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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乡村教师则承担着振

兴乡村教育的重担，只有高素质的乡村教师才能更好促

进乡村振兴。而教师培训则是提高乡村教师队伍质量的主

要渠道，因此要充分利用教师培训助推乡村教师的专业发

展，从而实现乡村教育振兴，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教师提出的时代要求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作为新乡贤乡村教师发挥着示

范和带动作用，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乡村教师新的历史

使命，也对乡村教师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一）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人 才 振 兴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处 于 核 心 与 关 键 地 位 ， 而

教育振兴则是实现人才振兴的根本途径和重要保证。第

一，结合乡村教育实际，培养振兴人才。乡村振兴战略

中，乡村教师不仅给乡村儿童传授知识和技能，使他们

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人，还肩负着面向广大乡民传播

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其劳动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

的重任，[1]以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第二，增强乡村学生服务乡村建设的意愿，

留住振兴人才。不少乡村学生崇尚离土教育，希望通过

教育能够在大城市扎根生活，建设家乡的意识淡薄。乡

村教师除了积极研发具有乡村地区特色的校本课程，还

应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加深乡村学生对乡土优秀文化资源

的感知，培育他们对乡土的认同感和责任感。[2]

（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

乡村教师要通过课堂与课后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

结合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优秀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

实际，将保护、利用、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念有机融入课堂教学过程，组织学生参与舞狮、锣鼓

等传统民间艺术、民俗表演项目的课外实践活动，通过

学生向家长和周围乡民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以及重要性，培养学生和乡

民关于保护、利用、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自

觉主动意识。

（三）丰富乡村文明生活

乡村振兴必须改变群众落后思想，弘扬乡村文明社

会风尚，为广大乡民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乡

村教师可以结合各自学校的学生特点，开展乡村音乐文

化课堂、乡村美术文化课堂等，满足乡村学生对艺术和

美的追求，也可以利用课后服务或课外引导学生进行阅

读，进而推动乡村全民阅读，提高乡民科学文化素养，

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水平。另一方

面，乡村教师可以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通 过 各 种 积 极 向 上 的 宣 传 、 表 演 活 动 转 变 乡 村 地 区 落

后的生活习俗，潜移默化地使乡民接受思想教育、逐步

培养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除了带领

乡村学生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如话剧表演、广场舞等，

还可以开展基层体育活动，从而真正丰富乡民的生活内

容。

（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乡村教师对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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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乡村教师新的历史任务，对乡村教师提出了

培育振兴人才、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文明生活和提升治理水平等要求。但当前乡村教师

培训存在内容针对性不强、方式单一、考核评估欠佳等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教

育振兴。针对困境，提出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注重培训方式的灵活性、完善培训考

核评估制度等路径，以更好地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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