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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高的具体原因为：有的教师将其与物价和房价做参

考 ， 认 为 补 贴 额 度 偏 低 ； 有 的 教 师 从 长 远 个 人 发 展 考

虑，与公务员存在差距。对于绩效评定的满意度偏低的

具 体 原 因 为 ： 有 的 年 轻 老 师 认 为 根 据 工 作 年 限 、 课 时

量、职称考核使自己处于劣势，不具有激励性；有的老

师认为以学生成绩来考核存在运气因素，有失科学。谈

及职称评定，其整体满意度也偏低的具体原因为：有的

老师表示高级职称的城乡配额差异明显，山区应专设比

例，弹性协调；有的老师认为职称的评定涉及师德、教

龄、成绩等多方面，指标少且竞争大，应将一线教学经

历等纳入考核。总之，教师生存现状一定程度上有所改

善，但对待遇、绩效及职称考评方面仍存在满意度偏低

问题。

加强彭阳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

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新时代发展

老少边穷岛地区的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重中之重还是

教师问题。 [6]乡村教师的结构性失衡、专业发展空间不

足、职业获得感偏低等问题的改善将成为助推本地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1、拓宽乡村教师队伍的补充渠道，有效缓解教师结

构性失衡问题

解 决 拓 宽 乡 村 教 师 队 伍 的 补 充 渠 道 ， 有 效 缓 解 其

结构性失衡问题重在多措并举。具体内容主要可涉及师

范教育基地化、教师培养本土化及城乡师资流动化等方

面。

首 先 ， 师 范 教 育 基 地 化 。 在 民 族 地 区 重 点 建 设 国

家师范教育基地，师范院校引领、综合大学参与、中小

学为实践基地，构建起联动、协同的教师教育体系。其

次，教师培养本土化。坚持“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

向就业”，确保补充渠道畅通，后备力量充足。加强培

养本土的一专多能生和全科公费师范生。这种培养模式

是乡村小学教师补充的最为现实的路径。最后，城乡师

资 流 动 化 。 倡 导 退 休 骨 干 教 师 继 续 发 挥 余 热 ， 支 教 讲

学；县城教师轮岗，尤其是音、体、美等薄弱学科的专

业老师，有效缓解教师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城乡优质

资源均衡配置。

2、完善乡村教师队伍的培训机制，有效提升教师专

业素质

为了有效提升乡村教师专业素质，可以通过紧扣帮

带关系的稳固性、提升教师培训的实效性以及加强研修

反思的自觉性等举措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首先，紧扣帮带关系的稳固性。稳固城乡学校的帮

带关系，提升其帮带成效，如：城市教师职称评定应具

备一定年限的帮带学校教学经历；乡村教师评为高级职

称后，也应服务一定年限后方可允许流动。此类硬性要

求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是数量和质量上，都将助力

城乡帮带关系的稳固增量提优。

其 次 ， 提 升 教 师 培 训 的 实 效 性 。 培 训 方 式 可 多 样

化，例如名师示范、实践演练、衔接学历等。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培训与学历相挂钩，将会充分调动参训教

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训内容应具针对性：全科全员

参加，并按照教师现实需求制定培训计划。

最后，加强研修反思的自觉性。乡村教师应自觉利

用各种培训机会不断“充电”和“补钙”。著名学者波

斯纳的“经验+反思=专业成长”理论，认为反思是教师

专业成长的必备内涵。我国许多教育研究者也认为：教

师一生只写教案，难成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

望成为名师。[7]

3、改善乡村教师队伍的生活水平，有效增强教师职

业获得感

改 善 乡 村 教 师 队 伍 的 生 活 水 平 ， 有 效 增 强 乡 村 教

师职业获得感的问题仍需多措并举，齐头并进。具体内

容主要涉及待遇合理化、绩效公平化及职称弹性化等方

面。

首先，待遇合理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着力提高

乡村教师待遇，形成“学校越边远、条件越艰苦、从教

时间越长，则教师待遇越好”的合理布局；综合考虑相

关教师的功劳与苦劳，提高特岗教师的津贴和补助；对

于工资收入水平，教师应酌情高于当地公务员。

其次，绩效公平化。绩效考核应制定“公平补偿+差

序激励”的综合待遇标准，并遵循多元化、多层级、城

乡各异、班级有别的公平化原则。

最后，职称弹性化。职称的评定对乡村学校做弹性

化处理：专设比例、专轨专用，大力协调评聘比例真正

向深度贫困山区倾斜；同时增加梯度，使各年龄段的教

师均有晋升空间；考核评价体系弹性化，注重教育教学

一线实践经历，鼓励多方评价主体共同参与，采取说课

讲课、专家评议等多种方式。通过待遇的提高、绩效的

优化和职称的晋升，使乡村教师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能得

到双重回报，如此既能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又能增加其

职业获得感。

百 年 大 计 ， 教 育 为 本 ； 教 育 大 计 ， 教 师 为 本 。 荀

子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

存。（《荀子·大略》）”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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