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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截至2022年,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施了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覆盖范围广且培养规模大。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状况直接关系到未来乡村教师队伍质量,影响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乡村教育振兴的

实现。采用定性与定量混合的评价方法,对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实施成效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乡村教师定

向培养呈现“三重均衡”与“三重失衡”的供需样态:一是在人才培养数量方面,定向师范生招生计划与现实需

求均衡,而实际就业与需求失衡;二是在人才培养学科结构方面,定向师范生与县域整体需求均衡,而与乡村

学校实际需求失衡;三是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定向师范毕业生的专业素质良好且符合实际需求,而乡村教

学胜任力欠佳,与实际需求失衡。为了应对“三重失衡”、适应人口变化新形势、更好地实现政策预期,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有必要在原有“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基础上增加和强化新的“三定向”:一是注重“定

量培养”,满足乡村教师队伍数量补充需求;二是强化“定校培养”,满足乡村教师学科结构优化需求;三是重

视“定质培养”,满足乡村教师素质能力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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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推动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与乡村教育振兴,而提升乡村

教师队伍质量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

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教育部

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等专门政策。2018年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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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政策文件进一

步提出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举措。目前

我国已构建起了“县管校聘”“轮岗交流”“学区

走教”“特岗计划”“定向培养”“银龄讲学计划”

等多举 措 促 进 乡 村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的 政 策 体

系[1]。乡村教师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已构

建,如何保证并不断提升政策实施成效,成为

当前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

师范生是准教师,是教师队伍补充的基本

来源,是教育未来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加

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交流轮岗、特

岗计划的实施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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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但对于乡村教育

而言,其长远发展根本上有赖于兼具专业素养

与青春活力的师范生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通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

就业”,是综合解决师范生“下不去”“留不住”

“教不好”的有效措施。自2006年湖南省在全

国率先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以来,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范围和培养规模不断扩大。截

至2022年,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施了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政策,每年约有5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乡村中小学任教[2]。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

的实施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乡村教师队伍整

体质量,影响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乡村教

育振兴目标的实现。

然而,现有关于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实

施成效的研究却较少。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政

策本身及实施问题。而实践中却不断暴露出

我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不足:一是定向师范

生在培养数量与学科结构上存在供需失衡的

问题;二是培养的定向师范生存在乡村教育情

怀和职业认同感缺乏、乡村教学胜任力不足等

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反映了我国目前的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还难以较好地满足乡村教育发

展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动乡村振

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当下,面对人口发展与变

化新形势,为加快推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对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实施情况进行系统评价

与反思,推动相关政策的优化与完善,势在必

行。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当前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的实施成效,进一步探讨政策改进思路,旨

在促进相关政策的优化与完善。

二、文献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据不同时期相关政策

的资助特点,我国的师范生资助政策大致可以

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师范生免费教育加助学

金政策时期(1949年至1996年)、师范生收费

教育加 多 元 资 助 政 策 时 期(1997年 至2006
年)、师范生免费(公费)教育加助学金政策回

归时期(2007年至今)[3]。相对应的师范生就

业政策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统包统配就业制

度阶段、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自主择业制度阶

段、定向就业与自主择业制度并存阶段。2005
年,湖南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

培养工作的意见》,并于2006年率先实施农村

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开启了我国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的先河。2007年,《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出

台,要求免费师范毕业生一般回生源所在省份

中小学任教。随后,许多省份参照师范生免费

教育政策,开始实施本省的定向免费师范生培

养。由此,我国开始出现针对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的研究。

2012年,《教育部 中央编办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大力推进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提

出“采取定向委托培养等特殊招生方式,扩大

双语教师、音体美等紧缺薄弱学科和小学全科

教师培养规模”[4]。2015年,《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出台,鼓励地方政府和师

范院校根据当地乡村教育实际需求,本土化培

养乡村教师,建立师范院校学生定向培养制

度[5]。在该计划中,我国政府从国家政策层面

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制度。

由此,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成为优化乡村教师队

伍结构的全国性政策,相关研究也不断增多。

现有关于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研究,主要围绕

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定向培养吸引力的研究。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兼具“免费教育和确保就业”的

政策吸引力。有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

教师定向培养政策有较强的生源吸引力,而就

业有保障、公费教育、回避高考风险等是吸引

学生报考的主要因素,其中就业有保障且稳定

是重要因素[6]。虽然定向培养政策吸引了一批

优秀生源,取得了预期的招生效果,但是定向

师范专业的高考入学分数仍然远低于非定向

师范专业,且差距不断拉大[7],反映出招生吸引

力不足。

二是关于定向培养策略的研究。乡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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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定向培养政策的出台,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的内在诉求,是针对性培养乡村教师的有力举

措[8]。基于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的目标与初

衷,应该培养怎样的定向师范生引起了研究者

们的关注。结合我国教师教育的相关政策文

本、师范生培养的规律与经验、乡村教师发展

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国际社会教师教育的

理论与经验等多方面资料,有研究者综合得出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应定位为:培养具有一定教

育哲学与世事洞见素养、能认同并扎根乡土社

会、能发现且明了乡村教育规律、热爱乡村儿

童、具有教育教学智慧的乡村教师,“使其成为

‘爱思想、爱乡村、爱儿童、爱教育’的乡村教育

家”[9]。有研究者站在乡村的视角审视乡村教

育的发展诉求,认为乡村定向师范生需要具备

卓越潜质,即“‘亲和乡土’的人文素养、‘志乡

村教育之业’的情怀、‘协同内外’的资源整合

能力、‘实践-反思-提升-表达’的行动能

力”[10]。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培养过程,

为实现培养目标,有研究者提出要提高认识、

增设核心课程、改良相关课程[11],要加强定向

全科教师的“需求导向”、名师引领的“卓越导

向”[12]。这些策略被认为是提高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成效的重要途径。但在实践中,乡村教师

定向培养却在培养对象的选择(生源)、培养过

程的设计(课程设置、教育实习等)和培养结果

的评价等方面,都存在“背离农村”的现象[13]。

三是关于定向培养效果的研究。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要达到预期政策目标,关键在于定

向师范生能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

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定向师

范生分配到乡镇学校,履约到岗情况总体较

好,但有内部差异,生源地和就读高校离农村

越近,学生的履约到岗意愿越强。协议约束和

“本地情感”是定向师范生回乡从教并留任的

重要原因。通过分析乡村教师“留住机制”,有

研究者认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通过挖掘

历史遗产、加大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形成了一

种预先签约、定向补充的乡村教师供给模式,

是乡村教师“留住机制”的核心部分。然而要想

真正形成乡村教师“留住机制”,需要乡村产业结

构转型与市场经济良性发展,从而为“留下来”的

乡村优质教育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14]。

概而言之,近年来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研

究不断增多,并从以往更多从宏观上关注政策

目标、定位、吸引力等问题,发展到愈发关注定

向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情感培育、课程教学等

中观或微观问题。2018年,随着《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出台,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开

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完整的公共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出台、政策

实施、政策评价三个基本阶段。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作为政府调节乡村教师供给的公共政策

实施至今已十余年,现有研究对政策制定与如

何实施的关注较多,而对政策实施成效的审视

与评价较少,基本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对

政策的实际作用与实施效果缺少进一步分析,

对相关政策在乡村教师数量补充、学科结构优

化、教学质量提升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缺

少系统评价与探究。公共政策学认为,公共政

策评价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是检验政

策效果的基本途径,是决定政策未来走向的重

要依据,是合理配置政策资源的基础工作[15]。

为推动政策过程科学化,确保政策实效,当前

我国需要加强对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成效的评

估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评价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其

起点是建立政策评价标准[16]。“政策评价就是

了解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的过程,就是试图

判断这些效果是否是所预期的效果的过程,就

是判断这些效果与政策的成本是否符合的过

程。”[17]评价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需要确定

评价标准,构建分析框架。由于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政策着眼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下

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问题,优化乡村教师

队伍结构、满足乡村教育发展的师资需求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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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效果,因而将乡村教师培养供给与乡村

教育发展师资需求的匹配效果,作为政策实施

成效的评价标准,较为合适。换言之,适宜以供

需状况视角去审视现有的乡村教师定向培养。

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主要面临数量、结
构、质量三方面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乡村教师

数量不足与流失、乡村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

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不高和能力不足。现有的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这些困境,对乡村教育发

展所需的教师队伍数量、教师学科结构和教师

队伍质量的满足程度如何,是衡量政策实施成

效的根本依据。据此,本研究以供需状况为分

析视角,从教师队伍数量、教师学科结构、教师

队伍质量3个维度去审视当前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的问题、效果与评价指标(见表1)。
表1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分析框架

维度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
面临的主要问题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
政策的预期效果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
的评价指标

教师队伍数量 教师数量不足 补充教师数量 对教师数量短缺的补充情况

教师学科结构 教师学科结构失衡 培养所需学科的教师 对促进教师学科结构均衡的作用

教师队伍质量 教师素质不高能力不足 培养胜任乡村教育的教师 培养师范生应具备的素质能力

  (二)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评价方法是深入了解和认识公

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主要分为定性评估和定量

评估两大范畴[18]。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主要通过对

相关教育统计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的量化分

析,运用描述统计、差异比较等方法来分析政

策实施后的相关变化与效果。定性评价主要

依据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乡村学校校长与

教师的访谈,以及对公共政策直接对象定向师

范毕业生的访谈,从他评与自评两个层面了解

乡村教师定向政策相关利益主体的主观感受

与评价。

定量评价涉及的研究工具主要是针对定

向师范毕业生素质能力的调查问卷,问卷基于

多方面信息资料综合设计而成。本研究通过

借鉴和参考已有研究有关乡村教师教学胜任

力的调研工具,访谈乡村教师与乡村教育研究

专家,梳理汇总教师胜任乡村教育教学需要具

备的素质和能力指标。问卷除基本信息外,主

要包括如下维度及指标:知识素养(教育知识、

学科知识、实践性知识、通识知识、乡土知识、

乡村学生背景知识),教学能力(教学设计能

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能力、小班化教学

能力、多学科教学能力、差异化教学能力),职

业精神(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追求、乡村

情感),个人特质(自我特质、人际特征、身心素

质)。其中每个指标设置3个及以上题项,题项

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形式,取值由低到高依

次为1、2、3、4、5,维度与指标得分取对应题项

得分加总后的平均数。定性评价涉及的主要

是针对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各利益主体的访谈

工具,而相关访谈问题则基于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效果评价的分析框架中的内容而设计。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各

年度教育统计数据。另外选择 H 省和J省6
个市进行调查,具体调查内容包括 H省和J省

6个市所辖县近4年的定向师范生招生人数、

乡村教师数量及学科结构,以及近3年到岗就

业定向师范生的素质能力等相关情况。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定向师范生素质能力方

面的相关数据。本次调查共向到岗的定向师

范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1160份,回收问卷

1122份,有 效 问 卷 1114 份,有 效 回 收 率

96.03%。有 效 样 本 的 情 况 为:男 生 324 人

(29.08%),女生790人(70.92%);毕业1年以

内394 人 (35.37%),毕 业 1~2 年 384 人

(34.47%),毕业2年以上336人(30.16%)。访

谈数据来源于对12名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编
号:ZFRY-1-12)、15名乡村 学 校 校 长(编 号:

XCXZ-1-6)和教师(编号:XCJS-1-9)以及20名

定向师范毕业生(编号:DXSFS-1-20)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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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发现:“三重均衡”与“三重失

衡”的政策成效

  (一)人才培养数量方面:定向师范生招生

计划与现实需求均衡,而实际就业与需求失衡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是教育发展

的第一资源。长期以来,受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交通不便、学校办学条件较差等因素影

响,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一直面临职业吸引

力不强、补充渠道不畅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

了乡村教育发展。保障乡村教师数量供给是

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础。我国出台的“特岗

教师计划”“定向培养”“银龄讲学计划”等举措

均着眼于扩大供给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公开招考、乡村教师定

向培养、特岗教师招聘等为主要途径的乡村教

师队伍数量补充机制,其中未实施特岗教师计

划省份主要依赖前两种途径。

乡村教师的补充以满足乡村学校的现实

需求为宗旨。作为乡村教师补充的重要途径,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旨在满足乡村学校的现实

需求。在当前我国“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

理体制下,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地区乡村

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组织实施乡村义务教育。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一般以县为基本单位编制

招生计划,定向师范生入学前与定向县政府签

订协议。本研究对各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

进行了访谈,了解到乡村教师的现实需要是编

制定向师范招生计划的主要依据。“每年省教

育厅在下发定向师范生招生工作通知时,都会

先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了解各地的

实际需要;我们会相应地向学区和学校征求意

见,要求学区和学校报送计划,我们审核通过

后再上报;省教育厅后面会根据各地的上报情

况,下达全省的招生计划总数及各县的招生计

划数。各县的数量基本上同我们上报的数量

不会有大出入。”(ZFRY-3)“在核算县里每年的

定向师范生招生计划时,我们会综合考虑县里

乡村教师的缺少数量以及最近的乡村教师招

考情况。由于定向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

学费、免缴住宿费、补助生活费,需要财政投

入,而乡村教师招考补充不需要额外投入,我

们也会根据财政状况来考虑定向师范生培养

的计划人数,但总体而言每年定向师范生计划

培养人数基本等于全县乡村教师紧缺数量。”

(ZFRY-6)

当前乡村教师退休、流失等造成的数量不

足,各县主要依靠乡村教师招考(含特岗教师

招聘)来补充。通过了解乡村教师招考情况,

各县教育行政部门能够较清楚地知道本地是

否难以招聘到教师、哪个学科难以招聘到教

师,由此判定本地乡村教师紧缺程度、最缺教

师的学科及大约缺少的教师数量。在确定每

年的定向师范生培养计划时,各县都会综合考

量本地乡村教师的紧缺情况以及本地最近几

年的乡村教师招考情况。实施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的初衷之一,正是为了化解乡村教师招考

存在的数量不足。由此,各县每年招收的定向

师范生培养数量与各县乡村教师的紧缺数量

基本持平,两者形成了供给需求平衡。

各县都期望通过培养定向师范生来改变

当地乡村教师紧缺的现状。但是,定向师范生

的培养一般要经历4年的时间,部分初中毕业

起步的定向师范生甚至要经过7年的漫长培养

过程。在此期间,在城镇化背景下,各县乡村

学校及乡村教师需求一般会发生巨大变化,待

到定向师范生毕业时各县乡村教师紧缺情况

早已发生了改变。2015年至2020年,我国乡

村小学的数量由118381所下降为86085所,

乡村小学生人数由2900多万下降到2400多

万,其中一些乡村学校变为教学点。乡村学校

与学生数量的减少,导致乡村学校对乡村教师

数量的总体需求以及相关紧缺学科教师的比

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如表2所示,2018年到2020年,我国乡村

小学各科的生师比虽然相较于城区与镇区整

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体育、音乐、美术的生师

比相较于城区仍然明显偏高。乡村学校的规

模整体小于城镇学校,为确保完成国家课程设

置,按要求各地普遍将班师比也纳入教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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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确保乡村学校教师数量。2018年到2020
年,乡村学校的生源不断减少,新的小规模学

校大量出现,但乡村小学各科(语文和数学除

外)的班师比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而城区与

镇区小学各科(语文和数学除外)的班师比反

而普遍呈现下降趋势。原本乡村学校音体美、

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的班师比就高于城区与

镇区学校,近3年差距更是进一步拉大。乡村

小学语文与数学学科的班师比虽然有所下降,

但与城区与镇区小学相比仍然明显偏高,教师

数量依旧偏少。目前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

如何解决乡村学校班师比偏高,尤其是音体

美、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班师比偏高的问题

愈发凸显。本研究所调查的各县城区、镇区、

乡村小学的生师比与班师比现状及近年来的

变化情况也基本如此。

虽然各县的当年招生数量与乡村学校教

师需求数量基本均衡,但是对照定向师范生毕

业后的乡村学校需求以及我国缩小城乡差距

的教育发展需求,定向师范生培养数量却难以

满足实际需要。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各县普

遍存在定向师范生毕业数量不能满足当年实

际需求的问题,即已有供给与现实需要失衡。

表2 2018年与2020年全国不同地区小学各科的生师比和班师比及其变化

学科 年份
生师比

城区 镇区 乡村

班师比

城区 镇区 乡村

体育 2020 249.31∶1↑ 293.29∶1↑ 270.60∶1↓ 5.65∶1↓ 7.09∶1↓ 10.87∶1↑
2018 220.78∶1 284.57∶1 293.98∶1 5.81∶1 7.35∶1 10.20∶1

音乐 2020 363.54∶1↑ 415.37∶1↑ 399.60∶1↓ 8.26∶1↓ 10.10∶1↓ 15.87∶1↑
2018 321.94∶1 403.02∶1 431.95∶1 8.33∶1 10.31∶1 14.93∶1

美术 2020 382.56∶1↑ 435.64∶1↑ 422.47∶1↓ 8.70∶1↓ 10.53∶1↓ 16.95∶1↑
2018 338.78∶1 422.68∶1 459.23∶1 8.85∶1 10.87∶1 15.87∶1

综合实践 2020 489.51∶1↑ 420.64∶1↑ 218.14∶1↓ 11.11∶1↓ 10.20∶1↓ 12.82∶1↑
2018 433.49∶1 408.13∶1 345.58∶1 11.63∶1 11.36∶1 8.20∶1

语文 2020 51.70∶1↑ 50.08∶1↑ 39.11∶1↑ 1.17∶1→ 1.21∶1→ 1.44∶1↓
2018 45.79∶1 48.59∶1 39.09∶1 1.17∶1 1.21∶1 1.47∶1

数学 2020 72.97∶1↑ 59.96∶1↑ 46.76∶1↓ 1.65∶1↑ 1.45∶1↑ 1.73∶1↓
2018 64.62∶1 58.17∶1 46.78∶1 1.64∶1 1.44∶1 1.76∶1

外语 2020 196.04∶1↑ 218.24∶1↑ 186.33∶1↓ 4.44∶1↓ 5.29∶1↓ 7.63∶1↑
2018 173.61∶1 211.75∶1 207.56∶1 4.52∶1 5.62∶1 6.99∶1

  注:根据教育部2018年与2020年的全国教育统计数据计算得知各科生师比和班师比,其中生师比=小学生数÷学

科教师数,班师比=小学班级数÷学科教师数;↑表示2020年该数据值相较于2018年上升,↓表示下降,→表示持平。

  (二)人才培养学科结构方面:定向师范生

与县域整体需求均衡,而与乡村学校实际需求

失衡

2001年,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课程设置

实验方案》,对义务教育阶段各年级的周课时

数、学年总课时数、九年总课时数以及各门课

程的课时比例作出了具体规定[19]。根据各科

课时设置数量与比例要求,结合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标准,形成了我国义务教育教师的学科比

例结构。各地学校都要按规定依据学科教师

比例要求配齐配足各科教师。

然而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乡村在经

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均落后于城镇,自主

择业制度下乡村教师岗位不被师范生所青睐,

乡村学校确保教师足量供应尚且困难,要达到

学科教师比例要求、实现教师学科结构均衡更

是困难重重。音体美等学科的师范生培养成

本相对较高,这些学科的师范生毕业后也较容

易在城镇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一般更不愿意

去乡村学校,由此形成了我国乡村学校较长时

间以来的教师学科结构不均衡现象。已有研

究均表明乡村学校普遍缺少专业的外语、音

乐、体育与美术等学科教师[20]。

2014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

布了《中央编办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要求“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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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一到城市标

准,即高中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2.5、初中为

1∶13.5、小学为1∶19”[21]。2017年,教育部印

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

法》,对县域义务教育学校教师配置水平提出

新要求,要求“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
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0.9人

以上”[22]。在我国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

均衡迈进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学校教师学科结

构不均衡问题愈发凸显。

当前乡村学校普遍存在音体美等课程难

以按照课程标准有效实施等问题以及教师“教
非所学”等现象[23],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学

科专业教师严重紧缺。如表3所示,乡村教师

中音体美及外语教师的占比,明显低于城区和

镇区教师中的占比。为此,各地开展乡村教师

定向培养时通常会偏向紧缺学科,以期满足本

地乡村学校紧缺学科教师的配比要求,缓解教

师学科结构失衡状况。但是如表2所示,乡村

学校不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缺乏,而且各

个学科教师都存在短缺的问题。各地在核定

各学科定向师范生具体培养人数时一般还是

以县域为单位去统计,依据生师比、班师比等

要求测算各学科需要培养的定向师范生数量,

结果还是语文、数学或全科定向师范生培养人

数较多。由此,从县域乡村教育整体数据看,

各学科的定向师范生培养数量基本能够满足

地方推进乡村教师学科结构均衡的需求,而且

对紧缺学科还有特别倾斜,但是从单个的乡村

学校实际情况看,现有定向培养的乡村教师学

科结构却仍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学校

普遍规模小,既人数少又班级少,按照整体的

生师比与班师比核算各学科的定向师范生培

养数量,仍然是几所学校才能“共有”一位定向

师范生;乡村学校之间距离较远,一个定向师

范生毕业后难以同时兼顾多所乡村学校,最多

尽力兼顾相近的乡村学校;音体美等学科教师

配比要求低于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因此核

算后音体美定向师范生培养人数少。从推动

乡村教师学科均衡的角度而言,现有的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只能在县域整体数据统计层面满

足学科需求,而难以满足现实中大多数乡村学

校的学科需要。正如一位乡村学校校长所言:
“按照全县乡村学校学生数量计算各学科教师

缺额,我们培养的定向师范生是能够满足学科

需要的,但是乡村学校多且学生少,几个学校

也分配不到1个定向师范生,音体美等学科的

定向师范生更是不可能分配到;语文数学等学

科的专业教师各乡村学校都有,虽然也缺少但

容易招聘到,需要没那么迫切,而音体美综合

实践等学科就迫切需要专业教师;乡村学校最

缺音体美等专业教师,所以即便分配到了1个

语文、数学或全科的定向师范生,其意义和作

用也不大。”(XCXZ-3)

表3 2020年全国城区、镇区、乡村小学各学科教师占所在区域教师总数的比例 单位:%

类别 体育教师 音乐教师 美术教师 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外语教师

城区教师 7.75 5.32 5.05 37.37 26.48 9.86
镇区教师 6.30 4.45 4.24 36.89 30.81 8.46
乡村教师 5.42 3.67 3.47 37.49 31.35 7.87

  注: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统计数据计算。

  (三)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定向师范毕业生

的专业素质良好均衡,而乡村教学胜任力欠佳

失衡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乡村

教师的 素 质 能 力 决 定 着 乡 村 教 育 质 量 的 高

低[24]。乡村教师有效开展教育教学,一方面必

须具备基本的教师素质,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教

育的特殊性,还需要具备特殊的素质能力[25]。

教师素质,又称教师专业素质,是指教师能顺

利从事教育活动的基本品质或基础条件,一般

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精神。专业知

识即教师知识。舒尔曼认为教师知识分为七

大类:学科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一般特征相关知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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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背景知识、教育学基础知识[26]。有研究者将

教师知识划分为通识性知识、本体性知识(学
科知识)、条件性知识(教育知识)、实践性知识

四类[27]。乡村教师身处乡土社会,面对城镇化

背景下各类家庭结构中的乡村学生,还需具备

乡土知识与乡村学生背景知识。专业能力主

要指教师的教学能力,依据教学的实施过程一

般分为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

价能力。当前乡村学校学生流失,小班化教学

与全科教学成为乡村教学的重要特点,加之家

庭教育差异等因素导致学生学习基础差距较

大,因而乡村教师还需具备小班化教学能力、

多科教学能力、差异化教学能力。专业精神是

在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工作

极其热爱和投入的品质。教师的专业精神主

要表现为职业过程中的职业精神,一般包括职

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追求。对于乡村教师

而言,乡村情感直接影响着他们在乡村学校工

作的职业状态与职业表现[28],因而他们的职业

精神还需包括乡村情感。

除此之外,个体特质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教

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29-31],主要包括自我特

征和人际关系特征。乡村教学与生活条件落

后于城镇,且社会活动与同伴交流存在局限,

因此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他们的个体特质往往

还包括坚强与乐观的心理素质。为此,本研究

将定向师范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划分为

4个维度,分别是教师知识、教学能力、职业精

神、个人特质,每个维度由相应的教师基本素

养与乡村教师特需的素质和能力构成,具体指

标见表4。

表4 定向师范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维度 素质和能力指标(均值)

教师知识
教育知识(4.22)、学科知识(4.11)、实践性知识(4.13)、通识知识(4.23)、乡土知识(3.46)、乡村学生
背景知识(3.24)

教学能力
教学设计能力(4.02)、教学实施能力(4.07)、教学评价能力(4.10)、小班化教学能力(3.24)、多科教
学能力(3.35)、差异化教学能力(3.31)

职业精神 职业理念(4.12)、职业态度(4.09)、职业追求(4.21)、乡村情感(2.91)
个人特质 自我特质(4.12)、人际特征(4.21)、身心素质(3.27)

  定向师范生是未来的乡村教师,他们需要

具备乡村教学胜任力。定向师范生毕业后是

否具备乡村教师所需的素质能力,是评价定向

师范生培养质量高低的主要依据。本研究通

过对定向师范毕业生的专业素质能力进行实

证调查,发现其专业素质能力呈现两方面的特

点:一是在专业素质上普遍表现良好且均衡;

二是在乡村教师特需的素质能力上表现不佳,

其乡村教学胜任力存在结构失衡,如表4所示,

定向师范毕业生在教师知识上的得分普遍在4
分以上,处于较高水平,而在乡村教师特需素

质能力上的得分普遍在3.5分以下,显著偏低,

尤其是乡村情感得分最低,低于3分。

其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地方师范院校在乡

村教师定向培养过程中普遍重视“知识能力素

质”而忽视“乡土情怀”,重视“基础教育的普适

性”而忽视“乡村教育特殊性”,重视“教师教育

理论研究”而忽视“乡村教师培养实践经验推

广”[32]。目前定向师范生的培养与非定向师范

生区别不明显,其培养目标鲜有涉及培育“具
有乡土情怀”的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对乡村

文化的认知比较模糊,对乡村文化的热爱程度

不高,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在知、情、行三方面存

在矛盾[33],对定向就业认同感不足[34]。这与

定向师范生选拔面试时过于关注学生潜在的

教师素养而忽视对学生乡村情感、乡村从教意

愿与能力的细致评判有关。定向师范生虽然

定向招生,其招收的都是本地学生,但是这些

本地学生长期在外地读书,因而对乡土的了解

有限,读书时渴望着出人头地、离开农村,对乡

土的情感并不深厚。

本研究对定向师范毕业生群体进行差异

检验发现,男生的职业精神相较于女生更为消

极,尤其是其乡村情感方面的得分显著偏低;

27



不同工作年限的定向师范毕业生的教学能力、

职业精神与个人特质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仅毕

业2年以上定向师范毕业生的乡土知识与乡村

学生背景知识水平更高。通过对定向师范毕

业生的访谈了解到其背后的原因:“男教师生

活压力大,需要考虑结婚、个人发展等问题,在

乡村各方面都受限,所以他们往往更不愿意履

行合同,更 想 离 开 乡 村,不 愿 意 长 期 从 教。”

(DXSFS-8)“现在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形式大

于内容’,针对乡村教育教学少,不重视乡村教

师的心理与情感问题。乡村教师教学都是自

我摸索、缺少引领,时间长了对乡村社会与乡

村学生会有更多了解,但是对如何有效教学还

是比较迷茫,而且容易陷入安逸的停滞状态。”

(DXSFS-13)

  五、政策改进:新增“三定向”应对“三
重失衡”

  任何政策都有其预定目标和希望达到的

效果,但实际效果往往并不会完全符合决策者

最初的设想。通过政策评价获得现行政策实

施效果的信息后,还需要对该项政策的去向进

行判断和选择,一般选择主要有政策调整与政

策终结。所谓政策调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获

得的反馈信息及客观条件的变化对政策形式

与内容进行修订、补充和更新的工作,体现政

策的延续性。所谓政策终结是指决策者通过

审慎评价既有政策而采取相关举措,终止那些

错误的、过时的、多余的或无效的政策[35]。当

前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的实施尽管存在“三

重失衡”的问题,但是其政策实施基本实现了

“三重均衡”,对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产

生了正向效应。我国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尚未

根本改变,乡村吸引力不强与人员流失比较严

重[36],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非权力性资源配置

依旧难以满足乡村学校教师的补充需要,乡村

教师供应仍有赖于政府的权力性资源配置[37]。

作为政府权力性配置乡村教师资源重要手段

的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依然具有重要的价

值与政策地位,因而面对现实问题与不足,乡

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应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

环境变化与现实需求。近年来新生人口数量

断崖式下降以及城镇化持续推进,未来乡村学

生人数会进一步减少,乡村学校的数量将进一

步减少,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更需注重前瞻性和

精准性。为此,在已有“定向招生、定向培养、

定向就业”的基础上,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有必

要增加和强化新的“三定向”,以应对前文所述

的“三重失衡”。

(一)“定量培养”:满足乡村教师队伍数量

补充需求

人才培养需要经历一定的周期,因而人才

培养需要具有前瞻性。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

对象是未来的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一般要

经历4年以上的定向培养再回到合同约定地方

的乡村教师岗位就业,因而定向师范生培养必

须着眼于乡村教育未来的发展需求,满足乡村

教师队伍数量需求。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处于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时代背景下。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

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坚持乡村振兴和新

型城镇化双轮驱动”[38]。一方面,新型城镇化

的持续推进,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

程,带来了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出,使乡村学生

人数相应地持续减少;另一方面,乡村建设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有利

于提升乡村吸引力,为乡村社会保留并吸引人

口,带来乡村学生人数的稳定或增加。新型城

镇化的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共同牵动

着乡村学生数量的变化,影响乡村学校的教师

需求。与此同时,我国也正积极推动各领域高

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共同富裕,而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则需要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乡村

教育的发展与质量提升,关键在于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从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到2020年《教育

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的发布,我国一直在努力造就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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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

村教师队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只有确保补

充足够的乡村教师队伍数量,才能进一步提升

乡村教师队伍质量,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构。

乡村教育未来需要多少乡村教师,需要综

合考虑乡村学生的变化趋势以及乡村教育质

量提升的师资需求。当前各地在确定本地定

向师范生培养人数时,对本地乡村学生的变化

与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师资需求缺少系统全

面的核算,出现定向师范生招生数量与需求均

衡而就业数量与现实需求失衡的问题,如此降

低了定向师范生培养政策的实施成效。因此,

未来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必

须确立“着眼于乡村教育未来发展教师需求”

的原则,各地要综合考虑国家相关政策背景下

的本地学生人数变化趋势、新生人口出生率变

化情况、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需要,以此来

核定每年定向师范生培养数量。展望未来5~

10年,随着人口负增长、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将会降低数量需求,从“大

批量培养”转向“优师培养”。

(二)“定校培养”:满足乡村教师学科结构

优化需求

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取决于每所乡村学

校的发展,体现为每个乡村学生的个体发展。

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乡村学校音

体美、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教师缺少,乡村教

师队伍存在明显的学科结构失衡。为乡村学

校配备专业的音体美、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

教师,是推动乡村学生体育、美育、实践能力、

语言等学科素养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前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主要关注乡村教育紧缺学

科教师的培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学

校教师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但是由于在核算

本地定向师范生培养人数及学科结构时,各地

通常以县域为单位依据生师比进行测算,由此

造成定向师范生培养人数虽然基本能够满足

县域乡村教师整体学科结构均衡的需求,但却

不能满足县域内每所乡村学校的具体需求。

受学生人数与班级规模限制,一所乡村学校很

难分配到一个定向师范生。紧缺学科教师配

比要求低,定向师范生培养人数少,因而乡村

学校更难获得定向师范生分配名额。当前乡

村教师定向培养对乡村教师学科结构调整与

优化而言,只能是“锦上添花”而做不到“雪中

送炭”。

目前定向师范生的定向就业“定的是县

域”,而不是具体的乡村学校。定向师范生在

就业选择时往往偏向离县城近的乡村学校或

者规模较大的乡村中心学校,而不愿意选择偏

远乡村学校或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学校普

遍存在教师学科结构不均衡,尤其缺少音体

美、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教师。这种不均衡

存在明显的校际差异。离县城近的乡村学校

或者规模较大的乡村中心学校,有专门的音体

美、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教师,其教师学科结

构相对均衡。而偏远乡村学校或乡村小规模

学校教师学科不均衡现象更严重,这些学校没

有专门的音体美、综合实践、外语等学科教师,

一个教师需同时承担多门学科的教学。为此,

如果定向师范生培养只注重“定县域培养”而

不注重“定校培养”,反而容易加大乡村学校之

间教师学科均衡的差距。偏远乡村学校或小

规模学校离县城远、分布较为分散,不利于教

师走教,且学生的体育、美育、实践能力、外语

等学科素养基础较差,更需要补充紧缺学科教

师。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未来乡村小规模学

校呈现进一步增多趋势。因此,如何为这些乡

村学校补充紧缺学科教师,应该成为未来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关注的重点。未来定向师

范生培养需要在数量上大幅度地偏向紧缺学

科,综合考量县域乡村学校分布情况、乡村学

校教师结构及不同学科教师的“校师比”,并明

确紧缺学科定向师范生未来就业的乡村学校。

(三)“定质培养”:满足乡村教师素质能力

发展需求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是各地政府制定的由

政府出资、专门为乡村地区培养义务教育教

师,以解决乡村尤其是偏远艰苦地区义务教育

师资紧缺现状的措施,其实质是政府优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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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为乡村学校输送

急需的合格师资,缓解乡村教师紧缺现状,是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目的。乡村学校所处的

具体环境不一样,学生特点与规模也不一样,

需要乡村教师在具备教师基本素养的基础上

还要具有不同于城镇教师的乡村教学胜任力。

然而现在培养的定向师范生,在教师基本素质

上普遍表现良好且均衡,在乡村教师特需的素

质能力上却表现不佳,尤其在小班化教学能

力、多科教学能力、差异化教学能力、乡村情感

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39]。由此导致定向师范

生毕业后难以适应乡村教育教学需求,“既教

不好又不想留”,期待着合同约定的服务期早

些结束而离开乡村,甚至出现定向师范毕业生

在乡村学校的工作成效与状态反而不如招聘

选拔的乡村教师。因此,未来的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需要特别重视“定质培养”,以培养卓越乡

村教师为主要目标。

一方面需要加强定向师范生培养前的面

试选拔工作,主要以乡村教师应具备的素质能

力为选拔标准,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面试学

生的乡村情感与态度以及个体特质。另一方

需要注重培养过程中的乡土特色,在课程目

标、课程设置、课程设计、教学组织、教学方式

等方面均融入乡土元素,以加深定向师范生对

乡村的了解,提升他们的乡村教学能力,培养

乡土情感。此外,还需特别重视定向师范生赴

乡村学校实习与见习,尽早开设实习课程,并

尽量安排在未来就业学校,让学生早了解、早

接触、早体验。当前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乡

土特征不明显,这与缺少了解乡村教育的教师

教育者有关。目前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者对

基础教育尚且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乡村教育更

是缺少足够的认识,难以指导定向师范生的乡

村教育实践。为此,有必要在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过程中选择乡村优秀教师作为教师教育者,

开设相关课程,让乡村优秀教师参与定向师范

生的培养过程,帮助定向师范生未来成为一名

合格的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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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EffectandPolicyImprovementofRuralTeachersTargetedTraining

LIUJia1,2
(1.SchoolofTeacherEducation,HuzhouUniversity,Huzhou31000,China;
2.ZhejiangRuralEducationResearchCenter,Huzhou313000,China)

Abstract:By2022,28provinceshaveimplementedthepolicyoftargetedtrainingofruralteachers,cov-
eringawiderangeandalargescaleoftraining.Thedirectionaltrainingofruralteachersisdirectlyre-
latedtothequalityofruralteachers,whichaffectsthehigh-qualityandbalanceddevelopmentofcom-
pulsoryeducationandtherevitalizationofruraleducation.Byusingthe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e-
valuationmethod,thisstudyanalyzestheimplementationeffectofthetargetedtrainingofruralteach-
ersandfindsthatthecurrenttrainingpresentsa“triple-balance”and“triple-imbalance”supply-de-
mandpattern.First,intermsofthenumberoftrainedtalents,theenrollmentplanoftargetednormal
universitystudentsisbalancedwiththeactualdemand,whiletheactualemploymentisunbalanced
withthedemandSecond,intermsofthedisciplinestructureoftalenttraining,thesupplyoftargeted
normaluniversitystudentsisbalancedwiththeoverallneedsofthecounty,butunbalancedwiththe
actualneedsofruralschools.Third,intermsofthequalityofpersonneltraining,theprofessional
qualityoftargetednormaluniversitypostgraduatesisgoodandbalanced,whiletheirteachingcompe-
tenceinruralschoolsispoorandunbalanced.Inordertorealizethepolicyandadapttothenewsitua-
tionofpopulationchange,itisnecessarytoaddnew“threeorientations”onthebasisoftheoriginal
“targetedenrollment,targetedtrainingandtargetedemployment”tocopewiththe“tripleimbal-
ance”:thefirstisthequantitativetrainingtomeetthedemandofteachersinruraleducation;thesec-
ondisthetargetedschooltrainingtomeetthedemandofsubjectstructureofruralschools;thethird
isthequalitativetrainingtomeetthequalityandabilityneedsofruralteachers.
Keywords:ruralteachers;targetednormalstudents;targetedtraining;policyimplementation;policye-
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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