012
8 教育导刊 6 / 0.171 37 2012
9 当代教育科学 6 核心 0.191 28 2013
10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6 核心 0.494 101 2009
11 中小学教师培训 6 / 0.132 8 2013
12 基础教育研究 5 / / 55 2010
13 亚太教育 5 / / / 2015
14 当代教育论坛 5 / 0.546 46 2013
15 中小学管理 5 CSSCI 0.363 92 2011
16 教师教育论坛 5 / 0.134 4 2014
17 当代教师教育 4 / 0.259 47 2010

  (三)核心作者统计

鉴于学位论文均为独立作者,本研究仅以387篇期刊论文为样本分析作者分布情况。经数据

去重合并后,得出387篇期刊论文由508位作者撰写完成,其中由独立作者完成的论文167篇,占
文献总量43%;由合作研究完成的论文216篇,占文献总量57%。从中可知,合作研究是特岗教师

研究的主要方式,多以同校同事之间的合作和师生合作等形式开展,合作形式比较单一。经统计发

现高闰青、郑新蓉是特岗教师研究领域发文最多的作者,共发文7篇。根据普莱斯提出的核心作者

计算公式 M=0.749 Max(p),计算出 M=1.98≈2,经统计发现,共有84位作者人均发文量≥2,
占作者总数的17%;这84位作者共发文189篇,占收录文献总数的53%,达到普莱斯提出的50%
的目标[3],说明特岗教师研究领域已形成了核心作者群。

(四)机构分布

根据文献来源,本研究分别从期刊论文作者所在机构和学位论文作者所在的研究生培养机构

进行统计分析,相关机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以一级机构为统计口径进行数据合并,如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等统称为北京师范大学。从相关的期刊发文量

和作者所在机构分布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位居前三。从整体来看,独立研

究的机构共发表281篇文章,占文献总量的76%;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合作发文85篇,仅占文献总

量的34%。可见,研究以独立研究为主要形式,合作量偏少,且合作形式单一,鲜有跨机构、跨地



区、跨学科的合作。从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及其作者(研究生)培养机构来看,湖南师范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宁夏大学排名靠前。相关的学位论文数量≥5篇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共产文100篇,占整

体的57%,可视为特岗教师研究的主阵地。综合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数量来看,科研实力雄厚的

北京师范大学以31篇稳居榜首,宁夏大学、西南大学分别以23篇、20篇紧随其后。从科研机构所

处地理位置来看,研究主体集中在西北、西南、东北、中部等特岗教师政策覆盖区域,服务于当地农

村以为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表2 特岗教师研究论文作者及发文机构分布

作者
论文

篇数
机构  

期刊

论文

篇数

机构

学位

论文

篇数

机构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篇数

高闰青 7 北京师范大学 31 湖南师范大学 9 北京师范大学 31
郑新蓉 7 宁夏大学 15 广西师范大学 9 宁夏大学 23
李跃雪 6 西北师范大学 13 宁夏大学 8 西南大学 20
邬志辉 6 西南大学 13 河南大学 8 西北师范大学 19
蒲大勇 5 山西师范大学 10 延边大学 7 湖南师范大学 18
金东海 5 贵州师范学院 10 西南大学 7 东北师范大学 17
蔺海沣 5 东北师范大学 10 东北师范大学 7 山西师范大学 16
王丽君 5 西华师范大学 9 云南大学 6 华中师范大学 12
武晓伟 5 湖南师范大学 9 西北师范大学 6 贵州师范学院 10
王安全 5 安徽师范大学 8 山西师范大学 6 西华师范大学 9
张旭 4 吉林师范大学 7 淮北师范大学 6 广西师范大学 9
马笑岩 4 华中师范大学 7 河北大学 6 安徽师范大学 8
王学勇 4 焦作师范高专科学校 6 浙江师范大学 5 河南大学 8
蒲大勇 4 河北师范大学 6 云南师范大学 5 吉林师范大学 8
姚岩 4 华东师范大学 5 华中师范大学 5 延边大学 7
合计 76 合计 159 合计 100 合计 215

三、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与演进历程分析

关键词是对学术论文主题与主要内容的概括。通过CiteSpace文献可视化软件对相关文献关

键词的词频统计及聚类分析,可清晰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有助于识别与探寻某一研究

领域在某时段内的研究热点与演进历程。为使研究更科学规范,笔者梳理、合并了表述不同但含义

相近的关键词,将“特岗教师”“特殊岗位教师”“小学特岗教师”等相似关键词统一合并为“特岗教

师”。通过CiteSpace设置相关阈值,生成由771个节点、2065条连线组成的特岗教师研究领域关

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学认为关键词频次高低和中心性强度可说明一段时间内研究热点的

集中程度。为方便描述与分析,通过CiteSpace的“NetworkSummaryTable”功能生成与图谱对应

的关键词被引频次、中心性详细数据(详见表3)。经统计,387篇期刊论文与199篇学位论文共出

现关键词1979频次,平均每篇出现4个关键词。排除“特岗教师”“特岗计划”检索主题词,共获得

929个独立关键词,其中仅出现1次的关键词有637个,出现过2次的有51个,两类共有828个,占
总数的73%。大量的低频关键词说明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但也反映出研究深度不足的问题。

(一)内容维度:研究热点分析

从表3可知,“特岗教师”“特岗计划”是研究的核心问题,由此衍生出“教师专业发展”“实施现

状”“职业认同”“岗前培训”“去留问题”等热点问题。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年度分布可看出特岗

教师研究从理想走向现实,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探索,并随着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而不断深化。
结合图谱与文献分析可知,特岗教师研究主要围绕影响“特岗计划”“特岗计划”政策执行的各种因

素、实施效果与困境以及特岗教师的职业压力、职业认同、专业发展等热点问题展开。



表3 特岗教师研究领域关键词频次(前30个)与中心性(15个)统计

频次 关键词
首次出现

年份
频次 关键词  

首次出现

年份
中心性 关键词

361 特岗教师 2009 19 去留问题 2012 0.76 特岗教师

168 特岗计划 2006 18 体育特岗教师 2012 0.72 特岗教师计划

72 教师专业发展 2011 18 职业倦怠 2015 0.15 教师专业发展

69 农村义务教育 2010 18 教师流失 2011 0.12 农村义务教育

61 生活状况 2010 16 补充机制 2010 0.09 乡村教师

52 实施现状 2012 16 激励机制 2008 0.08 对策

43 职业认同 2009 15 民族地区 2013 0.08 生活状况

35 乡村教师 2009 12 社会支持 2015 0.06 教师队伍建设

32 对策 2009 12 心理健康 2010 0.06 心理健康

32 教师队伍建设 2009 12 农村教育质量 2009 0.05 影响因素

28 影响因素 2013 11 教师流动 2017 0.03 职业认同

28 困境 2011 11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6 0.03 激励机制

24 职业压力 2015 11 幸福感 2014 0.01 体育特岗教师

24 实施效果 2012 9 教育均衡 2009 0.01 职业倦怠

20 岗前培训 2012 9 补充机制 2010 0.01 补充机制

  1.关于“特岗计划”政策的理论探讨与实施成效研究

(1)基于理论视角的政策解读与探讨。“特岗计划”涉及国家、地方、学校、教师、学生等多个主

体,随着政策的逐步推行,主体间如何开展有效互动与良性合作以避免多重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而

导致利益博弈,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王敏运用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学说分析“特岗计划”
政策执行中因逐利出现的各种“偏离政策目标的权责界限不清、越位管理等‘走样’现象”[4];宋立华

认为“特岗计划”政策实施成效受多元主体间利益博弈的影响,了解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有助于完

善“特岗计划”政策,修正政策实施过程的各种偏差[5]。范晓东运用契约理论对“特岗计划”执行中

不同主体的交接界面和契约空间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权责模糊和监督缺失导致“特岗计划”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多龙治水”和“各行其是”等问题,在契约层面存在强制签约、隐匿契约内容、双
重标准不平等不合理的规定。对此,他建议相关政策的修订要明确政策执行中不同主体的交接界

面,明确各主体职责,同时在政府与特岗教师的关系中保持契约与责任之间的张力[6]。
(2)基于实证的政策实施现状研究。为全面评价与衡量政策的实施效果,验证政策措施与政策

影响间的因果关系,学者们对“特岗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县级至全国层面的政策评估,为政策的

调整与优化提供了依据。相关研究表明政策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首先,富有活力、
思想新颖的特岗教师逐步替换了整体素质偏低的代课教师[7],弥补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缓解了师

资结构失衡的问题[8]。但也有学者认为仅凭农村教师队伍数量的增加并不能判断农村教师结构是

否改善以及教师队伍整体质量的城乡差距是否缩小。为验证特岗教师政策的实际效用,研究者基

于城乡差异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教师队伍结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特岗计划”的实施对

解决教师学历、性别、类型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所起到的作用并未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建议未来政策

在精准测算教师供给方面的机会成本和教师需求方面的地方财力基础上调整方案,以期发挥政策

的最大效力[9]。其次,工资性补助的中央财政支持方式突破了传统县级教育财政与编制等限制,提
升了县级教育部门招聘动力,实现了“特岗计划”政策“以显性补工资为手段,隐形补机制的目

的”[10];再次,“国标、省考、县聘、校用”四级联动与“先进后出”的招聘模式将阶段性政策和教师队

伍建设的长效机制有效结合,创新了农村教师补充机制[11],既保证了特岗教师招聘质量,又拓宽了

大学生就业渠道,平均87%的留任比例证实了“特岗计划”有效缓解了农村学校教师“进不来、下不

去,留不住、流动大”等问题[12]。
(3)关于政策推行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特岗计划”的实施为农村教育注入了新鲜的

血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计划的推行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政府



拖欠特岗教师工资以及未足额发放的情况较普遍[8];其次,中央财政补助特岗教师工资、以合同制

替代编制的方式为贫困地区补充了师资,但3年聘用期满后,贫困地区又面临缺钱少编的窘境,由
此引发“超编再补”的现象[13],这不仅增加了中央财政的压力,还加大了地方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

赖度[10];再次,虽然3年聘用期结束后特岗教师留任率较高,但受到政策落实不到位、保障制度不

完善的影响[14],留任后的特岗教师离职意向强[15],累积流失率逐年上升[11],教师队伍稳定性堪

忧[15];其四,招聘过程的唯学历化倾向忽略了应聘者对农村艰苦条件的适应性与意志力,由此导致

特岗教师不上岗或中途离岗的情况时有发生[16]。2017年我国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要逐步扩大“特岗计划”实施规模,这表明“特岗计划”政策正在逐步完善。政策的完善需

要搬开制约政策实施成效的“绊脚石”,对此学者们从制度创新、合作治理、学科布局等层面进一步

展开研究。
(4)针对相关政策的比较研究。“免费师范生政策”“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与“特岗计划”等在政

策目标与具体要求方面虽各有不同,但都是我国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学界认为整

合现有政策,进行优化组合,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村整体教育质量。“特岗计划”这一激励政策通过打

破部门权限、加强多方协作的方式创新教师补充机制,虽是权宜之计,但周期短见效快。而免费师

范生政策见效慢,虽然培养学生的周期长,但培养质量高,长期实施可提高农村教师队伍质量[17]。
研究表明,《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出台“改善了整体招聘环境,吸引、鼓励了更多

的人报考特岗教师,服务于农村教育发展”[18]。放眼国际,“教学优先计划”“美国教师驻校计划”提
出的多样化、高要求、针对性强的遴选标准,差异化、优质化、特色化的培训模式,多方评估的质量把

控措施[19]以及完善的保障机制等成功经验,对完善我国“特岗计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

2.关于特岗教师生存状态与职业发展的研究

特岗教师是“特岗计划”政策的受惠者,直接反映政策的落实情况,是政策成败与否的关键因

素。结合文献分析结果发现,学界主要围绕特岗教师生存状态、职业认同、专业发展问题展开研究。
(1)关于特岗教师生存状态的研究。学界从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情感需求层面对特岗教师生

存状态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研究发现:在物质生活方面普遍存在工资发放不及时、同工不同酬、同
校不同酬、工资偏低待遇未达预期、保障机制不完善[21]以及交通不便与住宿简陋等问题[22];在心理

健康方面,特岗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23]。除此之外,工作负

荷重、闲暇时间少、业余生活枯燥、婚恋需求难满足等现实压力[24],更是影响了特岗教师的工作热

情与积极性。对此,学者们认为“稳定特岗教师队伍的关键在于尊重其‘社会人’属性”[21],建议从

人文关怀角度出发,通过提高物质待遇、完善保障机制、关注情感需求、缓解精神压力等措施改善特

岗教师生存状态[25-26]。
(2)关于特岗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职业认同是特岗教师实现自我成长的内在驱动力,影响特

岗教师任教期间的教育教学质量以及服务期满后的去留选择。已有研究表明,在身份认同上,受社

会偏见及现实差别化待遇影响,特岗教师对自身职业缺乏自豪感[27]。由于“特岗计划”是特殊政策

的产物,而未来的不确定性无形中给特岗教师群体打上了“临时”的标签[28],导致其职业幸福感不

强。特岗教师入职动机复杂多样,有的受就业形势所迫,有的则为未来择业增加机会,对后续发展

充满迷茫,由此导致特岗教师“将特岗视为跳板”,普遍存在“骑驴找马”的心态,职业归属感不

强[29]。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依赖于稳定的教师队伍,对此学者们认为,政策的完善要适当满足特

岗教师作为“专业人才”的需求,从转变观念、赋权赋能等方面提升特岗教师职业认同感,降低职业

倦怠程度。
(3)关于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专业成长与内在专业结构的更新与

完善的过程,影响着特岗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与质量。从CiteSpace分析结果可知,特岗教师专业

发展问题是学界最为关心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专业知

识匮乏,学科知识单一;专业发展缺乏清晰的愿景,职业规划缺乏自我发展的具体目标与内在动



力[30];专业发展渠道单一,以自我摸索为主,缺乏职业规划引导;教师培训力度不够、质量不高,培
训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强[31]。对此,学者们建议:加强上下联动,推进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制度,破
除偏见为特岗教师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特岗教师专业成长;加强职业规划与引导,组建学习

共同体,提高特岗教师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培训的针对性,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与

效果,为特岗教师专业成长提供外部支持[32]。
(二)时间维度:演进路径探寻

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生成特岗教师研究关键词突现时空图谱(如图2所示)。
结合关键词突现时空图谱和相关文献的分析,可探寻、勾勒出2006-2018年期间特岗教师研究的

发展与演进脉络,进一步分析特岗教师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1.起步阶段(2006-2009年)

2006年5月随着“特岗计划”政策的颁布,相关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在2006-2009年研究

的起步阶段,有关“特岗计划”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策的宣传与解读层面,呼吁社会各界关注

和了解特岗教师,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报考特岗教师,投身于农村教育事业。受学术研究滞后效

应的影响,这阶段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较少。相关研究主要结合现实需求,进行政策解读,从
宏观层面探讨“特岗计划”政策在应然层面可能达到的效用,分析政策推行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发展阶段(2010-2014年)
这一阶段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特岗计划”政策的介绍与推广,相较前期,涌现了一批影响力较

大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的研究数量也快速增长。“特岗计划”是我国为破解农村教育中师资力量

不足、教师结构不合理等难题而出台的特殊政策,而相关研究与论文数量的快速增长表明学界对农

村教育与教师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也进入发展与繁荣阶段。通过综合分析可知,有关特

岗教师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被引率位居前列的文献大多分布于此阶段,主要有《教育政策分析———
以农村学校教师“特岗计划”为例》《农村特岗教师计划的实施:问题与对策》《西部农村学校特岗教

师现状调查与思考》等论文。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城乡发展不平

衡、教育供需矛盾凸显的现实,为特岗教师研究提供了现实语境与研究空间;其二,随着“特岗计划”
政策的推行与落实,针对“特岗计划”政策与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逐渐从应然走向实然层面,而
政策的完善依赖于针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地调研,这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实践资料。
从图2可知,此时的研究产生了多样化的研究主题,呈现出综合、发散的研究特征,涌现出更多的关

键词,且具有较均衡的中心度。综合来看,与起步阶段关注宏观问题不同,此阶段研究关注点更加

具体,研究从理论视角的思考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破解,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基于实证的政策执行、实
施现状、实施效果以及特岗教师职业认同、岗前培训、生存状态、心理健康等方面,研究数量的倍增、
研究视角的拓展丰富了特岗教师研究成果。

3.转型阶段(2015-2018年)
特岗教师研究成果数量较之前出现了短暂的回落,研究在徘徊中进入深化转型阶段。图2特

岗教师研究关键词时空图谱显示2015-2018年期间关键词中心性较弱且数量不多,这表明特岗教

师研究已转向对相关主题的深入探讨、对问题的深度挖掘阶段。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特岗计划”
政策的反思、对效果的评估以及特岗教师去留问题、职业倦怠、专业发展等内容。2015年6月国务

院办公厅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是切实补充边远地区农村教师队伍、缩小城

乡师资差距、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举措。在新政策的推动与指引下,这一时期,关于新政

策与“特岗计划”的相互影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上,改变了以往问卷加访谈

的单一方式,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实证研究,丰富了研究成果。综上,
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特岗教师研究呈出现阶段性侧重点和关注的焦点。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倾
向于对政策动态变化过程的关注使研究的实践性得到加强,聚焦于特岗教师的研究更为精细与具

体,这表明研究开始进入转型深化阶段。



图2 特岗教师研究关键词突现时空图谱(2006-2018年)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关键词图谱与文献数据统计分析,形象而直观地揭示了我国特岗教师研究进

展。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特岗计划”政策的推行与特岗教师职业发展两大主题开展,为政策的完善

与现实困境的破解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照。经过10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关于特岗教师

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但纵观已有研究,尚存不足:其
一,研究成果的研究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二,研究主力主要集中于师范院校,且研究多以同校

师生间、同事间的合作形式开展,研究队伍有待加强,合作形式有待丰富;其三,研究范式以实证量

化为主,主要采用调查与访谈法,研究形式比较单一;其四,研究多以教育学为视角,研究内容多以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为主,忽视对“特岗计划”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估。针对以上研究局限,结合相关政

策,考虑现实需要和时代发展,笔者对特岗教师的后续研究提出以下思路:
(一)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

从研究视角来看,鉴于破解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迫切性与复杂性,今后需引入心理学、社会学、
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方法,从民生、经济、文化、行政等层面切入,结合现实困境,深入探

索,着力解决农村教育发展难题。从研究内容来看,经过10多年的政策推行,特岗教师研究逐渐细

化到招聘机制、地域融入、情感支持、留任意愿、职业倦怠、文化适应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重复性的研究较多,部分研究观点、视角、建议同质性明显,仍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构建,
缺乏基于实证的案例与数据支持,对问题的判断笼统又简单,提出的对策缺乏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不利于探索符合实情的、灵活可行的解决策略。因此,未来的研究可着眼于政策绩效评估,提出行

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使实施方案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使方案落到实处。
(二)扩充研究队伍,丰富合作形式

特岗教师研究以教育学视角为主,研究主力集中在师范院校,研究虽多以合作的形式开展,但
局限于同事间、师生间的合作。关于“特岗计划”政策的实施这一实践性较强的研究,需加大跨机

构、跨领域、跨地区的合作力度,针对现实问题,发挥核心研究机构的辐射效应,依托各类项目,联合



政策受惠地区的科研力量共建学术共同体,探索多种合作研究形式。研究队伍的扩充也是今后研

究梯度建设的重点。特岗教师是“特岗计划”政策的直接受惠者,同时也应成为特岗教师研究的主

力军,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结合现实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拓展研究思路,探索政策整合

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逐步扩大“特岗计划”实
施规模。同时,为缓解农村教师供需矛盾、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促进乡村发展,国家还推行了“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师范生免费教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相关配套政策,不仅关注农村

教育,还把教育同经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以配套的形式,推动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化发展。因此,
如何与相关政策相呼应,对相关政策进行整合,充分发挥政策效应,探寻符合实际、富有成效的实施

路径,成为今后特岗教师研究的重点。此外,2010年教育部推出的“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

划”(简称“硕师计划”),是“特岗计划”政策的有效补充,既有助于特岗教师专业发展,又可以促进其

教学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因此,要进一步揭示影响特岗教师成长的各种因素,探寻“硕师计划”实施

途径、培养模式与保障机制,促进特岗教师成长。
(四)拓宽研究途径,促进政策完善

综观我国特岗教师研究领域,既有深入“特岗计划”政策实施地区搜集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有基

于现实困境提出政策建议以服务实践的经验研究;既包括通过发放问卷开展调研的定量研究,也有

与“特岗计划”直接受惠者特岗教师互动访谈的质性研究。但总体来看,特岗教师研究偏重于“具身

认知”(embodiedcognition),而注重思辨的研究成果较匮乏,因此对实践探索进行理论提炼的基础

研究应成为后续研究的侧重点。一方面,不仅要针对具体对象开展实地调查,获取相关的案例与经

验,还要开展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加强省际间横向对比与纵向追踪研究,注重全国大样本数据的

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围绕薄弱地区教师队伍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探索破解难题的

途径,学习、借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政策,总结失败的

教训,不断拓展研究途径,继续推动我国“特岗计划”政策的完善,促进政策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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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andProspectoftheResearchonSpecial-postTeacher
———AVisualizationAnalysisofCNKIPapersbetween2006an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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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videobjectiveandaccuratehotspotsandfrontieroftheresearchofSpecial-post
TeachersinChina,thisresearchusedkeyco-wordanalysisandthesoftwareofBicombandCiteSpace
toanalyzeatotalof530papersselectedfromCNKI.Theanalysishasthefollowingfindings.The
numberofresearchesriseincreasingly.Normaluniversitiestakeupthemajorpercentageinaresearch
institution,butthelevelofcooperationbetweenauthorsisnothigh.Thehotspotsarearoundtwo
mainaspectsandsixfields.Basedontheabovefindings,researchersshoulddotheirbesttoobtain
moreinnovativeresearch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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