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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的作用不容小觑。一

是深化乡民自治实践，乡村教师在签订乡间契约、调解

乡民纠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协助解决乡民生产生活

中的问题。 [3]二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乡村教师充分利

用其社会地位和文化等优势，多渠道深入开展“法律进

乡村”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法律常识与知识，引导乡民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农民法治素养。三是提升乡村

德治水平，乡村教师要通过课堂课外教学、设计宣传海

报、发布公众号文章等方式向学生和其他乡民积极宣传

乡村道德文明的典型人物和事迹，不断强化道德教化作

用。与此同时，乡村教师还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抵

制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乡村陈规陋习，让德治贯

穿乡村治理全过程。

乡村教师职后培训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教师培训内容断层

一方面，乡村教师培训内容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和连

贯性，缺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培训规划。乡村教师

培训通常以时有时无的专项培训为主，往往由不同负责

人或专家设计培训内容，培训内容缺乏一定的关联与衔

接，尚未建立常规化、连续性的培训机制。而且参与培

训的乡村教师年龄、教龄、学科等方面缺乏层次性，未

能充分考虑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教师差异。乡村

教师培训内容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得不少乡村

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和整体素质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培

训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另 一 方 面 ， 培 训 内 容 与 乡 村 教 育 实 际 相 脱 离 ， 大

多数培训者通常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进行“自上而

下”的内容设计，虽然培训者理论专业水平较高，但缺

少对乡村教师的调研和需求分析，无法密切联系乡村学

校的实际状况，未能充分考虑到乡村社会的独特问题、

乡村学生的独特性及乡村教师需求的多样性等，从培训

方案设计、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选择都没有关注到乡村

教师与城区教师之间的差异。例如，乡村教师急需的培

训，包括伴随着乡村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学生心理辅导、

留守儿童教育等，以及教师自身普遍面临的职业压力和

职 业 倦 怠 的 疏 导 与 化 解 。 真 正 体 现 乡 村 教 育 特 点 的 内

容，现有的培训都鲜有涉及。[4]

另外，大多数培训材料都集中在宏观角度的理论解

释上，很少关注这些理论进展是怎样具体与乡村教师所

具有的独特性的教育实践和问题有机结合的。因此，大

部分乡村教师培训内容过于抽象、概括，对于乡村教师

实际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不强。如果培训不能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意愿就会大

大降低。  

（二）乡村教师培训方式单一

由于乡村地区教育资源的有限和教育观念的制约，

当前乡村教师培训大多是集中式的，专题讲座是培训的

主要形式之一。这种陈旧而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形式，并

不适合所有的培训内容和培训对象，难以真正调动乡村

教师的学习气氛，难以有效激发他们的参与积极性。而

且，这种沿用传统应试教育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

学方式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忽视了成人学习具有生

成性的特点，乡村教师应接受与成人教育相适应的教学

方式的培训。总体来说，乡村教师培训方式较为单一，

并 未 根 据 实 际 培 训 内 容 和 培 训 对 象 选 择 合 适 的 教 学 手

段，导致乡村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而且培训的

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

（三）乡村教师培训评价欠佳

现有的乡村教师培训常常仅是以强制性手段督促教

师参与，由于缺乏必要的评价考核机制。对于参与培训

的教师的评价往往是简单统计出勤率，教师们为了完成

任务而参加培训，往往使培训考核流于形式，达不到预

期中应有的督促和激励作用，这样“肤浅”的考核评价

方式大大挫伤了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此外，目前对于参与培训的教师培训效果的评价倾

向于以量化的标准衡量，往往以简单的终结性评价代替

了过程性评价，培训通常以获得培训结业证书而结束，

缺乏评价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参培教师的学习收获得不

到有效评估以及对其后续的专业发展并无多大帮助。其

实，必要的、合理的外在的激励对于工作和生活条件相

对艰苦的乡村教师来说，能够有效促进其内在的发展动

力的产生，而乡村教师只有通过内在的发展动力，才能

积极有效地将知识、经验、技能内化，最终使自己的能

力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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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

乡村教师培训不应是临时性地接受快餐式的碎片知

识，而是一种日常的、持续性的、系统的促进教师发展

的学习活动。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培训的需

求进行测评，明确培训目标。不同的培训对象有不同的

培训需求，包含短期需求、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而且

培训需求调研应该涵盖整个教师培训，例如，培训开始

前，应与参加培训的乡村教师进行广泛且深入地沟通，

了 解 其 真 实 需 求 ， 使 培 训 的 目 标 和 内 容 变 得 更 加 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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