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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师流动的理论
误区、现实障碍和未来走向

徐 龙,唐 一 山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近年来,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的问题备受关注。既有研究多是以农村还有大量人口和学

生、农村教师资源缺乏、农村教师自身的发展为由,较为谨慎地看待农村教师的流动。然而就现实情况而

言,农村人口和学生的数量在下降,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农村人口和学生的流动仍不充分;农村教师流动对

农村教育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应被夸大,教师资源的供需出现空间错配问题;农村教师进城会发展得更好,

其流动却受限于特定的因素。除了理论认识的误区外,农村教师的流动在现实中还面临着制度和观念的

障碍。前者体现在相关教育政策重“城”不重“乡”、重“留”不重“流”、陷入“内卷化”等,后者体现在乡愁、平

均主义、农村人口进城加重城市病等观念。面向未来,我们应认真反思农村教师流动领域的诸多问题,廓

清农村教师流动的重要意义,逐步破除农村教师流动的障碍。这有助于城乡教师队伍建设的优质均衡,甚

至人均意义上的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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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都受人瞩目。其中,农村教师自发自主向城市流动(以下

简称“农村教师流动”)的问题似乎格外引人注目。有学者就指出:“乡村教师‘不是在逃离,就是

在逃离的路上’,是当前农村教育的一大困境。”[1]进言之,既有研究多是以农村还有大量人口和

学生、农村教师资源缺乏、农村教师自身的发展为由,较为谨慎地看待农村教师的流动。平心而

论,学者们的分析不无道理,却相对忽视了农村人口流动不充分、教师资源出现空间错配、农村教

师流动受限的实情。除了理论认识的误区外,农村教师的流动在现实中还面临着制度和观念上

的一些障碍。这些误区和障碍既构成了教师布局、学校布局甚至人口布局欠优的缘由,又意味着

教师布局、学校布局甚至人口布局具有可优化的潜能。如果这些误区和障碍得以解除,将有助于

城乡教师队伍建设的优质均衡,甚至人均意义上的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有鉴于此,
本研究将针对农村教师流动的议题,辨明理论误区、廓清现实障碍、指明未来走向。

一、“为农村人口留守”及其对农村人口流动不充分的忽视

(一)已有研究强调农村人口多,相对忽视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数量在下降

有学者指出,“中国乡村人口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有很多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根本无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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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2],“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去工业必须集聚在城市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农村聚集的

可能,而且新的生态化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以及现代的农村社区服务业的崛起,也会导致人口向

农村的重新聚集……有人口就需要相应的教育”[3]42。
换言之,农村教师不应流动,与农村有大量人口(包括一些特殊人群)有关。然而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2021年)的相关数据可知,1987年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从81626万人下降到

50992万人,农村人口比重从74.68%下降到36.11%。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87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从1987年到2020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

从133184900人下降到30882870人,占在校生总数的比重从78.30%下降为19.75%。据此可

知,农村人口和学生的数量和比重都有所下降。既然“有人口就需要相应的教育”,那么没有那么

多的人口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教育资源,教师资源自然也囊括在内。据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农村教师的流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不足为惧。
(二)已有研究强调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仍然较多,相对忽视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农村人口

流动的未完成性和不彻底性

有学者可能会进一步质疑:“即使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80%,我国仍

拥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即使城镇化处于趋于稳定的状态,农村人口仍会占到总人口的

10%。”[4]135换言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即便有所减少,但仍有较大的数量。这意

味着仍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扎根农村,不能放任农村教师继续流失下去。退一步而言,城镇化

背景下农村学校和班级规模日益缩小,学生日益减少,“但每班的课程和教育教学任务并未相应

减少,而在师资配置上仍依据生师比编制标准,因此造成了很多乡村学校名义上超编但实质上缺

编的结构性缺编的现实问题”[5]。换言之,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师即便总量上过剩,但依然存

在结构性紧缺的问题。
农村人口之所以还有较大的数量,包括农村学生和一些特殊人群,“这正是传统的户籍制度

和土地制度的结果”[6]。具体而言,如果“他们能够在城市得到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并且

他们在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时候也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那么农民外出打工的倾向就会

发生重大变化”[7]。“一方面,老年人、女性和孩子不能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工作而平等地享

受廉租房、公立教育等公共资源,结果只能选择在老家留守。另一方面,土地制度仍然未能保证

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家庭的选择就是老人和女性留守。”[6]“大城市设立的高落户门槛尤其是基础

教育资源对非户籍人口的排他性使得流动人口子女不得不留守户籍地。”[8]

这意味着,以农村人口和学生多、教师结构性紧缺为由,对农村教师流动持谨慎态度的观点,
或许都忽视了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的未完成性和不彻底性。制度本身是可以改变

的,如果改变这些制度,人口的流动将会更加充分和更加彻底,农村人口和农村学生的数量只会

继续减少。有研究就表明“农村地区在校生数在2020—2035年间呈快速减少趋势”[9]。更有甚

者,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口和学生也许会流失殆尽。某自治州领导在全州教育发展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当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中,10人以下的学校(点)已经有156个,保留已无学生的校点已

经有79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已经出现大量的小规模学校,且数量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二、“为农村教育留守”及其对教师资源错配的忽视

(一)已有研究强调农村教师流动有损于农村教育的发展,相对忽视农村学生数和班级数在

下降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城乡教师的流动总体上呈单向性,即教师趋向于从农村流向城市、从
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师资的日渐薄弱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农村教育雪上加霜,城乡教育

的差距日益扩大”[10],“农村教师的大量流失加剧了贫困地区农村的师资短缺,尤其流失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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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地的优秀、骨干教师,这无疑给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质量带来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打击”[11]。换言之,农村教师离开农村,无益于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会加剧城乡教育的失衡。
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扭转农村教师流动的态势,毕竟“数量保障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前

提”[3]260。
如果仅仅就教师论教师,上述结论无可置疑。倘若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教师,便可

能得出略有不同的结论。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7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从

1987年到2020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从133184900人下降到30882870人,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数从5783774人下降到2194755人,生师比比值从23.03下降为14.07;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班级数从3962884个下降到1069775个,师班比比值由1.46增长为2.05。据此

可知,在农村教师流动的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师比不增反降、师班比不降反增。相对

于以往,农村教师资源反而有所增加。据此可知,农村教师流动并不必然导致农村教育雪上

加霜。
(二)已有研究强调农村优秀教师流动造成的不利影响,相对忽视教师资源供需已经出现空

间错配问题

有学者可能会进一步质疑:即便农村教师流动并没有对农村教育带来实质性影响,但“流失

的大多是优秀年轻教师、骨干教师,这使农村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12]。表面看来,这种声音也

有道理。但它“更多关注农村教师问题,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教师缺编问题关注不够”[4]85。正

如教育资源已经出现“有教育需求的城市地区(特别是在超大城市),教育供给并没有相应增加,
造成教育资源紧张,农村子弟常常被拒之门外;在教育需求不断萎缩的农村地区,学校和教学点

的硬件设施齐全,但是利用率很低”[13]的空间错配问题。
“重乡不重城”的研究取向和某些政策实践,也导致了教师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在教育需

求不断增加的人口流入地(城镇),教师资源供给没有相应增加,造成教师资源紧张;在教育需求

不断萎缩的人口流出地(农村),教师资源供给没有相应减少,造成教师资源富余。根据1987年

至202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如图1所示,自2007年以来,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城镇化率便超过教师的城镇化率,教师资源的错配现象开始显现。有报告也表明,某些

地区已经“出现城区学校教师数量紧张、农村学校教师富余的情况”[14]。

图1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和学生的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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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农村优秀教师的流动,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上述教师资源空间错配的问题;另一方面在

农村人口和学生逐渐减少的背景下,其对于农村教育造成的影响不应被夸大。不仅如此,农村优

秀教师的流动,或许还能够“倒逼乡村学校管理制度和领导作风的完善”[15],有助于农村教育事

业的长远发展。总之,农村优秀教师的流动有利于教师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国家教育事业的

进步。

三、“为自身发展留守”及其对农村教师流动受限的忽视

(一)已有研究强调农村教师留下来发展得好,相对忽视农村教师流动能够发展得更好

有学者指出,“乡村教师扎根乡土,就能不断获得某种神秘、珍贵、奇特的力量,主动与环境深

度交往,协调好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释放自己的责任、热爱与思想的力量,使他们发现更好的自

己,也找到崭新的世界”[16]。换言之,农村教师扎根乡土,能够大有作为,获得较好的发展。然

而,教师究竟是扎根农村还是城市,才更能“释放自己的责任、热爱与思想的力量”? 为了解答这

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辨明对于农村教师而言,是扎根乡土还是流向城市让他们更为受益。

具体来看,首先,城市学校的教育理念往往更为先进,管理也更为规范,学生的总体学习基础

和学习成绩也相对较好。农村教师进城从教,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其次,有大规模调查数

据显示,“部分地区农村教师工资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均偏低”[17]。由此可知,农村教师向城

市流动,其收入水平会有所提高。最后,人的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

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

务”[18],“而在农村,因为人口数量少,有些服务业很难经营,比如可以进行多样化选择的电影院、

卡拉OK等”[19]65。换言之,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其生活品质会有所提升。总之,农村教师进城

从教,可以让自身多方面受益。因此,农村教师选择流动,就不足为奇。

(二)已有研究强调部分农村教师主动留下来,相对忽视大多数农村教师流动的选择

有学者可能还会进一步质疑:既然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会让自身多方面受益,那为何还有

一些“最美乡村教师”“主动向下流动”[20],坚守农村? 毋庸讳言,这并非完全违背事实。但这或

许模糊了总体趋势和个人偏好的区别。“世界的趋势,是由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来决定的。人们在

讨论一个趋势性话题的时候,经常会把个人的偏好和大多数人的选择混在一起。”[19]3有调查就表

明,“云南乡村教师近80%有流动(调动)及流失(改行)意愿”[21]。不仅是多数在职教师想离开农

村,那些将入职的教师中的多数也不想前往农村任教。比如“大多数免费师范生都未能履行到农

村支教两年的约定”[22]。换言之,农村教师流动的总体趋势是“离农”。我们不能用少数教师留

守的选择,去质疑农村教师流动的总体趋势,去质疑大多数农村教师选择进城的权利。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少数教师主动留守的事实。具体而言,这类教师有一部分是因为城市

学校的压力大而自身能力有限,所以选择留守。还有一部分教师素质较高,完全是出于“深厚的

乡土情感”[20],才选择留守。那些坚守农村的“最美乡村教师”便可归入此列。据此,我们不必过

于担忧农村教师流动带来的危害,因为“流动还是留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总有一部分人根据自

己的条件决定留守。但公共政策需要讨论的是,在边际意义上,是否存在制度因素导致愿意流动

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6]。就本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关注是否存在制度因素导致愿意流动的农村

教师流动不充分。

四、农村教师流动遇到的制度障碍

如前所述,当前的户籍制度、中高考制度等并不完善。在此前提下,那些原先可以进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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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学生往往只能被迫留守农村。“有人口就需要相应的教育。”[3]42针对这些留守农村的人口和

学生,就需要相应的农村教师来开展教育工作。在此背景下,农村教师流动就不免会引起人们的

担忧。换言之,当前有待完善的户籍制度、中高考制度等构成了农村教师流动的间接障碍。不仅如

此,教师流动政策、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等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构成了农村教师流动的制度障碍。

(一)相关政策制度更重视城镇教师的流动

就农村教师流动而言,直接的政策规定并不多见。相形之下,与城镇教师流动有关的政策规

定更为常见。比如“引导教职工从城镇和超编学校向农村和缺编学校流动”[23],“积极促进城镇

学校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定期选派城镇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交流任教”[24]。然而就现实情况

而言,农村教师进城的意愿要远高于城镇教师下乡的意愿[25]。这意味着“教师流动政策在引导、

强推着一批流动愿望较弱的人参与流动,而忽略了流动愿望较强的农村教师群体”[26]。

(二)相关政策制度更侧重于让农村教师留得住,而不是相反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人口和学生流向城市,国家宏观政策开始关

注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教师资源配置问题。比如“统筹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教师编制”[27],“鼓励

在人口集中流入城市……优化事业编制调配、增加教师编制数量”[28],“加大对人口集中流入地

区统筹调剂力度,解决义务教育……编制急需”[29]。在此背景下,教育政策开始从强调城镇教师

单向的流动转变为注重城乡教师双向的交流。比如“推动城镇优秀教师、校长向乡村学校、薄弱

学校流动”[30],“推进城乡教师交流支教,遴选一批乡村教师到城镇学校跟岗实习培养”[31]。这在

某种程度上为某些农村教师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教育政策依然重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比如“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深入实施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心乡村教师生活”[30],“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

秀校长和教师”[32]。这类政策有助于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均衡发

展。然而,这类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教师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同时,相对于“推动”

“推进”,“大力提升”“深入实施”“严禁”等用语更为丰富、更具有操作性,且语气和语义都更重一

些。换言之,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总体上重“留”不重“流”。

(三)相关政策制度陷入“留不住→完善→还是留不住→继续完善”的内卷化,“留”的大量投

入挤占了“流”的投入

上述重“留”不重“流”的教育政策的实践效果或许并不理想。有报道就表明,甘肃省庆阳市

镇原县近年来采取了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和增加乡村班主任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乡镇岗

位津贴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乡村教师流失情况依然存在。这与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年轻

教师社交困难、农村环境对年轻人的吸引低等因素有关[33]。换言之,这类政策之所以收效不大,

与农村“空心化”的局面以及城乡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有关。有学者就指出,“农村更

趋萧条,想留住年轻人太难,好政策最终落不到实处”[34]195。不仅如此,“空心村现象实际上就是

城市化的另一面。但只要城市带来的收入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停止,城市化率就会不断提高……

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是太高了,而是低于世界上同样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未

来20—30年间,只要经济增长保持平稳,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80%,甚至更高水平,这意味

着,乡村人口还将在目前基础上减少一半以上。换句话说,当前已经出现的空心村现象还将持续

发生”[19]296。

这意味着已经不断优化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即便再被完善,即便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被

完全解决,恐怕也只能更加坚定那些主动扎根农村的教师的留守意愿,但因为无法改变农村“空

心化”的局面,从而难以改变其他农村教师流动的结果。换言之,从过去到未来,重“留”不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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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政策的实践效果都不容乐观。吊诡的是,这反而说明相关政策以往的自我完善是合理的,

今后的自我完善也将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教育政策越是留不住农村教师,就越去完善文本内容

和执行过程,以试图让农村教师留得住,但结果还是留不住农村教师。然后,教育政策还是会去

完善文本内容和执行过程。总之,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执行日益完善,但效果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这意味着教育政策陷入“内卷化”:“一种不理想的变革(演化)形态,亦即没有实际发展(或效益提

高)的变革和增长”[35]。更有甚者,“对于公共政策来说,资源有限,在一件事上做过了头,就必然

在另一件事上做得不够”[19]291。教育政策既然在让农村教师留得住方面不断完善政策,那么投入

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往往就在所难免。这意味着教育政策在让农村教师动起来方面往往就做

得不够。如果将相应的政策资源向动起来的方向适当倾斜,就会有助于某些农村教师向城市合

理流动。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反思相关制度的“内卷化”问题。

由上观之,相关教育政策重“城”不重“乡”、重“留”不重“流”、陷入“内卷化”等制度因素,构成

了农村教师流动的直接障碍。不仅如此,这些制度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人口进城的

机会成本,从而强化了部分农村人口留守的意愿。“有人口就需要相应的教育。”[3]42这又会强化

农村教师流动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有碍于农村教师的流动。有鉴于此,我们应推进制度改革和

破除制度障碍。为此,我们应廓清相关观念因素的影响。究其缘由,“如果不重视文化观念等非

正式制度的影响,那么不仅正式制度的改革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改革的不顺利还有可能成为阻

碍改革的理由,使得改革停滞甚至倒退”[36]。换言之,我们需要关注是否存在观念因素导致愿意

流动的农村教师流动不充分。

五、农村教师流动面临的观念障碍

在农村教师流动的问题上,一种常见的观念误区是,农村教师必须留守农村,以坚守农村教

育的阵地。而这又与以下观念有关。

(一)乡愁的观念

“城市化的提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这之前有太多的人们都是在乡下学校完成了他们的基础

教育,因而他们普遍地怀有对乡土教育的美好记忆与深厚感情。”[34]247“农村是很多研究者与实践

者的成长之地,所以很多人对农村怀有乡愁情结,认为农村教育应当保持其绝对地位。”[4]136但即

便如此,当前多数怀有乡愁情结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并未从城市回到农村长期生活和工作,也未让

自己的子女回到农村长期接受教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少人自己生活在城市,或者从老

家流动到大城市,却希望把别人留在农村,留在收缩的小城市,来为自己保留乡愁,这更是自私与

荒谬。”[19]292据此,一味地限制农村人口(包括农村师生)向城市流动,或许并不合适。事实上,也

限制不住。2010年到2020年,我国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从1.43亿人增长到2.49亿人[37]108。根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从2011年到2020年,义务教育

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数从12609719人增长到14297324人。我们必须认清“人

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37]100的主流趋势。

(二)平均主义的观念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价值观、计划经济体制等导致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潮长期存

在[38]。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和实践者将城乡均衡发展理解为城乡均等发展,进而对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流动忧心忡忡。如果仅仅从农村的角度看,农村人口确实在流失。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农村人口的流失“是部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37]108。不仅如此,农村人口的流失还有助于农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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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人口人均收入的提高。直接的原因是,“农业经济的总量受到土地的约束,即使技术进步,最终

它的总产出还是受制于农业用地”[19]36,“如果(农村)人口流出,则留守居民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会

提高,进而人均收入会提高”[6]。间接的原因是,“人口流入到地理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有

效促进经济增长,而更有效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为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提供资源”[39]。总之,农

村人口的流失能够让农村留守人口受益,有助于城乡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领域的平均主义观念也不少见。比如有学者强调,“尽管农村学校取得

了很大进步,但城镇学校对众多的农村生源仍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任凭生源自然流动的趋势

发展下去,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美好愿望将会遥不可及”[40]。不难发现,该学者将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理解为城乡教育均等发展,进而对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忧心忡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

进,农村学生会持续流向城市,农村小规模学校和“空心校”会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固然让人担

忧,但能否据此就限制农村学生的流动? 为此,我们需要辨明学生和学校孰重孰轻的问题。正如

“文化是为了人才存在的,有人才有文化”[41],“我们不能让人为了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自我封闭

于某种文化模式之中”[42]。学校是为了学生才存在的,有学生才有学校。学生和学校之间是目

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农村学校的保护和延续而限制农村学生的流动。否则,我们就

是以手段替代目的,舍本逐末。反之,如果农村学生进城上学后能让自身受益,那么即便农村学

校因此变得衰落,这又有何妨? 有研究表明,农村学生流向城市,既有助于他们享受优质的教育

资源和文化资源[34]179,也有助于他们今后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43]和市场回报[44]。既然如此,我

们就应破除平均主义观念的束缚,对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乐观其成。

(三)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聚会加重城市病的观念

“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城市拥堵、污染等城市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多,这成为控制人

口流动的理由。”[6]在此背景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聚便成了问题。然而有研究表明,“人

口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严重的污染和拥堵问题。因此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不仅无法有效地治理

城市病,还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45]。换言之,通过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动和集聚来缓解城市病,

往往收效甚微。“退一万步讲,即使(农村)人口集聚是造成问题的原因,那是要解决集聚还是解

决问题呢?”[46]具体来看,“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47],“城市化的进程本质

上就是农村人口不断进城的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市地区集聚了制造业

和服务业,不断创造就业岗位,为农村进城移民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越来越多的

机会”[48]。换言之,农村人口的流动既能让自身受益,又能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促进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流动利国利己。

有研究也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因为家庭分离和亲情缺失,在生理、心理和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

问题。部分已经进城上学却又返回农村的儿童还面临着适应农村生活的困难。不仅如此,如果

城市不给留守儿童流向城市提供便利,将会影响城市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整个国家未来的发

展[49]。换言之,农村学生的流动同样利国利己。不可否认的是,农村人口和学生向城市的流动

和集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农村孩子一般比较胆小、内向,没见过世面,学习底子又不好,

去城区学校就读,可能受城里孩子欺负”[34]208。如果我们据此去解决集聚,就意味着农村人口和

学生的流动和集聚带来的诸多益处会消失。因此,“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问题,因为解决集聚的

代价很大”[46]。事实上,政府正在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村人口和学生

进城生活、工作、学习的政策。比如“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的机制,

稳步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水平……保障随迁子女在流

入地受教育权利,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50]。总的来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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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和学生向城市流动势在必行也势不可挡。既然如此,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又有何不妥?

六、农村教师流动的未来走向

综上所述,已有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较为谨慎地看待农村教师流动问题。究其原因,我们总

是认为农村还有大量人口(包括一些特殊人群)和学生,现有农村教师资源难以满足农村教育和

农村发展的需要。而大量人口和学生之所以留守农村,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还不完善有关,

也与相关教育政策重“城”不重“乡”、重“留”不重“流”、陷入“内卷化”等有关,还与人们的乡愁、平

均主义、对城市病加重的疑虑等观念有关。然而即便有制度和观念因素的限制,仍有农村人口和

学生持续地流向城市。这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且一旦有关的制度和观念发生改变(现实

情况正是如此,但改变也许还不够),必将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学生流向城市。在此情形下,如

果给定教师资源的供给,教师资源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配置效率都会下降(人口流出地无法

实现教育的规模经济,人口流入地存在教育的规模不经济),教师资源空间错配的问题会进一步

加剧。有鉴于此,我们需要突破制度和观念障碍,探讨农村教师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认真反思农村教师流动领域的诸多问题

本研究表明,农村教师流动领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问题有待澄清。比如,如何看待教师资

源配置的空间错配问题,如何看待农村教师流动的总体趋势和个人偏好,重“城”不重“乡”的教师

流动政策的实践效果如何,重“留”不重“流”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实践效果如何,如何看待

相关教育政策的“内卷化”,如何看待平均主义,如何看待农村人口流失的利弊,农村人口流失是

否有利于城乡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学生和学校之间是不是目的和手段的关

系,能否为了保存学校就人为地限制学生的流动,农村人口进城是否会加重城市病,有多少农村

人口和学生会因为农村教师留下来就留下来,采取措施让农村人口和学生留下来本身合不合理,

农村人口和学生会不会因为户籍、土地、中高考等制度的改革而更多地流向城市,农村人口和学

生向城市流动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我们首先应该在学术层面上把这些问题都讨论清楚,在讨论中逐步达成一定共识,把今天

的大方向确定以后,再进一步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去做,政策如何调整,进度如何控制。”[51]换言

之,我们在探讨农村教师流动问题时,应首先明辨是非、理清因果、分清主次、弄清方向,再付诸相

应的政策实践。如果我们不辨是非、不究因果、不分主次、不明方向,就执行政策和开展实践,很

有可能就会出错。由于人们注意力的有限、思维的定势、认知的误区、制度的惯性等,政策实践的

错误很难及时得到纠正。结果即是,政策实践往往得不偿失甚而适得其反。有鉴于此,我们不应

贸然行事,而应加强对以往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反思和政策实践的评估。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经

验和形成共识,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和实践。

(二)廓清农村教师流动的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农村教师流动的重要意义在于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

前景与生活品质。换言之,农村教师流动反映了农村教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2]。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尊重农村教师流动的选择。正如“移民本

身就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进行再配置的过程,保证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

率”[19]274。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村教师流动本身也是教师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进行再配置的

过程,保证了教师资源的配置效率。如前所述,当前教师资源配置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空间错配的

问题。在此背景下,农村教师流动有助于缓解这一情况,推动教师资源的空间格局与学龄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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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相适配。不仅如此,农村教师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

强化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意愿。“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

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

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47]换言之,农村教师流动

会间接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从而推动人均意义上的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农村教师流动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农村教师尤其是农村优秀教师的流动会对还

留守农村的学生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正如“面对(人口)集聚带来的问题,我们解决问题还是解

决集聚”[53],那么,面对农村教师流动带来的问题,我们解决问题还是解决流动? 如果解决流动,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在阻碍农村教师追求美好生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会降低教师资源

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推进,从而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换言之,解决

流动或许并不可取。不仅如此,解决流动或许也不可行。这从上述教育政策陷入“留不住→完

善→还是留不住→继续完善”的“内卷化”中可窥见一斑。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解决问题。

(三)逐步破除农村教师流动的障碍

如前所述,农村教师流动造成的不利影响与农村学生流动不充分有关。如果户籍、土地、中

高考等制度发生变化,那些原先被迫留守的学生就会更早、更快、更多地流向城市。如此,农村教

师流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将大为缓解。鉴于此,我们应逐步改革相关的制度。进言之,“真正制约

发展的,其实是观念,是人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不充分”[19]337。为此,我们也应逐步破除相关的观

念。随着制度和观念的转变,我们才能解除人们对农村教师流动的后顾之忧。当然无论是制度

的改革,还是观念的改变,都绝非易事。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它一定是一

个渐进性的过程”[54]。在此背景下,一些农村人口和学生在一定时期内仍不得不放弃进城的打

算,被迫留守农村。这意味着农村教师的流动不得不有一个限度,有一部分教师必须留下来,以

服务那些留守的人口和学生。但这是暂时的,仅仅是给我们调整制度和观念提供过渡的时间。

如前所述,农村人口(包括农村师生)的留守会对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据此,观念和

制度的调整宜早不宜迟。“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

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55]

随着观念和制度的逐步调整,农村人口和学生的流动将更为充分和彻底。在此背景下,教师

资源的配置应精准施策。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应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保持一致,在人口流入地

有序地实施增量规划,逐步构建教师资源供给与常住学龄人口挂钩的机制,增强教师资源的承载

力;另一方面,我们在充分照顾那些自愿留守的农村人口和学生的同时,在人口流出地科学地实

施减量规划和存量规划,适度集中配置教师资源,为愿意到县镇就学的学生提供支持,如提升农

村到县镇学校的可达性或为家长到县镇陪读提供就业、居住和生活的支持,以提高教师资源的使

用效率。在此前提下,我们应认识到农村教师流向城镇的重要意义,对农村教师流动持包容和开

放的立场,对以往重“城”不重“乡”、重“留”不重“流”、陷入“内卷化”的相关教育政策进行必要的

调整,将相应的政策资源适当地向以往所忽视的方向倾斜,而不是相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调

整应尽快展开,从而为户籍、土地等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进而为农村教师的流动“解套”。有研

究就表明,“(大城市)中小学建设得越多,师资提升得越快,越能容纳适龄学童,户籍制度改革的

阻力就越小。反之,如果政策过于保守,教育供给增加缓慢,户籍制度改革将始终受到学位制约,

既已存在的问题还会长期延续”[56]。合而观之,相关教育政策的调整,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农村

教师的流动。反过来,农村教师的流动也有助于推动相关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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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Misunderstanding,RealisticObstaclesandFutureTrendofRuralTeacherMobility

XULong,TANGYish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problemofruralteachersmovingtocitieshasattractedmuchattention.Mostoftheexist-
ingstudiesarebasedonthefactthattherearestillalargenumberofpeopleandstudentsinruralareas,thelackofrural
teacherresources,andthe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themselves.Theyarecautiousabouttheflowofruralteachers.
However,inreality,thenumberofruralpopulationandstudentsisdeclining,andtheflowofruralpopulationand
studentsisstillinsufficientunderthespecificinstitutionalbackground.Thenegativeimpactoftheflowofruralteach-
ersonruraleducationshouldnotbeexaggerated,butthereisaspatialmismatchbetweenthesupplyanddemandof
teacherresources.Ruralteacherswilldevelopbetterincities,buttheirmobilityislimitedbyspecificfactors.Inaddition
tothemisunderstandingoftheoreticalunderstanding,themobilityofruralteachersalsofacesinstitutionalandconcep-
tualobstaclesinreality.Theformerisreflectedinthefollowingaspects:relevanteducationpoliciesfocuson“city”
ratherthan“village”,“stay”ratherthan“flow”,andfallinto“involution”.Thelatterisembodiedintheconceptsof
nostalgia,egalitarianism,andurbandiseasesaggravatedbythemigrationofruralpeopletothecities.Inthefuture,we
shouldseriouslyreflectonmanyproblemsinthefieldofruralteachersmobility,clarifytheimportanceofrural
teachersmobility,andgraduallybreakdownthebarrierstoruralteachersmobility.Thishelpstobuildahigh-quality
balancebetweenurbanandruralteachers,andeventherealizationofbalanc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in
thepercapitasenseandcommonprosperity.
Keywords:ruralteachers;teachermobility;ruraleducation;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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