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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体；在培训过程中，教师有表达、讨论和交流观点

以及展示和演练等需求，应注重参与培训教师的实际需

求和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抽象的理论灌输；在培训

结束后，参与培训的乡村教师有检测培训的有效性的需

求，所以也应做好培训项目完成后的需求调研工作和收

集各位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根据需求分析结果不断

改进教师培训内容。

另一方面，尊重乡村教师的意愿，进行分层培训。

除了乡村振兴方面的建设需求，不同职务及资历、任教

年限等培训对象往往有不同的专业需求，例如新任教师

往往侧重于学科教学、教学方法及策略、课堂管理方面

等专业能力的提升，任教五年的乡村教师有着学生发展

及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任教十年及以上的资深教师有

着现代教育技术等方面的需求，因而需要依据乡村教师

自主选择进行适当的分层培训，推进菜单式培训。

（二）注重培训方式的灵活性

当前我国乡村教育仍处于“文化弱势”边缘，大部

分乡村教师追求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应急性，并不完全

追求培训内容的学术性和理论性。虽然专题讲座式集中

培训是有必要的，但乡村教师培训还是应该根据具体的

培训内容选择合适且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例如，对于学

习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教育教学理论、教育法律法规及

政策等内容，多采用讲座式培训方式；对于乡村振兴具

体实践行动、学科教学、教学方法及策略等内容，多采

用案例分析式培训方式。

此 外 ， 还 应 关 注 教 师 作 为 成 人 学 习 者 的 生 成 性 特

征，灌输性质的培训无法充分发挥学习主体性和知识建

构性。所以培训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个讲授者，其实不同

经历背景的教师在实际工作实践中，生成了属于自己特

有 的 知 识 和 经 验 ， 这 些 都 是 教 师 培 训 中 宝 贵 的 学 习 资

源。所以乡村教师培训应该充分利用教师现成的资源，

主动建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突出乡村教师培训

形式的灵活性和独特性。

针对乡村地区地域偏远、交通不便、教师分散等劣

势，对乡村教师进行远程培训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充

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为乡村教师搭建免费开放的学习资

源平台，让乡村教师可以自由自主地对各种优质资源进

行在线学习，提高其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和便利性。高质

量的优质学习资源，包括国培项目、优秀教师课堂实录

视频、典型案例等都应按要求以培训课件或视频资料等

形式不定期上传到平台，共享学习资源，让乡村教师在

规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培训时间，根据具体的工作需要和

个人需要进行观看学习，使培训方式更加多样和灵活。

（三）完善培训评估考核制度

合理的考核是培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解决

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外部激励不够和内在动力不足等问

题，建议改进对乡村教师培训考核评估，构建包括过程

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结业后评价的评价体系。过程性

评价可以通过教师的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来评价；终结

性评价可以通过任务驱动的完成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

结业后评价则是关注教师培训项目结束后的完成情况，

评估教师将所学知识转移到学校和班级，并最终影响学

校、班级和学生成绩的能力，是衡量培训项目有效性的

最终指标。

此外，为了保障乡村教师培训的有效性和规范性，

乡村学校还应该建立相应的督导制度，可以依据《教师

培训过程量化考核细则》及《教师培训任务效果考核标

准》等政策文件，对乡村教师的培养培训成果做出科学

考量。考核评估结果应当与乡村教师的绩效考核、职称

晋升、编制聘用等外部激励相挂钩，对于考核成绩优秀

的 乡 村 教 师 ， 学 校 应 当 予 以 表 彰 ， 发 挥 其 榜 样 带 头 作

用，以充分调动广大乡村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的主动性，

从而促进乡村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提高，有助于促进乡村

振兴。这些外在的激励往往是内在发展动力产生的重要

条件，有助于使乡村教师从内心渴望学习，有助于树立

终身学习观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体现，而乡村教师是服务

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资源。所以要仅仅围绕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总目标，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兴教之

源、育才之本，着力提高乡村教师综合素质，为推进乡

村振兴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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