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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
需求预测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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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颁布、“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规划的提出等因素,迫切地需要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进行预测。从在校生人口数量、班级规模、课程

周课时、教师周课时等方面入手,构建了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对

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量和盈缺情况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从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

教师缺口量大;“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科学教师需求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显现,2027年达到高峰;当前小学

科学教师的补充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站在培养

我国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战略高度,做好小学科学教师师资配置的中长期规划;多渠道地补充小学科学教师人

员数量;实施“U-G-S”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保障小学科学教师在需求、培养、就业及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有

效衔接。

关键词:小学;科学教师;全面二孩政策;中国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9)06-0078-08

2017年1月9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通知》(教
基二〔2017〕2号,简称“通知”),正式颁布了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这是在小学科学课程领域深化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体现。该课程标准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小学科学课程开设的起始年级调整

为一年级,并明确规定了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前,原则上要按照小学一、
二年级每周不少于1课时的规定安排课程[1]。小学科学课程课时的增加,一方面体现了对小学科

学课程的作用———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的重视,为到2020年实现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

比例超过10%的目标奠定基础[2];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课时的增加导致教师需求的增

加。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教师需求的战略规划也提出了挑战。基于此,本研究在“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0”框架下,对我国小学科学教师2018-2030年的需求及盈缺情况进行预测,以期为各地

区制订小学科学教师的补给计划以及高师院校制订招生计划提供参考。

一、学科教师需求量预测的模型构建

学科教师需求量是某门课程的周总课时与教师周课时之间的比。某门课程的周总课时受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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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量与周课时两个因素的制约,而班级数量又受到在校生人数与班级规模(班额大小)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排除学生课外辅导、作业批改、班主任工作、少先队工作、教研工作等影响教师工作量

的不可控因素后,将学科教师的周课时界定为仅仅是进行教学的周课时。因此,理想的学科教师需

求量可表示为:

S=(Z·X)/(B·K)
在上式中,S表示教师需求量,Z表示在校生人数,B表示班级规模,X表示小学科学课程的周

课时,K表示教师周课时。其中,Z/B·X表示开设小学科学课程一周需要的课时数。
如果可以测出当年教师的已有数量(C),则可以预测出当年教师的盈缺情况(Q),即Q=S-C。

教师的已有数量受到上年的教师存量、自然减员(因年龄退休)数量和当年教师招聘量等方面的影

响。假如在一段时间内,教师的招聘数量、自然减员的变化率保持不变,则当年教师已有数量可以

根据近几年的教师存量来建立变化趋势模型,从而预测后面几年的教师存量。

二、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量及盈缺情况的各参数确定

(一)2018-2030年小学在校生数量预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本研究将小学学龄人口分布的年龄段界定为6~
11岁。影响在校生数量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和净入学率,其中,出生率又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
在进行在校生人数预测时,可以分两步进行:首先确定学龄人口数量;其次,根据净入学率的趋势,
结合学龄人口数就可以预测在校生人数了。

1.小学学龄人口数预测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先后两次调整了生育政策。一次是于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

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二孩”政策);另一次是

于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并予以2016年正式实施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

两个孩子政策”(简称“全面二孩”政策)。本研究中的学龄人口数采用李玲等人的学龄人口数据[3],
该数据得到秦玉友等人的检验并被认为该数据接近现实[4]。李玲等人数据的预测由3个部分之和

得出。具体做法是:首先,基于原有生育政策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应用人口预测软件CPPS
预测出到2030年的学龄人口数;其次,分别采用易富贤等人测算出的“单独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

口数[5]以及王广州预测出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新增出生人口数[6];最后,将这3个部分相加求

和,得出到2030年我国小学学龄人口数(见表1)。
表1 2018-2030年我国小学学龄人口数预测①

年份 小学学龄人数(万) 年份 小学学龄人数(万)

2018 8595.63 2025 9603.63
2019 8376.05 2026 9828.23
2020 8173.49 2027 10001.31
2021 7945.05 2028 9514.15
2022 8414.05 2029 9062.90
2023 8967.08 2030 8747.18
2024 9291.18

  2.小学净入学率的预测

净入学率是指已入学学龄儿童数与全国学龄儿童数之比。根据2015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中

的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绘制了我国2000-2015年小学净入学率变化趋势图(见图1)[7]。从图

① 资料来源:李玲、杨顺光发表的《“全面二孩”政策与义务教育战略规划———基于未来20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预测》,见

2016年《教育研究》第7期。



1中可以看出,21世纪初以来,我国小学生的净入学率变化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从2001-2004
年,净入学率由2000年的99.1%降至2002年的98.6%,之后,在2004年又上升至98.9%;从2005
年至2010年,小学净入学率持续上升,由99.2%上升至99.7%;从2011年至2015年,小学净入学

率为99.8%±0.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要求,考虑到未知的因素,本研究将小学净

入学率假设为99.8%。

图1 2000-2015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变化趋势①

将学龄人口和净入学率的预测数据进行相乘求积,得到2018-2030年的小学在校生预测数量

(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小学生在校生人口数变化趋势具有如下特点:2018年到2021
年,小学在校生人数持续下降;从2022年开始,小学在校生人数持续上升,截止到2027年小学在校

生数量达到最高;从202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数量又呈缓慢的下降趋势。这说明,“全面二孩”生育

政策对我国小学在校生人口数量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显现,并于2027年达到高峰。
表2 2018-2030年我国小学生在校生人口数预测

年份 小学在校人数(万) 年份 小学在校人数(万)

2018 8578.44 2025 9584.42
2019 8359.30 2026 9808.57
2020 8157.14 2027 9981.31
2021 7929.16 2028 9495.12
2022 8397.22 2029 9044.77
2023 8949.15 2030 8729.69
2024 9272.60

  (二)小学科学课程周课时及科学教师周课时的确定

当前,在国家层面上关于小学科学课程周课时的规定主要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教育部关于印

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通知》(教基〔2001〕28号,简称“实验稿”),该方案规定了小学科

学课程从三年级开始,且在总体上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课程的总课时占所开设课程总课时的

比例为7%~9%[8];另一个是《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通知》(教基二

〔2017〕2号,简称“通知”),“通知”规定在“实验稿”未修订之前,原则上要按照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不少于1课时的要求安排科学课程,三至六年级的课时数保持不变[1]。由此可见,除了“通知”明确

规定课时外,“实验稿”只确定了总课时的总比例,对小学科学课程的周课时安排留有一定的空间。
为了全面了解各省、市、自治区小学科学课程周课时安排的落实情况,本研究梳理了我国大陆

实施教育部课程方案的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最新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实施计划。在这

31个省级课程计划中,除上海市从小学一年开始设置科学课程外,其他省份皆从三年级开始设置

①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教育统计数据“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进行整理。



科学课程;除浙江省将小学阶段科学课程的总课时规定为约350课时外,其他各省都给出了周课

时。在此,根据小学科学课程课时的安排可将这些课程计划分为3类:第一类是福建、广西和湖南,
这3个省份科学课程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时数皆为3课时;第二类是吉林、河北、湖北、安徽、广
东、甘肃和云南,这7个省份是三、四年级的课时数各为2课时,五、六年级的课时数各为3课时;第
三类是以北京、重庆等地为代表的其余省份,这些省份的小学科学周课时从三年级至六年级皆为2
课时。根据“实验稿”及“通知”的要求,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周课时总和约为172课时,且综合考

虑到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实际情况,将小学科学课程每个年级的周课时平均取值为2课时,此时,小
学科学周课时占总周课时的百分比约为7%,满足“实验稿”规定的科学课程课时最低要求。小学

科学教师的周课时数目前没有国家层面的要求,通过对山西、重庆、湖南等省份关于小学科学教师

周课时的调查,以及一线小学科学教师的访谈,将小学科学教师的周课时确定为16课时为宜[9]。
(三)小学班级规模大小的确定

班级规模大小(即班额大小)是确定班级数量的关键变量,班级数量又是教师总课时数的关键

变量,故班级规模大小的确定是教师需求预测的关键变量之一。关于小学班级规模大小规定的国

家层面文件是《小学管理规程》。该文件指出:“小学采用班级授课制,教学班级学额以不超过45人

为宜。”[10]通过对教育部公布的2010-2015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总在校生人数和总班级数的分

析,小学平均班级规模为37.94人。因此,为了从整体上预测全国小学班级规模的平均水平,本研

究将小学班级规模取近似值为38人。
(四)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数量存量的预测

教师数量的存量可由上一年度的教师存量与本年度新增教师之和减去自然减员而求得。由于

我国缺乏小学科任教师年龄段的统计数据,没有办法预估因退休而导致的教师数量的减少,因此,
本研究假设在一段时间内小学科学教师的自然减员和增加量的变化率保持不变,根据中国教育统

计数据中2003-2015年小学科学教师的数量,绘制出了小学科学教师存量的线性变化趋势图(如
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3-2015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存量的变化可以用线性函数y=
3950.07x-7773453.77来近似表示,该线性函数的趋势拟合优度R2 为0.87(大于0.7),说明该趋势

模型能比较好地反映小学科学教师存量的变化趋势。在本研究中,采用该变化趋势模型对未来小

学科学教师的存量进行预测。

图2 2003-2015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存量及变化趋势①

①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3-2015年教育统计数据“小学分课程专任教师学历情况”进行整理。



根据小学科学教师存量的变化趋势预测模型,预测出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的存量

(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8年小学科学教师存量预计为19.38万人,变化趋势按照每间隔

2至3年为周期突破一个万的数量级增长。在“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下在校生数量开始增长的2022
年,小学科学教师的存量预计为21.36万人。

表3 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存量预测

年份 小学科学教师存量(万人) 年份 小学科学教师存量(万人)

2018 19.78 2025 22.54
2019 20.17 2026 22.94
2020 20.57 2027 23.33
2021 20.96 2028 23.73
2022 21.36 2029 24.12
2023 21.75 2030 24.52
2024 22.15

三、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需求及盈缺情况预测

(一)需求预测

将以上2018-2030年小学在校生数及班级规模、小学科学课程周课时、小学科学课程专职教

师周课时等参数带入教师需求量预测模型中,得到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量的预测

数据(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量与生育政策的变化是一致的,从2018
年开始至2021年,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量逐渐减少,从2022年开始,教师需求量逐渐增加,到2027
年达到顶峰。

表4 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量预测

年份 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量(万人) 年份 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量(万人)

2018 28.22 2025 31.53
2019 27.50 2026 32.27
2020 26.83 2027 32.83
2021 26.08 2028 31.23
2022 27.62 2029 29.75
2023 29.44 2030 28.72
2024 30.50

  (二)盈缺预测

将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预测量和小学科学教师存量预测值相减求差,得到2018-
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盈缺情况(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按原有的方式补充小学科学教

师的数量不能满足需求。从2018-2022年,虽然我国小学在校生数量一直处于减少阶段,但仅

2018年,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就达到了8.44万人,即使到了小学在校生数量降至低谷的2021
年,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仍为5.12万人。与此同时,在“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下,在校小学生人数

达到高峰的2027年,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会高达9.50万人。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小学科学教师

配置在起始阶段就存在严重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按照目前小学科学教师的补充模型来补充小

学科学教师不能满足我国小学科学课程对教师的数量需求。
表5 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盈缺量预测

年份 小学科学教师盈缺(万人) 年份 小学科学教师盈缺(万人)

2018 8.44 2025 8.99
2019 7.33 2026 9.33
2020 6.26 2027 9.50
2021 5.12 2028 7.50
2022 6.26 2029 5.63
2023 7.69 2030 4.20
2024 8.3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大。通过对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盈缺情况预测可知,假如按照当前

的小学科学教师补充模式配备小学科学教师,那么在起始阶段小学科学教师的数量就会严重短缺,

2018年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大约为8.44万人,在“十三五”期间,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约高达

22.02万人。
第二,“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科学教师需求的影响逐渐显现。“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科学教

师需求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如按照当前的小学科学教师补充模式配备小学科学教师,到2027
年,小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将达到峰值,约为9.50万人,之后缺口量会逐渐减少,但到2030年,小
学科学教师的缺口量仍为4.20万人。

第三,当前的小学科学教师补充模式不能满足小学科学课程发展的需要。从小学科学教师盈

缺情况来看,如按照当前的补充模式来补充小学科学教师,缺口量最大的将是2027年,为9.50万

人,缺口量最小的是2030年,为4.20万人;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累计缺口量约为94.60万人。
(二)建议

在当今社会,国民科学素养水平是影响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因素。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上讲话时强调:“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11]我国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规
定从小学一年级开设科学课程,并且在课程性质方面较之以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课标将小学

科学课程的性质表述为:“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基础性课程”[12],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小学科学课

程的重视,对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毋庸置疑,小学

科学教师的数量及专业素养对小学科学课程的实施成效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通过本研究可知,当
前小学科学教师的补充机制不能满足课程标准及“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科学教师的数量需求。此

外,小学科学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较为复杂,包括科学教学信念、科学课程知识、学生理解科学的知

识、科学教学策略知识、科学素养评价知识等多方面内容,这也导致培养合格的小学科学教师的过

程更为复杂。为此,提出3点建议。
第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培养我国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战略高度,做好小学科学教师师资配

置的中长期规划。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

结底是科技创新人才的竞争。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基础性课程,早期的科学教育对一个人的科学

素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从培养我国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战略高度

重视小学科学课程,严格按照《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及《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小学科

学课程标准>的通知》的要求,开齐小学科学课程,并对小学科学的教育质量进行动态监测。小学科

学教师数量是开齐小学科学课程的基本保障,根据本研究可知,当前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缺口量大,
加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这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提出了挑战,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充分做好

本行政区内的小学科学教师需求情况的调研工作,并会同计生部门对每年适龄小学生的数量进行

科学预测,做好小学科学教师师资配置的中长期规划。
第二,多渠道补充小学科学教师数量。在当前情况下,很难快速足额配齐小学科学教师,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可从多种渠道来补充小学科学教师人员数量。具体措施主要有:(1)对小学科学教师

的招聘指标给予政策支持,根据研究可知,我国小学科学教师严重缺乏,这将极大影响我国小学科

学课程的实施,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每年的中小学教师招聘数量上对小学科学教师给予政策支持,
增加招聘指标,及时补充小学科学教师人员数量;(2)在义务教育阶段转岗部分具有理科背景的教

师,有研究表明在2015-2020年期间,我国初中化学教师的富余量较大[9],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在充



分考虑这部分理科初中教师意愿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转岗培训,解决小学科学教师严重短缺的问

题;(3)返聘退休的优秀小学科学教师,教育行政部门在充分尊重小学优秀科学教师意愿的前提下,
争取返聘优秀的退休小学科学教师,重点是让这些优秀的小学科学教师带动小学科学青年教师的

快速成长,从而保证小学科学教育的质量。
第三,实施“U-G-S”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保障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培养、就业及专业发展

渠道的畅通。从21世纪初开始,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各地高校积极开展课程改革,纷纷设立了科

学教育专业,然而,从近年来教育部所公布的撤消高校本科专业名单中,接连出现“科学教育”本科

专业被取消的问题。2016年,有3所学校被撤消本科科学教育专业[13];2015年,有2所学校被撤消

本科科学教育专业[14];2014年和2013年,各有1所学校被撤消本科科学教育专业[15-16]。高校本科

专业被撤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生就业率低。从小学科学教师缺口量来看,我国小学科学教师本

就严重缺乏,目前又在减少供给,这说明小学、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在小学科学教师教育方面缺乏协

同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加大对师范院校支

持力度”中指出:“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

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推进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17]这为小学科学

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U-G-S”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指师范院校、地方政府与中

小学校合作开展中小学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研修等系统性工作[18]。实施“U-G-S”小
学科学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不仅可以促进小学科学教师职前、职后培养的连贯性,促进小学科

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还可以增进教育主管部门对科学教育专业的了解,从而在科学教育专业的招

生及小学科学教师的招聘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保障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培养、就业及专业发展

渠道的畅通,为小学科学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师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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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omulgationoftheScienceCurriculumStandardsforCompulsoryEducationinPrimary
Schools,theimplementationoftheuniversaltwo-childpolicyandtheplanningofChinaseducation
modernization2030areallfactorsthaturgentlyneedtopredicttheneedsofscienceteachersinprima-
ryschools.The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demandforecastingmodelwasconstructedfromtheas-
pectsofstudentpopulation,classsize,classhoursperweekandteachershoursperweek.Basedon
thedataofthesixthnationalcensus,thedemandandtheshortageof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s
in2018-2030werestudied.Theresearchshowsthatthereisalargeshortageofprimaryschoolsci-
enceteachersinChinafrom2018to2030.Theimpactoftheuniversaltwo-childpolicyonthedemand
of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swillbeginin2022andreachitspeakin2027.Thecurrentsupple-
mentarymodelof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scannotmeetthedemandforprimaryschoolscience
teachers.Inordertosolvethisproblem,localeducationaladministrativedepartmentsshouldmakea
goodmedium-termandlong-termplanfortheallocationofscienceteachersinprimaryschoolsfrom
thestrategicheightoftraininghigh-qualityinnovativetalentsinChinaandfindmultiplechannelsto
supplement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s.Weshouldalsoimplementthe"U-G-S"teachereducation
collaborativetrainingmodeltoensurethesmoothnessofdemand,training,employmentandprofes-
sionaldevelopmentof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s.
Keywords:primaryschool;scienceteacher;theuniversaltwo-childpolicy;Chinaseducational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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