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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教 师 承 担 2 门 以 上 的 学 科 教 学 任 务 ， [ 7 ]同 时 被 安 排 过

多的行政事务，增加了其工作负荷，甚至在一些寄宿制

学校，教师同时扮演着学校宿舍管理员和保洁的角色。

乡村教师疲于应对各种角色间的频繁转换，组织目标模

糊，无力于更高水平的职业发展。

西部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促进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内

在职责，同时乡村教师队伍发展所需的良好外部支持体

系的构建也离不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发挥。教育行政

部门要围绕高质量乡村教师队伍的目标，努力构建良好

的支持体系，改善乡村教师队伍生存发展环境，激发其

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促进西部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

展的良好政策生态。

（一）坚持需求导向，不断完善乡村教师培养和补

充机制

一 是 扩 大 精 准 定 向 培 养 。 扩 大 实 施 乡 村 公 费 师 范

生培养规模，重点扶持地方“优师计划”，扩大提前批

次招生的师范院校比例，将西部地区各省市更多的地方

优质师范院校纳入提前批次招生范围，发挥为乡村学校

培养教师的“造血”功能；在“优师计划”中提高紧缺

和薄弱学科相关专业招生比例，同时推进地方“优师计

划”招生名额向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区倾斜；协调西

部优质地方高校，为乡村定向培养教育硕士。

二是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建立师范院校-乡村学校-

企 事 业 单 位 协 同 培 养 模 式 。 构 建 “ 双 师 ” 培 养 体 系 ，

选拔优秀乡村教师担任师范生教学法课程教学和实践导

师，增设乡村学校教学实践基地，通过浸润式培养提升

师 范 生 的 乡 土 情 怀 ； 鼓 励 引 导 企 事 业 优 秀 人 才 “ 双 聘

任”到师范院校、乡村学校兼职课程教学、师资培训等

相关工作，促进师范生和乡村教师职业素养提升。

三是培育乡村骨干教师。强化“造血”功能，加大

基础教育教师“三级三类”骨干培养力度并向乡村教师

倾斜；设置省、市两级乡村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培养

工作专项，将乡村首席教师、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

划纳入骨干教师培养序列；深入实施“城乡教师学习共

同体-名师引领行动”，鼓励和引导基础教育“三级三

类”骨干教师参与乡村骨干教师培养，积极发挥其“补

血”“健身”功能，切实提高乡村教师教学水平和研究

能力。

（二）坚持多措并举，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精

准供给

一是构建教师培训服务管理体系。加强县级教师发

展机构建设，构建省、市、县（区）、校分工合作，分

类、分层、分岗的教师培训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升乡村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

术的能力素质，更加精准满足乡村教师职业发展需求。

二 是 优 化 和 创 新 培 训 模 式 。 提 升 教 学 技 能 在 教 师

培训课程中的占比，邀请一线优秀教师对乡村教育教学

的实际问题进行案例讲解，针对性提高乡村教师教育教

学技能和教学指导；开展“送教上门”计划，组织100

名教学名师，在乡村学校设立“名师乡村工作室”，招

收1000名乡村教师学员，开展专业成长培训、教科研等

活动；建立乡村教师到发达城市示范校进行研学培训制

度。

三 是 创 新 推 进 交 流 轮 岗 。 切 实 推 进 县 域 内 教 师 交

流轮岗制度化、常态化，探索建立城乡教育教学联盟，

由县域内城区中小学牵头，与乡村学校建立教育教学联

盟 ， 在 联 盟 内 实 施 组 团 支 教 与 顶 岗 ， 两 学 年 为 一 个 周

期，确保县级以上骨干教师占支教总数的20%以上并逐年

增加。

（三）强化待遇落实，切实增强广大乡村教师职业

获得感

一是建立乡村教师工资动态增长机制。适时提高乡

村教师工资待遇标准，整合相关部门力量，协商制定教

师工资水平基准线，保证教师工资始终高于物价一定水

平；切实保障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并

将此纳入分管教育工作领导的业绩考核硬性指标，实行

“一票否决制”，优化乡村教师工资比较感知，进而提

高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此外进一步完善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在生活补助中增加交通补助模块，根据生

活住所距离学校远近程度制定差别化的交通补助档次及

标准。

二是完善教师收入分配机制。调整绩效工资核定标

准，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原则，将教师的工作

量和贡献量作为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考量指标；建立健

全教师课后服务收入的分配制度和监督机制，由省级教

育部门制定符合乡村实际的课后服务工作量考核办法，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学校根据教师课后服务工作

量公平核定乡村教师的课后服务收入。

三 是 落 实 落 细 人 文 关 怀 。 关 心 乡 村 教 师 的 婚 恋 问

题，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鹊桥工程”，对两地分居的乡

村教师，可通过在省域内跨区域协商对调等交流方式，

由 县 （ 区 ） 教 育 部 门 牵 头 ， 县 级 工 会 协 助 当 地 人 社 部

门 ， 根 据 个 人 意 愿 和 条 件 ， 在 编 制 许 可 范 围 内 集 中 调

配 ； 各 县 人 社 部 门 和 教 育 部 门 建 立 乡 村 大 龄 青 年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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