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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撑，有助于提升育人的

整体效能，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进而推进教

育现代化，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跃升。

（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

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的重中之重。[1]乡村教师是办好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高

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能够为乡村学生的发展提供正确的

方向引领，促进其良好品德、能力的培养，提升乡村学

生的综合素养，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使乡村居民享受到

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探析

目 前 学 界 关 于 “ 高 质 量 发 展 ” 内 涵 的 界 定 主 要 有

两种，一种是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提出高质量发展本

质上是事物内外部要素达到最优化； [2]另一种是从词源

的角度出发，对“质量”进行拆分解析，提出“高质量

发展”即在“质”“量”两个层面均达到优质，“质”

是事物本体属性，“量”是事物满足外在对象需求的程

度。[3]本文中主要采用高质量发展的第二种定义。

在知网上以“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发现目前教育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学校高质量发展，专

门针对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比较少，更鲜少涉及

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其中高怡楠，李静将民族地

区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界定为“良好的师德

师风，人才结构合理、数量充足，兼具专业理念、知识

与能力，具备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
[4]邬志辉认为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应具有深厚的乡土

教育情怀、现代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能力素养。 [5]在

有关乡村教师发展的政策文本中，《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中提到“2020年，努力造就一支素

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陕西省

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通

知》中提到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造就一支

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师

队伍。

综合不同学者以及政策文本中对高质量乡村教师队

伍的定义，本文中将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

定为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扎根乡村、素质优良、活力

幸福。其中数量充足属于乡村教师队伍的“量”，其他

特征属于其“质”。西部教师队伍的数量和结构情况主

要参考西部S省教育厅制作的2018-2021年《S省教育事

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将“扎根乡村”维

度细化为乡村教育认同感、乡村文化了解度、乡村教育

责任感、乡村教育使命感、服务乡村振兴意愿这五项指

标；将“素质优良”维度细化为教育教学理念、师德师

风、专业知识、教育教学能力、教研能力这五项指标；

将“活力幸福”维度细化为对工资的满意度、对生活条

件的满意度、工作压力情况这3项指标。

西部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现存问题

本研究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针对S省乡村教师开展关

于S省乡村教师发展情况的调研，研制出《西部乡村教师队

伍高质量发展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共回收1238份有效

问卷，并对30余名乡村教师和校长进行了访谈。结合已有

的官方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西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进步

与不足并存。西部教师队伍学历结构有所优化，学历合

格率逐年提升，教师持证上岗率近100%；教师专业发展

积极性较高；乡村教师队伍相对稳定，70%的乡村教师愿

意留在乡村任教，但仍然存在需要继续改进的问题。

（一）教师队伍存在流失

S省2018年乡村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量为57764人，

2019年乡村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量为59083人，2020年乡

村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量为55253人，2021年乡村基础教

育专任教师数量为53944人，2019-2021年乡村教师数量

减少0.51万人。乡村教师对乡村教育发展前景的认同度较

低，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乡村教师流失会对教育教学

和教师队伍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对于学生发展而

言，学生任课教师的不断更迭会提高学生心理适应的时

间和情感成本，变相减少学生在学习上的精力投入，破

坏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影响学生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不

利于教师队伍整体建设，乡村教师的流失会破坏乡村教

师队伍的稳定性，同时其中乡村优秀教师的调出会拉低

乡村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而影响乡村教育质量。

（二）专业素养尚待提高

教师专业素养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关乎

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专业素养主要包括教育

教学理念、专业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当前乡村教师专业

素养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乡村教师教育教学理念较

落后，在学生发展上重知轻能、重智轻品。56.42%的被

调查者认为乡村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比较随意，不尊重教

育教学规律。58.85%的乡村教师觉得学生成绩的重要性

优于其他方面的发展；乡村教师在教学知识和技能上仍

存在结构性短缺。在专业知识方面73.65%的被调查者认

为乡村教师缺乏有关学生身心发展方面的知识，73.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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