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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视域下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
现实审视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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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素,科学合理的师资配备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 全

面发展,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应注重区域、学科、学段等方面的均衡。测算结果表明:在人口变化趋势下,在教

师规模上,2023—2035年义务教育需新增教师约364.13万人;在学科配备上,语数外等学科教师队伍保持基

本稳定,新增教师数量较少,而音体美等学科小学阶段需新增教师约224.40万人,初中阶段需新增教师约

133.02万人;在学历配备上,义务教育教师以存量提升和增量培养相结合,共需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

269.10万人,2023—2030年年均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约18.60万人,2031—2035年年均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

约24.06万人;在教育经费上,师资配备年度总成本峰值约6971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8.71%,具有可行

性。这一测算结果为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提供以下启示: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调动

各院校的积极性,加强音体美等学科教师培养;注重顶层设计的前瞻性,推进评价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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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为新起点,奋力突破科技“卡脖子”难题,加快

推进工业、信息、数字等行业蝶变升级,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内必

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

族未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

作用。面对日趋复杂的全球产业变局、中国社

会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人才竞争的加剧,教育

将进一步提升和展现其全局性地位。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奠基。

义务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实现社会公

平的起点。目前,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

义务教育体系,然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仍然面

临着众多制约因素,其中师资配备问题一直是

核心问题之一。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

将全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建立

以师资配备、生均拨款、教学设施设备等资源

要素为核心的标准体系和办学条件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无疑,师资配备不仅关系着义务教

育公平的基本底色,更是保证教育走向现代化

的前提和根基。近些年来,中国成功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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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代课教师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启了义务教

育全新篇章。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
城镇代课教师规模随之呈现出迅猛扩大之势,
其中部分中小学校的学科代课教师(临聘教

师)比例甚至超过50%①,反映出教师严重短缺

的现状。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下,教师

严重短缺依然可能成为影响教育健康发展乃

至整个社会发展稳定的一个潜在风险口,需要

相关部门提前谋划,作出合理分析、研判,防止

因代课教师规模越来越大而成为一个严重的

社会问题,进而影响现代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讲,师资配备是为了满足班级教

学及学生培养的根本需求。因此,本研究主要

从班级规模及生师比的角度探讨师资配备。
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结合人口变化趋势,准
确把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统筹谋划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义

务教师队伍建设,努力解决现实问题、适应发

展需求,关系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基和全

局,其意义深远。

  二、人口变化与现代化视角下义务教

育师资配备的理论分析

  人类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口变化

史。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不

断加速,在此情形下,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演

变,大致经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

论及新型现代化理论三个主要阶段。经典现

代化理论是对18世纪工业革命至20世纪中叶

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思想的集合,其初期来源

于西方文化思潮,到中后期强调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核心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专业化和规模

化,专注于“物”的层面。后现代化理论是在对

前期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
注后工业时代的个体价值表达、个体自由民主

追求等,由“物”转向“人”。新型现代化理论是

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全新的课题而出现

的,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既关注发展的

持续性,又给予个体价值应有的关怀,强调综

合、协调和绿色发展理念,将“物”与“人”融合

起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资源

约束型国家,中国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践行者。
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其理论和实践离不开现代化理论逻辑与核心

要义。从关注教育规模化、大众化到注重教育

投入的科学化、标准化,再到教育与人的全面

发展的关系等议题,无不体现着现代化理论的

主要思想。同样,教育资源配备相关讨论也有

着现代化理论的思想烙印。长期以来,以现代

化的核心要义为基本遵循,各国均把师资配备

作为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工程。由于班

级规模与生师比犹如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而

不可分割[1],现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配备

理论的探讨,主要围绕着师资配备规模、教师

比例等问题,结合班级规模、生师比等相关议

题,沿着以下几条路径展开。
(一)“学业成就目标”导向的师资配备探索

这一导向对师资配备研究的影响时间最

长、影响范围最广,也是最为成熟的,是经典现

代化理论在教育师资配备问题探讨上最集中

的体现,与工业化、标准化、“效率主义”密切相

关,专注于投入产出的目标导向,聚焦于扩大

教育规模、提升教育效率。该导向认为学生学

业成就的获得(即所谓教育产出)与师资配备

(即师资投入)存在直接关联,因此为提高学生

学业成就,应将“设置适当的班级规模、降低学

生与教师的比例等”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长期

目标。其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著名的犹太

哲学家、思想家迈蒙尼德(Memonides)提出的

“迈蒙尼德法则”(Memonidesrule),该法则要

求学校教育中班级规模最多人数不超过40人

(如果有41人应该分成两个班教学)[2]。其后,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多元论证,主要经历

了以下4个时期:
第一,主观经验判断时期。学者对班级规

模及学生学业成就取得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

源于人们的主观经验判断,认为班级规模小有

利于提高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注意力,从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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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代课教师是指在城镇中小学中任教,但没有纳入事业编制管理的全职教师,也称为临聘教师。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数据是本文作者对部分学校和学科调查得到的结果。通过对城镇中小学调查发现,城镇中小学校的代课教师规模不

断扩大,部分学校、部分学科的代课教师(临聘教师)比例最高达到50.12%,这一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学业的成长。第二,初级实验研究时期。学者

将学生按照不同班级模型进行分组,用实验比

照的方法验证班级规模与学生成就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研究的总样本较少。第三,大规模分

组实验研究时期。1959年,纳尔逊(Nelson)按
照课程、年级及性别等将学生进行分组,开启

了大规模实验研究时代,之后著名的美国教育

学者科尔曼(Coleman)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

验研究。其后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田纳西州之

星计划,于1986年至1989年间开展更广泛的

随机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班级规模和学生学

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班级规模

对学生学业成就具积极的拉动作用。第四,个
性化研究时期。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教师可

以通过计算机或机器辅助教学,实现1名教师

针对2~3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此时实验研

究逐渐从减少教学小组(班级)规模转向针对

个别学生。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有学者提出合

适的班级规模为20人以下,这为许多国家制定

班级规模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3]。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进行

研究,揭示班级规模、生师比等对学生学业成

就的显著影响。对此,有学者提出两个理论模

型。其一是“规模经济”理论[4]。该理论提出了

一种基于排队理论的课堂“生产函数”,认为在

课堂教学时,学生们自动形成一个队列,并争

取上课教师的注意,班级规模越大学生得到教

师注意的时间越短,因此大班学生的成绩往往

不如小班学生的成绩。可见,师资配备的“规
模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工业化理论的延续。其

二是教育生产中断理论[5]。这一理论基于一种

课堂中断模型来解释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

影响。该模型认为,相对于大班的学生而言,
小班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遇到其他学生的干扰

更少,因而他们学习时间更长、更有效率,其学

业成就表现更好。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一个最

佳规模班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课堂上学

生的行为,而不是在不同场景中保持不变。对

于行为表现良好的学生,班级规模大也可能对

学生的学业成就影响小,而对于具有更多破坏

性行为的学生而言,可能需要分配在一个较小

的班级以减少其负面影响。
(二)“身心健康成长”指向的师资配备研究

师资配备注重“身心健康成长”,其指向的

是个体的价值与成长目标,由物转向人,是后

现代化理论关于人的价值表达、追求个体自由

等观念的直接体现。其中的个体主要指在校

学习的青少年,即学生。持有这一观念的研究

者注重社会背景与学校环境,认为社会环境对

人的健康有影响,而学校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

构成部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也有重要的

影响,其中班级模型、生师比等是学校环境的

重要方面,也必然对学生的健康产生深远影

响,据此建立了班级规模、生师比与学生身心

健康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班级规模与学生身心健康的关系

  沿着教育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方向,学
者们找到越来越多的新证据予以验证。验证

结果表明:第一,小班的学生对学校活动的参

与度更高[6],这有利于促进学生提高学习积极

性[7-8],同时学生与教师互动的时间可以反映学

生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度[9],增加师生互动时间

能有效减少学生的风险行为[10]和控制相关电

子产品的使用时间[11];第二,学校里的小班学

生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2],这有助于学

生身心健康状况的改善[13];第三,班级规模越

小,生师比越下降,教师与每一位学生之间的

关系就越密切[14],学生就越有可能和同龄人建

立更亲密的关系[12],有利于青少年积极人际关

系的构建[15-16],从而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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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17]。
师资配备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同

时,其指向的另一个方面是教师专业发展。这

是后现代化理论在师资配备研究上的延伸和

拓展。尽管现有相关文献仍较零星和细碎,没
有形成系统的阐述,但可以从其核心思想窥一

斑而知全貌。相关研究将“师生互动”作为研

究的一个环节,提出班级规模减少有利于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加速教师个体的成长,并认为

良好的 师 生 互 动 是 教 师 教 学 的 重 要 推 动 因

素[18],班级规模小,生师比就下降,可以提升教

师自我效能感,增加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这

一因素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班级规模

小,教师与学生交流更多、更充分,有助于提升

教师的学生观,有利于增强教师的信心,提升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反过来促进教师教学能力

的提升,这是专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
班级规模小,教师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

专业知识、教学问题,强化其知识储备,加快知

识更新速度,提高知识传授质量,提高教学能

力,促进专业发展[19-20]。
(三)“立德树人”指向的师资配备新探索

前两个理论的探讨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
之后扩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义务

教育师资配备的探讨和实践体现了鲜明的中

国特色,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延续与超越。在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非常

重视人才培养这一基础性工程。对于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结合国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从培

养“四有新人”思想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再
到“立德树人”思想等,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教育理论体系。其本质上都是经典马克思

主义理论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观在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也体现

了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对教育问题的新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义务教育

不仅要求区域间均衡发展,要求师资配备在区

域间达到均衡,而且要求师资配备在不同学

科、领域、方向上也要实现相对均衡。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义务教育不仅要重视数语外物化

等学科的师资配备问题,更要重视边缘学科和

有利于学生个体化发展的新兴学科的师资配

备问题。备齐、备足合格的义务教育教师是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可以说,未来十

几年中国义务教育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

育师资队伍的结构性的问题,备足、备齐义务

教育教师,才能保证义务教育教育目标的实

现,才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概而言之,有关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探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教育理想的追求,
是教育探索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导向的师资配备理念,有
着不同的理论背景,都带有时代的印记。对于

中国而言,作为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现

代化探索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亦无法拥有其他

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因此必须在中国

式现代化理论的探讨与实践中不断推进。

  三、基于人口变化与现代化发展目标

的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国际比较

  遵循现代化理论,基于人口变化新要求,
在保障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同时追求降低班

级规模、降低生师比是各国通用的政策,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国家都制定了减少班级规模的

政策[21]。在政策的驱动下,不少国家的平均班

级人数呈下降之势,特别是原班级规模较大的

国家,下降明显。
(一)班级规模及生师比相关规定

班级规模及生师比的相关探索是运用现

代化理论指导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实践最为成

功的案例,其本质是提升投入产出效率,聚焦

于投入效率和个体价值的发掘。减少班级规

模是美国最受公众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基

于田纳西州STAR实验(StudentTeachersA-
chievementRatios,译为“生师比改善计划”)结
论,1999年,美国系统地实施班级规模减少规

划,提出用7年时间即到2006年前向公共学校

充实100000名合格教师,将全国一年级至三

年级的班级规模减少至18人以下。这项规划

实施后,相应年级的班级规模由实施前最小为

23人、最大为35人,变为最小为13人、最大为

19人[22]。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实施这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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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对学生学业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1和表2分别为2005—2018年代表性

国家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班级规模,从中可

以看出,主要代表性国家的中小学班级规模出

现了一定程度下降。日本是东南亚国家中最

早实施班级规模减少措施的国家,其小学阶段

班级规模2018年比2005年下降了4.12%,初
中班级规模下降了13.21%。韩国班级规模下

降的幅度较大,其小学和初中的平均班级规模

2018年 比 2005 年 分 别 下 降 了 29.11% 和

25.13%。而美国小学和中学的平均班级规模

基本保持不变,分别为约为20和25人。在非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巴西

的中小学班级规模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而俄

罗斯十几年来小学班级规模上升了28.60%,
但在代表性国家中仍然保持较低的数值,其初

中平均班级规模呈现略微上升之势,出现这一

现象可能与其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表1 2005—2018年代表性国家小学阶段教学班平均人数 单位:人

国家 2005年 2010年 2018年

美国 20.46 20.04 20.85
英国 24.17 21.39 25.16
德国 22.05 21.48 20.98
日本 28.37 27.97 27.20
韩国 32.56 27.45 23.08
巴西 24.74 24.61 22.79

俄罗斯 15.56 16.81 20.01

  注:数据来源于Educationataglance:Student-teacherratioandaverageclasssize(Edition2020),OECDEducationStatistics(da-

tabase),https://doi.org/10.1787/b9066ebf-en。

表2 2005—2018年代表性国家初中阶段教学班平均人数 单位:人

国家 2005年 2010年 2018年

美国 25.66 19.35 25.68
英国 22.07 23.26 23.08
德国 24.74 24.70 23.93
日本 33.54 32.71 29.11
韩国 35.73 33.96 26.75
巴西 31.55 29.03 27.07

俄罗斯 18.84 18.16 19.05

  注:数据来源于Educationataglance:Student-teacherratioandaverageclasssize(Edition2020),OECDEducationStatistics(data-

base),https://doi.org/10.1787/b9066ebf-en。

  在生师比方面,各国将生师比作为衡量师

资配备的主要指标之一。与班级规模聚焦于

效率不同,各国注重生师比体现了由注重物逐

渐转向关心人的理念,基于物和人的关系提出

师资配备方案。从总体上看,与初中阶段班级

规模稍大于小学阶段不同,各国初中阶段生师

比普遍小于小学阶段生师比。在2010年至

2018年期间,韩国的初中生师比下降的幅度最

大,而美 国 中 小 学 生 师 比 基 本 保 持 不 变(见
表3)。

表3 2010—2018年代表性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生师比

国家和国际组织
2010年

小学 初中

2018年

小学 初中

美国 16.30∶1 16.80∶1 16.50∶1 15.80∶1
英国 18.40∶1 15.40∶1 14.21∶1 12.56∶1
德国 16.12∶1 15.34∶1 14.11∶1 12.74∶1
日本 16.80∶1 17.27∶1 15.40∶1 13.32∶1
韩国 18.70∶1 18.20∶1 14.50∶1 12.70∶1

欧盟(EU) 无 无 13.60∶1 12.00∶1

  注:1.数据来源于相关国家官方统计数据,或根据相关国家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2.欧盟的数据指欧盟成员国小学和初中阶段生师比平均数,其数据来源于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

eurostat-news/-/DDN-20200604-1?inheritRedirect=true&redirect=%2Feurostat%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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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师劳动力市场

专任教师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一种特殊劳动力,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较为

广泛的辐射功能的因素。在班级规模不断减

少、生师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各国中小学专

任教师规模一直上升。据美、德、韩三国教育

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美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

从2010年 的294.16万 人 上 升 到2018年 的

316.97万人,上升了7.75%;2010年至2018
年,德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上升15.15%;韩
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

长,2018年比2010年增长了13.87%。
从专任教师规模与就业人口比例来看,图2

为美、德、韩三国2000—2018年中小学专任教

师劳动力与就业人口占比变化情况(其中数据

来源于相关国家教育统计年鉴)。从图2可以

看出,德国和韩国小学及初中专任教师占总就

业人口比例均呈上升之势,2000年至2018年,
从约1.80%上升到2.00%以上;美国小学及初

中专任教师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出现一定程度

的波动,但仍在1.90%以上。通过比较发现,
美、德、韩三国的小学及初中专任教师占总就

业人口比例均在1.90%以上,其中2018年美国

为1.93%,同期德国为2.04%。根据统计,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小学专任教

师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比例平均约为2.06%。

图2 美、德、韩三国小学及初中专任教师占总就业人口比例

  表4列出了2019年4个代表性发达国家

中小学阶段专任教师不同学历占比,从中可以

看出,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均接近90%。美国中

小学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比例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逐步提升,其中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

群体既包括在高校攻读全日制硕士后赴中小

学校任教的群体,也包括获取硕士学位后在职

继续专业进修取得“教育专家”称号的群体。

2019年,美国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本科和研究生

学历占比达到88.50%,其中研究生学历比例为

49.20%,而中小学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

最小的韩国也超过30.00%。合格的高学历专

任教师群体成为这些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一大

特色和亮点,有力地促进了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表4 2019年代表性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专任教师不同学历占比 单位:%

国家 本科学历 研究生学历(包括硕士和博士)

美国 39.30 49.20
德国 52.71 35.51
日本 49.22 39.71
韩国 57.23 30.10

  注:1.数据来源于相关国家教育统计年鉴。
2.虽然韩国于2021年才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认定为发达国家,但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修定的标准,人均GNP超过1.25

万美元的国家被认定为高收入国家,通常这些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据韩国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2003年韩国人均GNP
为1.42万美元,2018年这一数据达到3.1万美元,和西班牙、意大利的数据相当。因此,为便于计算和比较,本研究将韩国列

入发达国家行列。

  (三)师资配备与现代化理论的勾连逻辑

追求规模化、效率化和工业化是经典现代

化理论的突出表征。与此对应,社会迫切需要

大量专业人才,而减少班级规模、降低生师比

正是兼顾人才培养效率的教育理念。之后,个
体主义(individualism)渐兴,个体价值诉求和

201



多元化追求盛行于西方世界,其中教育权益平

等、教育公平等理念的融入,进一步减少班级

规模、降低生师比,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时间

等理念,正是教育对这一新变化的时代性回应,

也是后现代化理论追求与教育实践的客观结果,
这一现代化理念一直影响至今天。师资配备与

现代化理论勾连逻辑如图3所示。

图3 师资配备与现代化理论勾连逻辑

  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中

小学师资配备实践效果上虽略有差异,但其指

导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仍没有超越几十年

来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因而局限性也越来越显

现。其局限性突出表现为过分强调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及其所衍生的个人价值表达、
追求绝对自由等,而忽视集体意识的培育。

  四、基于中国国情的义务教育师资配

备实践探讨

  中国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那
就是继承、吸收和消化人类的文明成果,并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创造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所

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正因如此,中国

固然有其特殊国情,但考虑到现代化具有共性,
本研究以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测算义务教育

师资配备,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正是吸取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教训、结合

传统文化提出的。在具体实践上,中国推进现

代化兼顾了“追赶”和“超越”。“追赶”是对现代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追赶,而“超越”
是对发展理念和发展逻辑的超越。进入新发

展阶段,中国紧紧抓住了主要矛盾的转化,集
中精力解决发展中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以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现代化与之

一脉相承,强调要避免人的片面发展,而是注

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对发展理念的超越脱离不了人的能动性

的发挥,其前提和基础是拥有合格、充足的师

资队伍。因此,师资配备不仅要关心量的扩

充,也要关注质的提升。目前相关研究对义务

教育教师需求的预测与事实偏差较大,不符合

未来发展逻辑[24],有必要进一步测算,这既是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需要。
(一)师资配备总规模峰值估计

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对标发达国家的实践,
特别是目前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教育走向现

代化不可或缺的逻辑之一。拥有一定规模的

合格教师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保障,也是践

行立德树人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

2014年,中国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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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将县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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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3.5,小学教职工与学

生比为1∶19。2019年,中国普通小学平均生师

比达到了16.85∶1,初中达到12.88∶1。可见,目
前中国教师配备已超过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小学阶段的生师比已经

达到美国的水平,略大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
而中国初中阶段的生师比小于美国,与其他主

要发达国家基本同步(见表3)。由此可以判

断,中国义务教育生师比已基本达到了主要发

达国家的同期水平。但令人生疑的是,事实与

人们直感不太相符,不少的中小学校仍觉得教

师严重缺乏,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整体上中小

学师资配备的均衡性较差,大量的教师被分派

至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农村的生师比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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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教辅人员极缺。相对于

发达国家,中国义务教育的教辅人员极少,教
师实际上扮演了教辅和教师双重角色,任务繁

多,压力大。美国教辅人员与专任教师的比例

约为0.9∶1,韩国教辅人员与专任教师的比例

约为0.5∶1,而中国教辅人员人数接近于0。
从专任教师规模与总就业人口比例来看,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仍与发达国家

略有差距。图4为中国义务教育专任教师占总

就业人口比例及其变化情况,其数据来源于

2000—2019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

计年鉴。21世纪以来,中国义务教育专任教师

占比一直下降并于2015年达到最低值,之后缓

慢上升,至2019年达到1.30%的历史峰值,与
同期的发达国家平均值(1.91%)相差0.61个

百分点。按未来十几年中国就业人口规模约

7.4亿人的低谷值计算,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

备若要达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小学专任

教师规模就需增加,即在现有1065.46万人①的

基础上增加至约1430万人。也就是说,如果

中国义务教育教师比例于2030年达到主要发

达国家2018年的水平,那么每年需要新增教师

约45.41万人;如果于2035年达到主要发达国

家2018年的水平,则每年需要新增教师约28.01
万人。从就业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义务教育师资

配备水平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10~15年。
从生师比来看,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已

经实现了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追赶。但是,从就

业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备与主

要发达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基于现实财

力、培养力量,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可考虑

优先扩充专任教师规模,以减轻现有教师负

担。当然,从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出发,教辅

人员是必不可少的。假设以较低的比例配备

(如1∶0.5),目前所需教辅人员约500万人,而

2035年就需要约700万人。可见,中国实现教

育现代化师资配备仍任重而道远。

图4 中国义务教育专任教师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二)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师资配备

城镇化加速推进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基

本特征之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教

育现代化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

均衡发展的需要和地区因素的影响,中国义务

教育师资配备实践应注重以下方面。首先,解
决代课教师问题。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使

义务教育对教师数量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巨

大的缺口。目前很多学校采取了自行聘请代

课教师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近年来,城镇代课

教师数量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从微观调

查结果看,有些学校代课教师比例甚至超过

50%。另外,乡村学校还有一定数量的代课教

师。在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久拖不决”与中国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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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不符,也与教育现代化

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改变城镇、乡村教师与学生占比错

位。表5为2019年中国城区、镇区、乡村学生

与教师的占比情况。从表5可以看出,城区、镇
区及乡村中小学校的招生比例与在校生比例

相差不大,表明学生的区域结构趋于稳定。但

从学生与教师对比看,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

段,乡村专任教师比例与在校生比例之间存在

不平 衡,其 中:25.79% 的 乡 村 小 学 生 拥 有

31.97%的乡村专任教师,两者相处差6.18个

百分点;13.48的乡村初中生拥有15.48%的乡

村专任教师,两者相差1.54个百分点。《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2022年,
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总数分别为662.94万人

和402.52万人。以此计算,两者专任教师数错

位相差约为39.74万人和6.03万人。换而言

之,在城镇现有学生规模下,按现行标准,城镇

中小学需要补充的教师数量为45.77万人。这

是存量部分,应该在“十四五”期间解决,即从

存量上拉平城镇与乡村教师比例,城镇年均新

增约9万名教师,加上代课教师部分,每年新增

入编教师约为13~14万人。

表5 2019年中国城区、镇区、乡村学生与教师占比 单位:%

教育阶段 地区 区域招生比例 区域在校生比例 区域专任教师比例

小学

初中

城区 38.21 36.00 31.60
镇区 36.58 38.21 36.43
乡村 25.21 25.79 31.97
城区 36.29 36.36 35.63
镇区 49.72 49.70 48.89
乡村 13.99 13.94 15.48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年)》。

  据 国 务 院 印 发 的《国 家 人 口 发 展 规 划

(2016—2030年)》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总数

达到峰值14.5亿人左右,之后缓慢下降。对于

这一问题,目前缺乏权威、可靠的数据分析。
国家统计局网上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人口总

量比2021年略少,这是过去几十年相关政策累

积的结果(最主要是过去的人口政策)。随着

“三孩政策”的落地,中央及各级政府将视情况

对政策不断完善,新政策不断跟进,人口规模

将会先略有上升,后缓慢下降。如果2030年城

镇化率从2022年的65.22%提升至70%左右,

8年间城镇新增人口约为0.985亿人,年均新

增约1231.25万人(包括从农村转移至城镇及

城镇本身自然增长部分)。2030—2035年,人
口总数 虽 略 有 回 落,但2035年 城 镇 化 率 达

75%左右,5年间城镇新增人口接近8000万

人,年均1600万人。与此同时,剔除自然增长

部分,乡村人口规模有所下降,学生规模也相

应减少。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议保持乡村现

有教师规模,而在人口转移至城镇时须对城镇

教师规模进行扩充。如表6所示,中国城镇新

增适龄义务教育人数,按现行标准测算,2023
年至2030年期间,城镇义务教育年均需新增教

师9.57万人;2031—2035年,年均需新增教师

11.64万人。

表6 2023—2035年中国城镇新增人口及义务教育儿童数量测算 单位:万人

时间
城镇年均新增

人口数量
其中:0~15岁

儿童数量

适龄义务教育人数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年均新增教师
需求数量

2023—2030年 1231.25 219.61 98.70 47.83 9.57
2031—2035年 1600.00 284.80 131.21 50.48 11.64

合计

  注:1.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0~15岁人口比例为17.8%,一般而言,15岁刚好结束义务教

育,以此年龄段为基础估计较准确。

2.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学生人数按人口结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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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为逻辑前提,在

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下,2023—2035年,中国

义务教育需要新增城镇教师合计约180.17万

人。此外,“十四五”期间还应解决存量代课教

师的入编问题。

(三)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理念的学科教师

配备

坚持立德树人理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超越西方的关键

所在,也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

理念的超越要转化为现实,就需要以实际的师

资配备作为基础。

2021年,中国小学班级规模平均为37.62
人,初中班级规模平均为45.67人,远远高于发

达国家的水平。表7为2019年中国义务教育

学生人数及不同标准下班级数量。假设在校

学生总规模保持不变,到2030年,中国小学阶

段班级规模平均能达到25人/班,那么班级数

量将达432.00万个,比现有287.06万个多出

144.94万个。2035年达到20人/班的标准,则

班级数与现有班级数相差达252.94万个。同

理,不同标准下初中阶段班级数与现有班级数

相差分别为90.84万个和141.01万个。

表7 2019年中国义务教育学生人数及不同标准下班级数量

学段
学生人数
(万人)

每班20人的班级
数量(万个)①

每班25人的班级
数量(万个)②

现有班级数量
(万个)③

相差Ⅰ=①-③相差Ⅱ=②-③

小学 10800.00 540.00 432.00 287.06 252.94 144.94
初中 5018.44 250.90 200.73 109.89 141.01 90.84

  注: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相关数据计算。

  中小学学科间师资配备可以采用生师比

和班师比相结合的办法,分类别对教师需求进

行核定,以此加强师资配备的均衡性。具体而

言,小学阶段的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以生师

比为基础核定,而体育、科学、音乐、美术、艺

术、综合实践等6门课程则以班师比为基础核

定。同样,初中阶段的科学、艺术、音乐、美术、

综合实践等课程,以班师比为基础核定(详见

表8)。

表8 基于班师比的中国义务教育不同学段音体美等学科教师需求估测 单位:万人

学段 时间段 25人/班 20人/班 按8∶1估算 按7∶1估算 按6∶1估算

小学 2023—2030年 432.00 无 54.00 61.71 72.0
2031—2035年 无 540.00 67.50 77.14 90.00

初中 2023—2030年 200.73 无 25.09 28.67 33.45
2031—2035年 无 250.90 31.36 35.84 41.81

  根据以上思路和表8的估测,小学阶段如

果于2030年前达到25人/班,按现有教师规

模,音体美等6个学科10~13个班才配有1名

教师,这些学科若按8∶1班师比核算,2023—

2030年,每个学科需要的教师达54.00万人,而
现在每个学科教师平均只有30.10万人,即6
个学科还需新增教师143.40万人,以此类推,

按班师比7∶1计算则需新增教师189.66万

人。2035年若达到20人/班,按8∶1计算,6
个学科需新增教师224.40万人,按7∶1计算

则需新增282.24万人。

初中阶段如果于2030年达到25人/班,据

现有教师规模,音体美等5个学科每10~33个

班才配有1名教师,这些学科按8∶1班师比计

算,2030年每学科需要教师为25.09万人,现在

每学科平均只有约9.24万人,5个学科需新增

教师约79.25万人,按7∶1估算则需新增教师

约97.17万人。2035年达到20人/班,按8∶1
计算,5学科需新增教师约110.61万人,按7∶1
计算则需新增教师133.02万人。

一般而言,初中要求更高。假设音体美等

学科小学阶段班师比以8∶1核算,初中以7∶1
核算,那么2023—2030年中国义务教育需新增

教师共计约240.57万人,年均需新增教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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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万人;2035年实现班级规模平均20人/班,

2031—2035年需新增教师约116.85万人,年均

新增教师23.37万人。这表明假设在校生总规

模不变,那么语数外等学科教师规模则保持基

本 稳 定,而 音 体 美 等 学 科 教 师 需 求 增 加。

2023—2035年,中国义务教育总共新增教师约

357.62万人,与前面按就业人口比例测算结果

大抵相当。
(四)基于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教师学历配备

中国义务教育教师学历层次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较低。

表9为2021年中国义务教育不同学科教师学

历占比,从中可以看出,小学阶段外语学科教

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最高,但也只占到3.32%;

最低的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研究生学历占比

为1.11%。初中阶段教师研究生学历占比稍

高,各学科教师研究生学历最高为6.51%,最
低为3.26%。可见,中小学教师研究生学历占

比与发达国家(表4代表性国家的平均数)存在

着约30个百分点的差距。
表9 2021年中国义务教育不同学科教师学历占比 单位:%

学段 学历
道德与

法治教师
语文
教师

数学
教师

外语
教师

体育
教师

科学
教师

艺术
教师

音乐
教师

美术
教师

综合实践
活动教师

小学

初中

学段

初中

研究生 1.11 1.85 1.23 3.32 2.49 2.32 1.46 2.21 2.79 1.51
本科 57.87 70.34 66.49 80.12 66.22 60.02 59.36 73.28 71.01 61.37

研究生 5.08 4.36 3.79 5.66 3.91 6.51 3.91 3.49 4.45 3.26
本科 83.98 87.41 86.64 87.60 83.80 87.46 78.13 86.20 84.26 81.56

学历
物理
教师

化学
教师

生物
教师

地理
教师

历史
教师

信息科技
教师

研究生 3.95 5.50 5.83 4.77 5.00 4.94
本科 85.66 85.81 82.59 82.99 83.43 84.87

  注: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相关数据计算。

  假设2035年中国中小学语数外等学科教

师研究生学历构成达到韩国的水平,即十几年

间年均提升2个百分点,那么到2035年将达到

或略超 过30个 百 分 点;假 设 音 体 美 等 学 科

2023—2030年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2031—

2035年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那么2035年提

升至20个百分点左右。对于存量部分,通过回

炉深造、在职提升等方式,增加专用指标进行

培养;对于增量部分,通过加大招生力度,以培

养研究生学历教师为主,用新生力量补充现有

教师队伍。

表10为中国义务教育教师研究生学历提

升规划测算,从中可以看出,小学阶段,2023—

2030年,以现有存量的语数外学科教师348.41
万人和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计算,则年均培养

研究生学历教师数量约6.97万人;音体美等学

科存量教师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则年均培养

研究生学历教师数量约1.03万人,合计8.00万

人(⑥=④×2%+⑤×1%)。同理,增量部分

每年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数量约2.82万人,依

此计算,2023—2030年小学阶段每年需培养研

究生学历教师人数约10.80万人。2031—2035
年小学阶段每年需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人数

存量部分约9.03万人,增量部分约5.64万人,

合计14.67万人(⑦=④×2%+⑤×2%)。以

此类推,2023—2030年中学阶段每年需培养研

究生学历教师人数约7.78万人,2031—2035年

每年需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人数约9.39万人。

总之,2035年中小学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

达到30%左右的水平,2023—2030年每年中国

需培养约18.60万名研究生学历教师,2031—

2035年每年需培养约24.06万名研究生学历

教师。若2035年研究生学历教师达到15%左

右,则2023—2030年每年培养研究生学历教师

约9.30万人,2031—2035年每年培养研究生学

历教师约12.0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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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中国义务教育教师研究生学历提升和培养规划测算(2023—2035年) 单位:万人

学段 项目 语数外等学科④ 音体美等学科⑤
2023—2030年

年均培养⑥
2031—2035年

年均培养⑦

小学

初中

合计

在职教师提升(存量) 348.41 103.20 8.00 9.03
新增教师培养(增量) 无 282.24 2.82 5.64
在职教师提升(存量) 308.49 30.93 6.48 6.79
新增教师培养(增量) 无 130.28 1.30 2.60

656.90 546.65 18.60 24.06

  综上所述,教育现代化始终离不开师资配

备这个基础,需从新型城镇化、学科教师配备、
学历提升等方面多管齐下。

  五、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新增成本

估算

  师资配备新增成本主要包括教师的工资

待遇和学历提升成本付出,以2020年中国义务

教育教师的年均收入和高等学校生均成本为

基础,估算新增成本对师资配备的推进具指导

意义。在静态情形下,年度总成本从2023年的

258.45亿元,增加到2035年的2910.79亿元,
占财政性教育经费从0.58%增加到3.64%。其

中,2023年和2035年新增教师工资待遇成本

分别为217.59亿元和2829.07亿元(详见表

11),占年度总成本超过80%以上。从时间趋

势看,年度总成本和经费占比均呈现平稳上升

态势(如图5所示)。
表11 静态情形下中国新增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成本估算(2023—2035年)

年份
新增教师数量
累计(万人)

新增教师工资待遇
年度成本(亿元)

研究生年度培养
规模(万人)

研究生培养年度
成本(亿元)

年度总成本
合计(亿元)

占财政性教育
经费比例(%)

2023 28.01 217.59 18.60 40.86 258.45 0.58
2024 56.02 435.18 37.20 81.72 516.90 1.11
2025 84.03 652.78 37.20 81.72 734.50 1.50
2026 112.04 870.38 37.20 81.72 952.11 1.85
2027 140.05 1087.99 37.20 81.72 1169.72 2.16
2028 168.06 1305.61 37.20 81.72 1387.33 2.44
2029 196.07 1523.23 37.20 81.72 1604.95 2.69
2030 224.08 1740.86 37.20 81.72 1822.58 2.91
2031 252.09 1958.49 37.20 81.72 2040.21 3.10
2032 280.10 2176.12 37.20 81.72 2257.85 3.27
2033 308.11 2393.77 37.20 81.72 2475.49 3.41
2034 336.12 2611.42 37.20 81.72 2693.14 3.54
2035 364.13 2829.07 37.20 81.72 2910.79 3.64

  注:据中国统计年鉴及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年均财政性工资收入约

为77681元;由于缺乏研究生培养的相关成本,本文使用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代替,2019年为21968.58元。本表据此为基础估算而

得。研究生年度培养规模为估算每年的在校生数量,以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即两年制),下同。

图5 2023—2035年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成本及其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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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近5年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平

均值和近3年高等学校生均成本的平均增长率

为依据,测算中国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年度总成

本的动态变化。假设教师工资待遇以年7%左

右速度增长,研究生培养成本年均增长为5%,

测算结果表明,动态情况下师资配备年度总成本

在2035年达到静态情况下的2.39倍,占财政性

教育经费比例为8.71%(见表12)。从时间趋势

看,年度总成本及其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均

呈加速上升的态势,但总体上平稳可控。
表12 动态情形下中国新增师资配备成本估算(2023—2035年)

年份
新增教师
数量累计
(万人)

新增教师
年均成本
(亿元)

新增教师工资
待遇年度成本
(亿元)

研究生年度
培养规模
(万人)

年均研究生
培养成本
(亿元)

年度研究生
培养成本
(亿元)

年度总
成本
(亿元)

占财政性
教育经费
比例(%)

2023 28.01 83118.67 232.82 18.60 23067.01 42.90 275.72 0.62
2024 56.02 88936.98 498.22 37.20 24220.36 90.10 588.32 1.26
2025 84.03 95162.57 799.65 37.20 25431.38 94.60 894.26 1.82
2026 112.04 101823.94 1140.84 37.20 26702.95 99.33 1240.17 2.41
2027 140.05 108951.62 1525.87 37.20 28038.09 104.30 1630.17 3.01
2028 168.06 116578.23 1959.21 37.20 29440.00 109.52 2068.73 3.64
2029 196.07 124738.71 2445.75 37.20 30912.00 114.99 2560.74 4.29
2030 224.08 133470.42 2990.81 37.20 32457.60 120.74 3111.55 4.96
2031 252.09 142813.35 3600.18 37.20 34080.48 126.78 3726.96 5.66
2032 280.10 152810.28 4280.22 37.20 35784.50 133.12 4413.33 6.39
2033 308.11 163507.00 5037.81 37.20 37573.73 139.77 5177.59 7.14
2034 336.12 174952.49 5880.50 37.20 39452.41 146.76 6027.27 7.91
2035 364.13 187199.17 6816.48 37.20 41425.03 154.10 6970.58 8.7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静态还是动

态情形下,中国义务教育新增师资配备所带来

的年度 总 成 本 占 财 政 性 教 育 经 费 均 未 超 过

10%,2030年前均在6%以下,财政负担水平是

可承受的。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

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效率进一步提升,财政

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还有可能进一步提升

至4%以上,达到部分发达国家5%~6%的水

平,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承受能力更强,新增教

师叠加存量教师的总负担成本不会成为不可

承受之重。另外,义务教育新增教师数量也解

决了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产生教育红利,

有利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因此,

教育现代化理念引导下的以加强学科教师配

备和学历提升为核心的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在

财政上是可行的思路。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人口变化的视域,从新型现代

化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角度切入,探讨义

务教育师资配备与发展趋势。分析与测算结

果表明:(1)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义务教育

从2023年至2035年就需新增教师约364.13
万人,年均新增教师约28万人,总规模达峰值

约1430万人,其中,推进新型城镇化需新增教

师约180万人;(2)在学科教师配备上,2023年

至2035年音体美等学科教师小学阶段新增约

224.40万人,中学阶段新增约133.02万人;(3)

在教师学历配备上,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应达

到现有发达国家的下限水平即30%左右,未来

十几年 需 培 养 新 增 研 究 生 学 历 教 师 规 模 达

269.10万人;(4)合计年度总成本最大不超过

7000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8.71%,在财政

上是可行的。这一测算结果为义务教育师资

配备提供以下启示:
(一)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新时代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核心在于坚

持立德树人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现代

化发展理念,这是避免出现如西方国家个体主

义泛滥问题的关键。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师资

配备的重点是注重从城乡、学科和学历3方面

优化教 师 队 伍 结 构,加 强 均 衡 性 与 协 调 性。

“补齐备足”各级各类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其关

901



键在于大力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中国完全有

能力平稳有序、如期实现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

现代化目标。

(二)调动各院校的积极性,加强培养音体

美等学科教师

要稳步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实现2035
年既定的教育发展目标,在师资配备上就需要

从数量和学历两方面入手,扩充数量规模,提

升学历层次。在具体推进策略上,要充分发挥

现有接近300所师范类本科类院校和综合性大

学教育学院的积极作用。“备足备齐”各学科

教师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保证。首先,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义务教育师资配备

要注重扩充音体美等学科教师队伍,减少教辅

人员的职责,缓解现有教师的压力;其次,待国

家财政政策相对宽松后,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应

当根据需要适当补充教辅人员,进一步明确教

师与教辅人员的分工,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和

专业发展能力。此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

面,义务教育师资配备要保持乡村教师规模基

本稳定,结合新型城镇化,以补充城镇中小学

校教师为核心,完善教师结构;在促进教师学

历提升方面,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应重点提升存

量教师的学历层次,出台“中小学教师学历提

升计划”,调动各院校的积极性,利用现有教师

培养系统平稳推进、有序实施教师学历提升

计划。

(三)注重顶层设计的前瞻性,积极推进评

价体系改革

义务教育师资配备的完善,需要与其他关

键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尤其要深化教育质量评

价改革、绩效评价改革,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

资源配置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25]。前者为

推力,后者为拉力,“推拉共进”助力义务教育

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推进义务教

育师资配备的新一轮工作,是基于教育现代化

的发展需要。推进教育现代化会带来成本、形

成巨大挑战,同时也会带来红利,而且是更大

的红利。因此,义务教育师资配备应当顺应当

前国内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加强顶层设计,

加速推进,对困难的过高估度可能会丧失推进

良机,也会丧失更大红利带来的更大发展机

会。“备足备齐”义务教育教师队伍,不仅有利

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也为基础研究和科技进

步积累后劲,因此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广的

视野和全球性格局来推进和完善义务教育师

资配备工作。

参考文献:

[1] KOCN,CELIKB.Theimpactofnumberofstudentsperteacher

onstudentachievement[J].Procedia-SocialandBehavioralSci-

ences,2015,177:65-70.

[2] ANGRISTJD,LAVYV.UsingMaimonides'Ruletoestimate

theeffectofclasssizeonscholasticachievement[J].TheQuar-

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9,114(2):533-575.

[3] BLATCHFORDP,BASSETTP,BROWNP.Examiningtheef-

fectofclasssizeonclassroomengagementandteacher–pupil

interaction:differencesinrelationtopupilpriorattainmentand

primaryvs.secondaryschools[J].LearningandInstruction,2011,

21(6):715-730.

[4] MULLIGANJG.Aclassroomproductionfunction[J].Economic

Inquiry,1984,22(2):218-226.

[5] LAZEAREP.Educationalproduction[J].TheQuarterly

JournalofEconomics,2001,116(3):777-803.

[6] DEETS,WEST MR.Thenon-cognitivereturnstoclass

size[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2011,

33(1):23-46.

[7] CLEVELANDMJ,FEINBERG ME,BONTEMPODE,

etal.Theroleofriskandprotectivefactorsinsubstance

useacrossadolescence[J].JournalofAdolescentHealth,

2008,43(2):157-164.

[8] WITHERSPOOND,SCHOTLANDM,WAY N,etal.Connecting

thedots:howconnectednesstomultiplecontextsinfluencesthe

psychologicalandacademicadjustmentofurbanyouth[J].Applied

DevelopmentalScience,2009,13(4):199-216.

[9] DOTTERERA M,LOWEK.Classroomcontext,schoolen-

gagement,andacademicachievementinearlyadolescence[J].

JournalofYouthandAdolescence,2011,40(12):1649-1660.

[10] BARNESGM,HOFFMANJH,WELTEJW,etal.Adolescents’

timeuse:effectsonsubstanceuse,delinquencyandsexualactivity

[J].JournalofYouthandAdolescence,2007,36(5):697-710.

[11] VANDEWATEREA,BICKHAM DS,LEEJH.Time

WellSpent? RelatingTelevisionUsetoChildren’sFree-

TimeActivities[J].Pediatrics,2006,117(2):e181-e191.

[12] FINNJD,PANNOZZOGM,ACHILLESCM.The“why’

s”ofclasssize:studentbehaviorinsmallclasses[J].Review

ofEducationalResearch,2003,73(3):321-368.

011



[13] CARLOG,CROCKETTLJ,WILKINSONJL,etal.The

longitudinalrelationshipsbetweenruraladolescents’pros-

ocialbehaviorsandyoungadultsubstanceuse[J].Journal

ofYouthandAdolescence,2011,40(9):1192-1202.

[14] GRAUEE,HATCH K,RAOK,etal.Thewisdomofclass-size

reduction[J].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2007,44

(3):670-700.

[15] BOWERSEP,JOHNSONSK,BUCKINGHAM M H,

etal.Importantnon-parentaladultsandpositiveyouthde-

velopmentacrossmid-tolate-adolescence:themoderating

effectofparentingprofiles[J].JournalofYouthandAdo-

lescence,2014,43(6):897-918.

[16] TAYLORRD,OBERLEE,DURLAKJA,etal.Promoting

positiveyouthdevelopmentthroughschool-basedsocialande-

motionallearninginterventions:ameta-analysisoffollow-up

effects[J].ChildDevelopment,2017,88(4):1156-1171.

[17] HOYTLT,CHASE-LANSDALEPL,MCDADETW,

etal.Positiveyouth,healthyadults:doespositivewell-be-

inginadolescencepredictbetterperceivedhealthandfe-

werriskyhealthbehaviorsinyoungadulthood? [J].Jour-

nalofAdolescentHealth,2012,50(1):66-73.

[18] GRAUEE,RAUSCHERE,SHERFINSKIM.Thesyner-

gyofclasssizereductionandclassroomquality[J].The

ElementarySchoolJournal,2009,110(2):178-201.

[19] HAMREBK,PIANTARC,MASHBURNAJ,etal.Building

ascienceofclassrooms:applicationoftheclassframeworkino-

ver4,000u.s.earlychildhoodandelementaryclassroomsFoun-

dationforChildhood,2007,18(5),27-86.

[20] LAPARO K M,PIANTA R C,STUHLMAN M.The

classroomassessmentscoringsystem:findingsfromthe

prekindergartenyear[J].TheElementarySchoolJournal,

2004,104(5):409-426.

[21] BLATCHFORDP,LAIKC.ClassSize-argumentsandevidence

[M]//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Education.Amsterdam:

Elsevier,2010:200-206.

[22] MITCHELLDE,MITCHELLRE.Thepoliticaleconomy

ofeducationpolicy:thecaseofclasssizereduction[J].

PeabodyJournalofEducation,2003,78(4):120-152.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5:585.

[24] 李玲,杨顺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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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教育研究,

2016(7):22-31.

[25] 王正青,梁鹿儿,罗梓予.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大数据分析

平台的整体架构与运行保障[J]. 教师教育学报,2024

(1):90-99.

ReviewandStrategiesofTeacherAllocationinCompulsoryEducationfrom
thePerspectiveofPopulationChange

WEIJifei
(The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Educationmodernizationisanessentialelementof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andscien-
tificandreasonableteacherallocationisanimportantfactortorealizeeducationmodernization.Inor-
dertoachievethegoalofhigh-qualityandbalanceddevelopmentofcompulsoryeducationproposedin
ChinasEducationModernization2035,andtofostervirtuethrougheducationandenhancewell-round-
eddevelopmentofstudents,theallocationofcompulsoryeducationteachersshouldfocusonregional,
disciplinary,andstagebalance.Theresultsshowthat,underthetrendofpopulationchange,about
3.64millionnewteachersareneededforcompulsoryeducationby2035.Amongthem,intermsof
subjectallocation,about2.24millionnewteachersareneededforprimaryschoolsinsubjectssuchas
musicandaesthetics,andabout1.33millionareneededforjuniorhighschools;Intermsof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approximately2.69millionteacherswithpostgraduatedegreesneedtobetrained.Be-
fore2030,anaverageofapproximately186thousandteacherswithpostgraduatedegreeswillbe
trainedannually.From2031to2035,approximately241thousandteacherswithpostgraduatedegrees
willbetrainedannually;Intermsofeducationfunding,thepeakannualtotalcostofteacherstaffingis
about697.1billionRMB,accountingfor8.71%offiscaleducationfunding,whichisfeasible.Thiscal-
culationresultcanprovidethefollowingenlightenmentfortheallocationofteachersincompulsory
education:adheretothebeliefoffosteringvirtuethrougheducation,and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ofstudents;Mobilizetheenthusiasmofvariousuniversitiesandstrengthenthetraining
ofteachersinnon-traditionaldisciplines;Emphasizetheforesightoftop-leveldesignandpromotethe
reformoftheevaluationsystem.
Keywords:populationchange;compulsoryeducation;teacherallocation;educationfunding;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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