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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乡村教师队伍的后备力量与持续动力,乡村青年教师承担着振兴乡村教育发展的重任。切

实的获得感是增进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坚定乡村青年教师教育信念的关键因素,也是建设高质量乡村教师

队伍的根本保障。研究通过修正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建构了包含“生存保障获得感”“关系归属获得感”

“自我发展获得感”3个一级指标、“物质经济获得感”“政策保障获得感”“社会交往获得感”“公共文化获得

感”“社会声望获得感”“专业成长获得感”“职业成就获得感”7个二级指标及28个相应三级指标的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提升理路:完善物质保障,推进差异化教师激励

政策;整合关系归属,锚定人性化社会需要;保持自我发展,合理规划未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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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时首次提出

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在新时代背景

下,“获得感”逐步由抽象的治国理念成为人们对

美好生活和幸福体验的心理向往与价值表达[2]。

乡村教师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

支撑,提升乡村教师的获得感亦是建设高质量

乡村教师队伍的根本保障。然而,有研究指

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的通知》实施以来,虽然乡

村教师的薪酬待遇及工作环境等方面都有改

善,但是外部保障支持举措仍与教师内在需求

存在一定的脱节[3]。支持与需求错位问题在乡

村青年教师面临的诸多难题中尤为突出。当

前乡村教师在工作实践需求和生活方式偏好

等方面存在代际异质性,致使乡村青年教师治

理政策存有偏差或精准性不足等问题[4]。在多

重因素叠加之下,部分青年教师留岗意愿日渐

式微,这无益于乡村教育教学的稳定和持续发

展[5]。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

坚力量。2020年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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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

该文件反映了国家对乡村青年教师的重视,明

确指出要“关心青年教师工作生活,优化在乡

村建功立业的制度和人文环境”[6]。在此背景

下,提升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已然成为建设高

质量乡村教师队伍的题中应有之义,切实的获

得感恰是增进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坚定乡村

青年教师教育信念的关键。据此,笔者从学理

层面对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加以厘析,期望为

探寻新时代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向

提供别样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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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得感相关研究回顾

自“获得感”概念被提出后,国内学界对其

关注就从未间断过。通过文献爬梳发现,“获

得感”相关研究大体随着时序更替而呈多元化

的发展态势。早期研究者大多致力于从学理

层面阐释获得感这一新术语的时代意蕴、影响

机制及生成逻辑[7-8];而后部分研究者逐渐在此

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转向特定群体的获得感与特定

面向的获得感,譬如农民获得感[9]、青年获得

感[10]、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11]、数字获得感[12]等。

获得感既可被看作一种整体判断,亦可通

过具体领域得以体现。当前学界大多立足“需

要”视角对获得感的内涵加以考察,认为获得

感与个体需要脉脉相通,是民众在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过程中,对自身客观获得结果及满足程

度的主观体认和评判[13]。质言之,获得感是基

于客观获得的内容而产生的主观心理感受,兼

具“有所获”的实在性与“有所感”的主观性,其

实质不仅是民众个体心理的至微体验,亦是社

会群体心理的整体表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客观获得的外延日趋拓展。从既有研究来看,

诸多研究者已就客观获得的内容广泛性形成

基本共识。具体而言,客观获得所指涉的内容

不单局限于基本的物质和经济利益,还涵盖了

公民政治权利和民生公共福祉[14-15]、自我发展

空间和向上流动契机[16-17],以及荣誉声望成就

和社会他者认可[18-19]等层面的精神需要。

在已有文献中,涉及教师获得感的研究为

数不多,其中论及乡村教师获得感的文献更为

鲜见。一方面,就其内涵而言,有研究者提出

获得感本质上是一种精神需要被满足的心理

状态,是教师在践履职业角色过程中所体验到

的尊严感,这对教师职业认同的时代建构至关

重要[20];还有研究者进一步立足新时代背景,

认为乡村教师获得感主要指乡村教师在满足

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后所产生的积极主观

体验,不仅包括教师身份认同与自我效能感,

还包括教师对自我价值意义的感知和体认[21]。

另一方面,从现状来看,当前研究主要聚焦教

师职业保障和专业发展需要等问题,并由此探

究乡村教师政策获得感和专业获得感的现实

困境。其中:政策获得感问题突出表现为乡村

教师对政策文本满意度欠佳,以及对政策实施

效果感知不理想[22];专业获得感问题则体现在

专业价值感、专业知识感、专业信念感及专业

文化感4个层面上[23]。此外,还有研究者通过

质性研究,从获得内容、获得途径、获得环境、

获得体验与获得共享5个维度对乡村名师专业

发展获得感的群体样态作出描画和归类,以期

为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获得感提供借鉴[24]。

综而述之,在推进“获得感”研究的过程

中,其相关理论不断深化,但以乡村教师为主

体的研究却相对鲜见,且较少有针对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的细化研究。与此同时,对获得感

的探究大致可分为获得主体取向与内容结构

取向两个方面。在对获得感进行理论推演和

实证论析的过程中,众多研究的学科视阈和取

样原则有所不同,故而目前获得感理论的探索

虽被拓展出若干领域,却仍未整合成连贯的体

系,且尚无统一的测量指标。进一步来看,既

有研究更多基于社会公开的面板数据对获得

感加以测量与评定[25-26],仅少数研究选择通过

实证路径对获得感的测评工具进行编制及验

证[27]。在此背景下,对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的

考察和测定既缺少有针对性的系统指标,亦缺

乏一致有效的评价标准。据此,有必要结合乡

村青年教师身处的场域及职业特性,厘清其获

得感的结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为后续深入探究乡村青

年教师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境况提供依据。

二、乡村教师获得感的内涵意蕴

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表征着乡村青年教

师对自身生活的整体看法与基本态度,主要指

青年教师基于自身在乡村场域生活和发展的

需要,对自己客观所得的主观感知与满足程

度。质言之,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关涉需要和

满足之间的匹配程度,强调乡村青年教师的切

实“得到”及得到后的“满足”心理,既包括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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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获得”,也涵盖潜隐的“精 神 满 足”。

ERG需要理论指出,个体拥有生存(existence)

需要、关系(relationship)需要与成长(growth)

需要3个核心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指个体

维持基本物质生活的各类保障;关系需要是指

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保持友好互惠人际交往

的心理预期;成长需要是指个体有通过发展和

成长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愿望[28]。因此,乡村

青年教师获得感可以划分为3个维度,即生存保

障获得感、关系归属获得感及自我发展获得感。

(一)居有所依:乡村青年教师生存保障获得感

生存需要的首要趋向是充盈的物质获得。

就乡村青年教师生存保障获得感而言,生存需

要除涉及衣食住行等生存所需之外,与职业相

关的薪酬福利及工作条件等物质安全感也被

涵盖在内。物质所得具有可分配性,当资源稀

缺时,个体的需要满足通常意味着他者的需要

受挫。生存需要的满足因个体立场不同而可

能被体察为获得感或剥夺感。依据社会比较

理论,个体或群体惯于将自己与他者相比较以

评估自身所得。当个体与参照对象之间存在

比较优势时,便会形塑积极的自我体察与社会

认同,进而强化获得感体验;反之,当个体或群

体认为自身比之参照对象处于不利地位时,便

会感知到愤懑或怨怼等负面情绪,并萌生相对

剥夺感[29]。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仍呈不均

衡态势,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在生存需要满足

程度上的差距也在加大,致使前者在横向比较

中更易产生较高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加剧教师

无序流动以及教师流失之困局[30]。可见,国家

从宏观政策层面上关照乡村青年教师,对物质

要素进行公平分配,是乡村青年教师生存保障

获得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情有所在:乡村青年教师关系归属获得感

关系需要的核心特质体现为交互与共享,

涉及个体间的理解尊重和相互影响,以及个体

与社会的心理联结。关系需要的满足绝非指

单向度的积极情感共享,消极情感的表达和接

受亦是意义生成的必由之径[31]。因此,关系归

属获得感的反面实则是一种心理和情绪上的

漠然和情感联结的缺失,以及从中折射出的青

年教师与乡村场域和乡土人文的区隔与疏离。

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空间本质上是一

个关系体系,居于一定社会空间的个体会形成

相应的个人地方感,进而形塑与之较为一致的

惯习,惯习同时蕴含着对自处场域及他者场域

的感知,故而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空间的看法和

态度实则取决于其在该空间中的位置[32]。因

此,就更为宽泛的意义而言,乡村青年教师关

系归属获得感不仅涉及青年教师与他者的人

际交往与接纳,还包括青年教师对乡土社会的

理解与融入。

(三)心有所往:乡村青年教师自我发展获得感

成长需要涵盖着个体能够对其自身及周

边环境产生创造性影响的所有诉求。一旦成

长需要得以满足,个体将体会到充实与圆满。

成长需要是否被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体是否觅

见契机“为可为之事、成能成之人”。据此,乡

村青年教师自我发展获得感的核心要旨在于,

教师认为自己拥有专业学习和反思实践的充

分机会,并能借此提升能力和完善人格。个体

认知能力和行为发展是一个交互的过程,既受

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亦受到内部非

认知因素的支配与引导[33]。乡村青年教师自

我发展获得感不单表征为其与生俱来的潜能

得到凸显和施展,还隐含着环境要素对青年教

师的陶染,以及教师个体对身处环境的能动改

造。当乡村青年教师充分利用自身既有才能应

对难题,并在此过程中借助积极的环境要素激发

自身潜能、发展新能力,进而成就更卓越的自我

时,便会体认到较为强烈的自我发展获得感。

三、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建构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采用 修 正 式 德 尔 菲 法(ModifiedDelphi

Method)征集专家意见,确立乡村青年教师获

得感指标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

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对各指

标加以赋权。德尔菲法的实质在于通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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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意见征询和信息反馈,在专家组成员之间就

研究问题寻得一致认识。匿名专家小组对指

标体系进行多轮判断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有

助于提升反馈信息收集和指标体系建构的合

理性与有效性[34]。层次分析法则旨在通过对

复杂定性问题的层次结构进行定量分解,而使

其有序化和条理化。在操作上,首先将复杂问

题所含要素划分为有序关联的层次结构,再据

此对同一层次要素的重要程度加以成对比较,

最后通过数理剖析定量描述各要素的相对重

要性[35]。

首先,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初步确定乡

村青年教师获得感相关指标,并形成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专家评议表。其次,本研

究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评议表,进行专家意见

征询。评议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计分分值

愈高,表明专家愈是认可该指标对乡村青年教

师获得感的重要性。再次,本研究依据第1轮

专家评议的结果及建议对初选指标加以修订

与调整。随后,本研究以相同方式再次发放评

议表。若指标评议结果在本轮呈现较高稳定

性与收敛度,则无需对指标再次评议;反之,则

需对指标进行再次评议。最后,采用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层次分析表对所有指标

的重要程度加以两两比较,并依据专家打分结

果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层次分析矩阵计分标准

重要程度 标度赋值 重要程度 标度赋值

两个因素同等重要 1 两个因素同等重要 1

A因素比B因素稍微重要 3 A因素比B因素稍微不重要 1/3

A因素比B因素明显重要 5 A因素比B因素明显不重要 1/5

A因素比B因素强烈重要 7 A因素比B因素强烈不重要 1/7

A因素比B因素极端重要 9 A因素比B因素极端不重要 1/9
介于上述重要程度之间 2、4、6、8 介于上述重要程度之间 1/2、1/4、1/6、1/8

  2.专家选取

研究在首轮意见征询时,依据目的取样原

则预征询专家20人,得到17位专家回应,专家

参与度为85%。在后续调查中,17位专家均予

以回应,专家参与度为100%,可见,专家对该

研究较为关注且参与度高。上述专家中有9人

来自高校,8人来自乡村中小学,其身份可大致

分为研究型专家、专家型乡村教师和乡村青年

教师3类。

研究所涉专家均活跃于乡村教育研究领

域或乡村教学实践一线,对征询主题较为了

解,专家身份的多元选择亦有助于为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建构提供更为全面而系

统的见解。依据王春枝和斯琴提出的测定方

法可得出,在本研究第1轮征询中,专家对征询

主题熟悉程度系数均值为0.929,专家判断依

据系数均值为0.733,专家权威程度系数均值

为0.831;在第2轮征询中,专家对征询主题熟

悉程度系数均值为0.929,专家判断依据系数

均值为0.736,专家权威程度系数均值为0.833。

可见,前述专家对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问题较

为熟悉,判断依据对其影响程度较大,专家权

威性较高,研究所得征询结果相对可靠。

3.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26.0和yaahp层次分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二)指标体系建立

1.指标选取

指标体系由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且可

综合反映研究对象境况的指标构成,是问题调

查和测评时需要借助的主要工具。从年龄段

上看,乡村青年教师隶属青年群体;从职业属

性上看,乡村青年教师不仅是教师队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还是被赋予别样使命的乡村人才。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与乡村青年教师身份角色

密切关联的重要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初步选

定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相关指标。涉及的政

策文件主要包括:《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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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通知》《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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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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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

的通知》等。通过文本分析对其中反复出现的

高频词汇和表述加以编码,并按照前述一级指

标划分将已编码文本加以归类,再通过既有文

献爬梳对其进行补充细化,以进一步厘清乡村

青年教师获得感细分指标。由此,研究初步形

成以“生存保障获得感”“关系归属获得感”与

“自我发展获得感”为一级指标,下设7个二级

指标及23个三级指标的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

指标体系。

2.专家评议结果分析

研究共进行两轮专家评议。首轮专家评

议旨在通过调查获取专家对初拟指标体系的

修订意见及对各指标重要性的评分。次轮专

家评议的目的则是基于前一轮评议结果对原

有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并对其重要程度再次进

行评定。两轮专家评议结果具体如表2所示。

首轮专家评议中,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得分

均大于4,表明专家组对上述指标的重要性相

当认可;除“文化基础建设”和“乡村文化活动”

两个指标以外,其余三级指标的重要性亦得到

专家组的普遍认同(M>4)。综合第1轮专家

评议回收的意见后发现,专家主要从个别指标

的维度细化与含义表述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方面,专家对相关指标进行细化,此项调整

主要集中在“人际互动”“文化基础建设”“学校

气氛”和“职业成就”4个三级指标上;另一方

面,专家对相关指标的含义进行重新表述及清

晰界定。此项修改仅针对“乡村文化活动”这

一指标。指标变化具体如表2所示。依据第1
轮评议的专家意见对初拟指标体系加以进一

步细化与重新表述,新一组指标在第2轮专家

评议中的得分均不低于4。与此同时,在两轮

专家评议中,各指标的离散系数均符合临界值

标准(CV≤50%),表明不同专家对同一指标的

评定结果具有较强稳定性。两轮评议后,各指

标离散系数CV之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5%,且

大部分指标的CV值逐轮递减,这意味着专家

评定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专家对各指标重要

性的共识明显增加。至此,基于德尔菲法的专

家意见征询结束,最终建立了包含3个一级指

标、7个二级指标、28个三级指标的乡村青年

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
表2 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评议结果

评价指标
第1轮专家评议

指标名称 M±Sd CV(%)
第2轮专家评议

指标名称 M±Sd CV(%)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存保障获得感 4.94±0.24 4.92 生存保障获得感 4.94±0.24 4.92

关系归属获得感 4.65±0.49 10.60 关系归属获得感 4.94±0.24 4.92

自我发展获得感 4.76±0.44 9.18 自我发展获得感 4.94±0.24 4.92

物质经济获得感 4.88±0.33 6.80 物质经济获得感 4.88±0.33 6.80

政策保障获得感 4.71±0.47 9.98 政策保障获得感 4.88±0.33 6.80

社会交往获得感 4.47±0.62 13.96 社会交往获得感 4.88±0.33 6.80

公共文化获得感 4.06±0.66 16.23 公共文化获得感 4.24±0.44 10.31

社会声望获得感 4.82±0.39 8.15 社会声望获得感 4.94±0.24 4.92

专业成长获得感 4.65±0.49 10.60 专业成长获得感 4.88±0.33 6.80

职业成就获得感 4.65±0.49 10.60 职业成就获得感 4.94±0.24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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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评价指标
第1轮专家评议

指标名称 M±Sd CV(%)
第2轮专家评议

指标名称 M±Sd CV(%)

三级指标 基本工资 4.94±0.24 4.92 基本工资 4.88±0.33 6.80

绩效工资 4.82±0.39 8.15 绩效工资 4.88±0.33 6.80

福利待遇 4.76±0.44 9.18 福利待遇 4.88±0.33 6.80

住房保障条件 4.59±0.62 13.46 住房保障条件 4.12±0.33 8.06

政策供给感知 4.53±0.51 11.35 政策供给感知 4.65±0.49 10.60

政策实施效果 4.65±0.49 10.60 政策实施效果 4.88±0.33 6.80

组织沟通 4.82±0.39 8.15

人际互动 4.59±0.51 11.05 师生交往 4.18±0.39 9.40

家校交流 4.71±0.47 9.98

乡村融入 4.71±0.47 9.98 乡村融入 4.71±0.47 9.98

社会参与 4.71±0.47 9.98 社会参与 4.88±0.33 6.80

社会支持 4.71±0.47 9.98 社会支持 4.88±0.33 6.80

文化基础建设 3.76±0.44 11.62
文化基础建设 4.59±0.51 11.05

信息网络资源 4.88±0.33 6.80

乡村文化活动 3.59±0.51 14.12 乡村文化活动 4.00±0.50 12.50

乡土文化获取 4.29±0.59 13.71 乡土文化获取 4.12±0.49 11.77

政治地位 4.65±0.49 10.60 政治地位 4.65±0.49 10.60

社会地位 4.76±0.44 9.18 社会地位 4.88±0.33 6.80

职业地位 4.76±0.44 9.18 职业地位 4.82±0.39 8.15

学校气氛 4.76±0.44 9.18
学校文化 4.88±0.33 6.80

组织氛围 4.82±0.39 8.15

教师培训 4.82±0.39 8.15 教师培训 4.88±0.33 6.80

教师合作 4.65±0.49 10.60 教师合作 4.82±0.39 8.15

专业自主权 4.71±0.47 9.98 专业自主权 4.88±0.33 6.80

发展空间 4.82±0.39 8.15 发展空间 4.94±0.24 4.92

职业荣誉 4.53±0.51 11.35 职业荣誉 4.88±0.33 6.80

职业成就 4.82±0.39 8.15
教学效能 4.94±0.24 4.92

自我实现 4.94±0.24 4.92

  3.专家意见协同程度

基于德尔菲法的指标体系建构以形成共

识为旨归,在涉及多个变量的主观判断或排序

时,通常要分析每轮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为

考察数据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以肯德尔协同系

数w为检验值,依次对各轮专家评分数据加以

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在第1轮专家意见征

询中,w=0.416,χ2=226.384(p=0.000);在第

2轮专家意见征询中,w=0.531,χ2=334.207
(p=0.000)。两轮专家意见征询的协同系数均

极为显著(p<0.001),说明被试专家对指标重

要性判断的协同程度较高[36]。在第2轮专家

意见征询中,协同系数相对首轮有所增大,这

表明在本研究所实施的两轮专家意见征询中,

各专家对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的重要程

度评定存在极为显著的一致性,且随着征询轮

次的推进,专家评定的一致性逐渐提升。可

见,本研究所建立的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

体系具有较强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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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权重确定

依据所建立的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

体系,利用yaahp层次分析软件将“乡村青年教

师获得感”作为目标层,同时以其一级指标与

二级指标为准则层、三级指标为方案层建立

AHP结构模型。在群决策面依次输入每位专

家的成对指标判断矩阵,并通过专家结果权重

加权算术平均完成数据集结,最终得到指标体

系的层次总排序权重。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运用最大特征值对判断矩阵逐一进行一致性

检验,结果证实,无论在层次单排序上还是在

层次总排序上,专家对指标权重的判断逻辑均

具有较高一致性(CR<0.1)[37]。

注:由于计算过程中涉及对较多数值的四舍五入,偏差累迭可能导致整体权重加总不等于1,下同。

图1 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权重

  如图1所示,将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的一

级指标按权重值由高至低排序,发现各指标的

权重大小在组间与组内均存有一定程度分化。

首先,在一级指标中,“自我发展获得感”(Wi=

0.428)的 重 要 性 最 高,“关 系 归 属 获 得 感”

(Wi=0.295)与“生 存 保 障 获 得 感”(Wi=

0.276)依次次之,且两者的重要程度相差无几。

其次,在二级指标中,“专业成长获得感”(Wi=

0.214)、“职业成就获得感”(Wi=0.214)、“物质

经济获得感”(Wi=0.153)和“社会声望获得

感”(Wi=0.126)较之其他指标更为重要。最

后,在 三 级 指 标 中,“政 策 实 施 效 果”(Wi=

0.082)、“教学效能”(Wi=0.077)、“自我实现”

(Wi=0.071)、“职业荣誉”(Wi=0.066)、“基本

工资”(Wi=0.064)、“社会地位”(Wi=0.043)

及“职业地位”(Wi=0.043)的重要程度排序相

对靠前。

四、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的提升理路

本研究最终建立了包含“生存保障获得

感”“关系归属获得感”与“自我发展获得感”3
个一级指标、“物质经济获得感”“政策保障获

得感”“社会交往获得感”“公共文化获得感”

“社会声望获得感”“专业成长获得感”和“职业

成就获得感”7个二级指标,以及28个相应三

级指标的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具

体如图2所示。其中,生存保障获得感关涉个

体基础性需要的满足,是教师安身立命之根

柢。同时,随着乡土社群关系的拓展,建立及

维系畅通无阻的人际交往已成为村落熟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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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生命场域[38],故而代表身份归属与情感联

结的关系归属获得感日益成为乡村青年教师

的“刚需”。另外,教育以人生价值的实现为旨

归,既包括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亦涵盖施教

者的人格完善与价值实现[39],因而乡村青年教

师的职业特质使教师自我发展获得感与高层

次需求之间存在天然契合。

图2 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指标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所蕴

含的价值内核具有相对一致性和稳定性,但其

体认过程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与动态性。作

为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同一客观获得予以不同

的教师,教师体验到的满足感不尽相同。换句

话说,乡村青年教师对获得感的体认及强烈程

度因人而异。与此同时,获得感的体认强度会

随时间的边际效用递减,获得感的日趋钝化将

使个体处于“获而无感”的状态中[40]。故此,为

提升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相关部门应在厘清

其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立足其特点精准发力。

(一)完善物质保障,推进差异化教师激励

政策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对乡村青年教师而言,上述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主要存在于物质保障获

得层面,不仅体现为城乡教师的工资悬殊,还

体现在职业内部的政策激励效应分化上[41]。

诚如前述,如果客观获得存在不均,那么乡村

青年教师就会因获得感减弱而对自身现有群

体身份产生怀疑和否定,进而可能引发趋利性

无序流动。为此,在提升乡村教师群体获得的同

时,亦需积极关照乡村青年教师的差异化需求。

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政策保障倾斜力度,

以提高乡村教师群体的物质经济获得。这既

是打破“因教致贫”刻板印象的根本之道,也是

消减“剥夺感”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国家在

关注乡村教师群体获得感的同时,还要通盘考

虑乡村教师职业内部异质性及青年教师需求

结构的个体分化等问题,重视乡村青年教师被

悬置的“短期迫切需求”,这也是提升乡村青年

教师物质保障获得感的关键举措。首先,合理

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并加强过程监

督,避免“地方寻租”而导致的政策激励效能迟

滞;其次,可依据地区偏远和艰苦程度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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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层分类分档管理,精准调整薪酬结构并

科学设置相关补助标准;最后,相关部门要提

升政策锚定的精准性,准确识别并回应乡村青

年教师具体的切实诉求,如过渡性宿舍或安居

住房的落实等问题。

(二)整合关系归属,锚定人性化社会需要

权重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对乡村青年教师

获得感的考量更侧重于职业取向。然而,正如

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42]。对乡村青年教师而言,“乡村教师”不仅

是教师在乡村场域的职业身份,还是“人”这一

主体角色在空间向度与内容类属上的外部符

号。人的需要与人的本性休戚相关。在此意

义上,社会的需要便是符合人性或者属于人性

的需要[43]。故此,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在

满足生存保障需要的前提下,关系归属获得感

符合乡村青年教师固有人性。

对嵌入乡村场域的青年教师而言,良好的

人际关系是强化其与乡土社会之间情感联结

并提升其关系归属获得感的必由之路。提升

乡村青年教师的关系归属获得感,应遵循以人

为本的内在逻辑,对乡村青年教师工作和生活

给予人文关怀。首先,相关部门要营造和谐的

地域支持与乡土文化氛围,助力乡村青年教师

在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过程中,以“生命在场”

的姿态接触并熟悉乡土社会,进而形塑教师乡

村场域“局内人”身份。其次,相关部门要重塑

乡村青年教师“新乡贤”角色,提供青年教师参

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机会和平台,既提高其社会

地位,又强化其文化身份[44],从而实现乡村青

年教师与一方水土的融合,继而厚植青年教师

的乡土情结与乡村教育信念。最后,相关部门

要积极构建乡村教师共同体,并通过这一以情

感为纽带的专业组织助推教师之间的交流对

话与合作分享,从而牢筑乡村青年教师的群体

信任和专业承诺根基。

(三)保持自我发展,合理规划未来预期

获得感是动态且持续的心理体验,在时序

向度上 关 涉 个 体 对 自 身 未 来 获 得 的 美 好 预

期[45]。对未来获得有积极的预期是保持乡村

青年教师获得感、使乡村青年教师“留得下”

“教得好”的不二法门。现实供需偏差会引起

部分乡村青年教师心理失衡。因此,相关部门

要引导乡村青年教师合理规划获得预期,且保

障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有可持续性。这不仅

要提高乡村青年教师客观获得与自我发展需

要的适配度,还要强化乡村青年教师对自身获

得的持续感知能力和积极情绪反应能力,以抵

抗获得感的弱化。

一方面,从自我发展获得感保障层面来

看,相关部门要着力构筑“内外混动”的乡村青

年教师在地化发展长效机制[46]。首先,教师培

训机构要精准靶向乡村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需

要,在保证培训常态化和培训多元化的基础

上,加强培训内容与地方知识的深度融合。其

次,乡村学校要主动赋权以增进乡村青年教师

效能感,通过落实教师专业自主权、事务知情

权和决策参与权等,纾解乡村青年教师专业发

展困境。最后,相关部门要完善乡村青年教师

荣誉奖励机制,以强化乡村青年教师对自身职

业价值的认同感和提升职业成就获得感,从而

为青年教师投身乡村建功立业积蓄能量。另

一方面,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来看,积极的心理

状态是正向情绪体验的前提,个体在生命历程

中所积蓄的积极心理能量可成为自身发展的

心理资本,心理资本对个体作出正确的认知判

断、持续的积极情绪反应等都有重要意义[47]。

如前所述,获得感不仅关涉个体的客观所获,

还关涉个体对主观需求被满足的积极感知程

度。客观获得予以乡村青年教师的满足感,其

效用会随时序更替而逐渐减弱乃至消退。但

是,积极的主观感知可降低个体获得感阈值,

从而避免个体对客观获得预期过高而导致的

认知错位和体验弱化。故此,乡村青年教师亦

要有意识地积累积极心理资本,并有意识地转变

观念,即既要着眼当下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及内生

主体性,又要立足长远保持对未来获得的合理预

期,从而激发并延续对客观获得的良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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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theIndexSystemofRuralYoungTeachersSenseofGain

HANYue,ZHOUZheng,ZHOUJing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HarbinNormalUniversity,Harbin150025,China)

Abstract:Asthereserveforceandsustaineddrivingforceoftheruralteacherteam,ruralyoungteach-
ersbeartheheavyresponsibilityofrevitalizingthedevelopmentofruraleducation.Senseofgainisthe
keytoenhancingtheprofessionalattractionoftheruralteacherprofessionandstrengtheningtheedu-
cationbeliefofruralyoungteachers,anditisalsothefundamentalguaranteeforbuildingahigh-quali-
tyruralteacherteam.Anindexsystemofruralyoungteacherssenseofgainisproposedinthisstudy
throughmodifyingDelphimethodand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hesystemconsistsof3primary
indicatorsincludingsenseofgainin“survivalguarantee”,“relationshipbelonging”and“self-develop-
ment”,7secondaryindicatorsincludingsenseofgainin“materialeconomy”,“policyguarantee”,“so-
cialinteraction”,“publicculture”,“socialprestige”,“professionalgrowth”and“professionalachieve-
ment”,and28correspondingtertiaryindicators.Onthisbasis,thisresearchputsforwardthewaysto
improveruralyoungteacherssenseofgain:1)improvematerialsecurity,andpromotedifferentiated
teacherincentive;2)integraterelationshipbelonging,andsatisfyhumanizedsocialneeds;3)continue
self-development,andshaperationalfutureexpectations.
Keywords:ruralteachers;youngteachers;senseofgain;indexsystem;Delphimethod;analytichierar-
chyprocess(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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