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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虽然告别了区域性整体贫困，但教育相对贫困

问题依然存在。为了巩固拓展本县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其

现状不容忽视。

彭阳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

通 过 就 本 县 乡 村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的 现 状 与 部 分 乡 村

学校的教师随机进行了个人访谈，笔者从中深入地了解

到当地乡村教师队伍经过多年的支持与建设已有明显改

观，但当前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乡村教师数量上基本可以满足教学需要，但仍存

在结构性失衡问题

访谈一：老师，目前学校的主副课教师的数量能满

足教学需要吗？您认为具体原因是什么？

A老师：主课教师满足教学需要，副课教师比较短

缺，如音、体、美、信息等科目。主要原因是副课专业

毕业的本地老师少，能到乡村学校的就更少。

B老师：教师人数基本可以满足教学需要，只是副课

基本由主课老师兼代。问题主要在于没有重视副课老师

的定向培养。

C老师：教师数量较以前有所改善，现在缺少副课老

师，副课几乎都是由主课老师兼任。主要原因有城乡资

源配置不均衡，都愿意去条件好的地方。

从上述访谈中可了解到：教师数量短缺问题有所改

善。音、体、美、信息等副课普遍开设，但并非专课专

师，造成教师结构性短缺现象。其原因有多种，有的老

师认为跟缺乏副课老师的定向培养有关，有的老师认为

与本土副课老师的总量少有关，还有老师认为与城乡资

源配置不均衡有关。总之，目前教师数量基本可以满足

教学需要，但仍存在教师专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2、乡村教师质量上总体可以满足教学需要，但仍存

在专业成长空间不足问题

访谈二：您是师范类本科院校毕业吗？您参加专业

培训的机会多吗？您认为影响自己专业成长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

C老师：我是以前宁夏师专毕业的，专业培训以前

很少且限制名额，近几年机会多点。我觉得影响专业成

长的原因主要是城乡教师长久稳定的帮带关系没有建立

好。

D老师：我是宁夏师范学院本科毕业。以前基本没参

加过专业培训，近几年培训有过，但机会和指标少。我

认为影响专业成长的主要原因是培训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不强，培训方式有些单一，理论多，实操少。

E老师：我不是师范类学校毕业的，报考的“特岗计

划”。新入职的时候专业培训过。个人感觉影响专业成

长的关键除了实用的专业培训，稳定的帮带关系，还在

于自己的不断摸索，勤于反思。

从上述访谈中可以看出：教师多属于师范生，整体

可以满足教学需要，专业培训机会偏少，效果欠佳等情

况使专业成长受限。谈及影响自己专业成长的原因时，

有的认为主要在于长久帮带关系的建立；有的认为可以

通过多样化、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为培训提质增效；还

有 的 认 为 专 业 提 升 关 键 还 在 于 自 身 ， 应 主 动 总 结 和 反

思。总之，本地教师质量上总体可以满足教学需要，但

因诸多原因造成专业成长空间不足问题。

3、乡村教师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仍存

在满意度偏低问题  

访谈三：您对现在的待遇是否满意？您对当前绩效

和职称评定是否满意？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A老师：我对待遇满意度一般，虽有所提高但额度偏

低，因为物价、房价都在涨；绩效我也不太满意，与职

称、学生成绩等挂钩，就拿成绩来说，学生基础有好有

差，欠公平。

E老师：我对待遇不满意，针对特岗教师的补助和津

贴很低，与公务员还是有差距的；对绩效也不太满意，

就 拿 工 作 年 限 和 课 时 量 来 说 ， 我 们 年 轻 老 师 就 没 有 优

势。

C老师：我对职称评定不太满意。虽然论文、外语不

再是刚性要求，但有教龄、教学成绩、课时量等方面的

要求，尤其是高级职称城乡比例悬殊，应弹性协调。

D老师：我对职称评定满意度一般。师德、贡献等也

是评定范围，指标少，竞争大。我认为应将教学一线实

践经历等弹性纳入考核。

从 上 述 访 谈 中 可 以 看 出 ， 教 师 对 于 待 遇 整 体 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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