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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由于其特定的生活场境，专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城镇的特点，专业发展
中遇到许多阻碍和困境。只有深入了解乡村教师，体味他们的具体发展阻滞才可能探索出破解之路。依
据对 H省 18个边疆县域教师的调查，探索发现边远地区乡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流失严重，教师
学历相对偏低，高水平培训不足。 针对问题研究发现持续丰富教师补充渠道；建设宜居的生态环境；转
变思想，建设制度，推动乡村教师学历提升；建设省域内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数据平台是边远乡村教师发
展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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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乡村地区的发展是国家战略规划中重要部分，
也是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体现， 国家高度
重视边远乡村地区的教育，2012 年起由教育部等 5 部门
关于印发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
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方案》，2013 年开始实施，
2.1万名教师到“三区”支教。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1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进“三区”
师资队伍建设。 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由于其特定的生活
场境，专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城镇的特点，其中许多具体

的发展阻碍和困境难以突破。只有在深入了解乡村教师，
体味他们的具体发展阻滞后才可能探索破解之路。 为此
依据对 H 省 18 个边疆县域教师的调查，探索发现问题，
以期发现边远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可行之路。

1 边疆县域教师基本情况

调查研究的对象是来自 H 省的 18 个边境县 （市、
区）域的教师。共发放问卷 180份，回收问卷 176份，剔除
无效问卷 6 份，剩余有效问卷 170 份，有效率为 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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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基本信息见表 1。
1.1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22.0 对样本进行项目分析、 探索性分析。
采用 AMOS22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分析（包含拟合度指数、
聚敛效度、区分效度）。
1.2 项目分析

对样本总分取前后 27%进行高低分组， 各条目按
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条目均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p<0.01）。 将全部条目与总分做 Pearson
相关， 相关系数在 0.48~0.67， 符合题总相关系数大于
0.4 的要求。 对全部项目进行可靠性分析，总信度系数
为 0.89，项已删除后信度系数没有高于总信度的条目，
不必删除条目。 利用最大方差法对全部条目进行共同
性和因素负荷量检验，共同性在 0.24~0.49，大于 0.2 的
共同性标准，因素负荷在 0.47~0.70，大于 0.45 的标准。
1.3 探索性分析

将样本数据进行 KMO和 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
为 0.83，Bartlett 球形检验 p<0.001，表明项目间的关系极
佳，非常适合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
方差最大性正交旋转，没有因子负荷小于 0.4。 经因子分

析，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 4 个。 所提取的共同因素
解释变异率 73.95%。 根据因素所包含项目的含义，将 4
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学校建设（学校的校舍、教学设备、
课程开设等）、教师培训（教师对学校进行培训的内容、
要求、形式的满意程度）、师资力量（教师的教学水平、
流失程度、整体水平等）、教师能力提升方法（数据库建
设、教师教学、科研、培训等信息统计程度）各项目的因
素负荷见表 2。
1.4 问卷验证性分析
1.4.1 拟合度

对所得的四因素模型使用 AMOS22软件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拟合度指标为 χ2/df=2.194，RMSEA=0.08，IFI=
0.91、TLI=0.90、CFI=0.91,拟合效果较好。表明测量得到的
数据与假设模型适配良好。
1.4.2 信度

检验各因素之间及与总分的相关， 显示各因素之间
的相关在 0.19～0.65（P<0.05），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在 0.61～0.84（P<0.01）。

内部一致性信度 ： 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学校建设、教师培训、师资力量、教师能力提升方法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题 项 因素负荷 题 项 因素负荷 题 项 因素负荷

A1 0.47 B4 0.67 D1 0.63
A2 0.53 B5 0.72 D2 0.66
A3 0.49 B6 0.67 D3 0.66
A4 0.57 C1 0.46 D4 0.64
B1 0.69 C2 0.47 D5 0.62
B2 0.71 C3 0.47 D6 0.63
B3 0.72 C4 0.46 D7 0.59

表 2 H省边疆县域学校调查问卷因素负荷

项 目 频 率 百分比

性 别
男 44 25.9
女 126 74.1

年 龄

23 岁及以下 1 0.6
24~26 岁 9 5.3
27~30 岁 11 6.5
31~40 岁 63 37.1
41~50 岁 70 41.2

51 岁及以上 16 9.4

职 称

三级 12 7.1
二级 59 34.7
一级 72 42.4
高级 27 15.9

项 目 频 率 百分比

学 历

专科及以下 30 17.6

大学本科 138 81.2

研究生及以上 2 1.2

学 校

小学 71 41.8

初中 45 26.5

九年一贯制 49 28.8

教学点 5 2.9

学校所在地

市（县） 29 17.1

乡镇 125 73.5

村屯 1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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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因素 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 0.89、0.91、0.87、0.91。
1.4.3 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H 省边疆县域学校调查问卷 4 因素学校建设 AVE=
0.69、CR=0.90；教师培训 AVE=0.63、CR=0.91；师资力量
AVE=0.63、CR=0.87；教师能力提升方法 AVE=0.61、CR=
0.91。 所有因素 AVE 均大于 0.5，CR 都大于 0.8，表明具
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采用 AMOS 进行区分效度检验，将 4 因素测量模型
做为原模型，其他模型与原模型相比，各项拟合指标均有
显著下降，说明原模型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见表 3）。

2 研究与发现

2.1 教学条件的改善与培训的效果
从调研的结果上能够看出虽然地处边疆， 但县域学

校整体的教学硬件设施基本充足， 能够支持教学活动的
开展，受调查者 81.2%认为学校的校舍、操场较为充足；
80%认为现代化教学设备较为充足；84.1%认为支持网络
在线教学的设备较为充足。

关于培训需求、内容、形式、效果整体看教师较为满
意，82.4%认为符合教师发展需求；91.7%对培训内容较
为满意；90.6%对线上培训形式感到较为满意；94.1%对
培训效果较为满意；87.6%对在线培训课程内容感到较为
满意。

这些表明在推进教育资源均衡的过程中， 已经取得
了相当大的成功，硬件资源配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即使是在边远的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乡村都拥有较为充足
的硬件设施条件。已有的培训，特别是“国培项目”已经深
入到最边远地区，能够符合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且在内
容、形式上都能较为令人满意，培训效果较好。

模 型 χ2 Df χ2/df IFI CFI RMSEA 模型比较 △χ2 △df
1 原模型 401 183 2.194 0.907 0.906 0.086
2 三因子模型一 807 186 4.341 0.736 0.733 0.144 2VS1 406*** 3
3 三因子模型二 558 187 2.983 0.764 0.761 0.108 3VS1 157*** 4
4 三因子模型三 523 186 2.811 0.786 0.783 0.104 4VS1 122*** 3
5 二因子模型 794 188 4.225 0.614 0.609 0.138 5VS1 393*** 5
6 单因子模型 1 076 189 5.691 0.435 0.428 0.167 6VS1 675*** 6

注：*p<0.05,**p<0.01,***p<0.001.三因子模型一：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三因子模型二：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三因
子模型三：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二因子模型：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单因子模型：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

表 3 H省边疆县域学校调查问卷的区分效度

频 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效

完全不符合 15 8.8 8.8 8.8
基本不符合 38 22.4 22.4 31.2
说不清楚 12 7.1 7.1 38.2
基本符合 93 54.7 54.7 92.9
完全符合 12 7.1 7.1 100.0
合 计 170 100.0 100.0

表 4 师资力量情况
D1.所在的学校，师资力量充足

频 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效

完全不符合 14 8.2 8.2 8.2
基本不符合 40 23.5 23.5 31.8
说不清楚 12 7.1 7.1 38.8
基本符合 89 52.4 52.4 91.2
完全符合 15 8.8 8.8 100.0
合 计 170 100.0 100.0

表 5 教师流失情况
D2.您所在的学校，教师很少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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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存在的问题

2.2.1 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调查中 ， 认为师资力量较为充足的占比 61.8%，

22.4%认为师资力量不足，8.8%认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国家对于乡村教师数量不足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补充，
但由于政策执行需要一段时间的周期， 且处于边远地区

的乡村是师资补充的末梢，生活条件相对处于劣势，补充

数量和教师总量仍然明显不足，见表 4。
2.2.2 教师流失严重

教师流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主要原因，61.2%认为教
师流失较少，31.7%认为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其中 8.2%认
为流失十分严重。 调查结果显示， 各地区也存在较大差

异，与学校的地理位置相关。 比较而言，越偏远的地区教

师流失越严重，见表 5。
2.2.3 教师学历偏低，高水平培训不足

调查显示 15.9%认为教师整体水平较低，20.6%认为
与城市教师水平差距较大。 边疆乡村教师学历整体看有

待在高学历上提升，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仅有 2 人，占比

1.2%， 而在城市调查的 323 名教师中有 36 名研究生学
历， 占比 11.1%。 一线城市研究生比例更是远远高出

11.1%，见表 6。
教师每年都参加业务培训， 但主要是校内培训，3

年内参加过 6 次以上校内培训的占比 68.7%。 3 年内参
加过 6 次以上校外培训的占比 28.3%，不足 30%的教师
平均每年参加 2 次以上校外培训。多数教师缺乏外出学

习机会，见表 7。

3 分析与策略

调查中表现出的问题主要为乡村师资力量相对薄

弱，教师流失严重，教师学历偏低，高水平培训不足。破解

这些问题， 国家和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作出了很多

尝试，但针对边远乡村教师具体情况，仍应在以下几个方

面探索实践。

3.1 持续多渠道补充乡村教师
目前乡村教师补充的绝对数量虽然不足， 但补充渠

道不断丰富。 主要有 “特岗教师”“公费师范生”“优师计

划”等补充机制。 2006年开始实施的“特岗计划”，中央财

政累计投入 808 亿元，16 年来已为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学
校补充特岗教师 103万人， 极大地补充和优化了乡村教

师队伍，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活力。H省近 5年特岗教师
补充数量稳定提升，2017 年 1 688 人，2018 年 2 382 人，

2019 年 2 883 人，2020 年 3 900 人，2021 年 2 823 人，5
年内共增补特岗乡村教师 13 676人。 地方（省属）公费师

范生《2019 年 H 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4 所
高校在 H 省本科提前批次投放“地方公费师范生”计划，
共计 367人。 H 省 2020 年招生省属公费师范生 999 人。

2021 年国家推出的“优师计划”，全国 85 所培养院校 26
个专业，共招录师范生 9 530 人。 H 省 2021 年招生省属
公费师范生 622 人，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 375 人，共

频 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效

专科及以下 30 17.6 17.6 17.6
大学本科 138 81.2 81.2 98.8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 1.2 1.2 100.0
合 计 170 100.0 100.0

表 6 教师学历
A5. 您的最高学历

频 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效

0 次 14 8.2 8.2 8.2
1~3 次 108 63.5 63.5 71.8
4~6 次 21 12.4 12.4 84.1
7~9 次 16 9.4 9.4 93.5

10 次及以上 11 6.5 6.5 100.0
合 计 170 100.0 100.0

表 7 教师培训次数
C8.近 3年来，您参加过几次校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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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 人。 这些渠道为充实乡村教师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

用，但整体数量仍然不足，近年来应持续加大培养人数。
为应对新的人口政策，应提前做好增量储备。

3.2 建设宜居生态环境留住乡村教师

3.2.1 乡村教师留任面临的困难
经济收入。在关于乡村教师的调研中，教师普遍认为

作为乡村教师经济收入偏低。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逐渐

增多，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乡村教师的在职收入，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乡村教师的不平衡感。有研究说明，东部地区

教师的平均工资约是中部地区教师的 1.25 倍，是西部地

区教师的 1.4倍，工资收入地区间差异比较显著[1]。
生活条件水平。 边远乡村相比城市主要存在娱乐场

所少、交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不足等问题，例如电影院、
体育馆、大型商场等设施缺乏，并且一些农村学校也存在

住宿条件差等问题。
工作强度大，压力大。 乡村教师数量少，许多教师身

兼数职，跨专业工作，超负荷运转。 日常的备课、上课、批

改作业、管理班级、参加学校工作会议之外，空余时间所

剩无几。 家长支持缺失严重， 乡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陪

伴、引导，这无形中增加乡村教师的工作难度与压力。
教师的职业尊崇度。城乡二元分割的认知，让人们把

乡村与贫困落后相联结，把乡村教师与“一流”教师相分

割。这种“鄙视”消磨了乡村教师的情怀，不断滋生乡村教

师的“离农”之心。

“安家”与子女教育。青年教师面临“成家”问题。乡村

社交范围狭窄，企事业单位数量少，大学后返乡的年轻人

人数极少，乡村教师“成家”陷入尴尬，还有部分已经成家

的乡村教师面临异地生活。 调查显示接近八成的乡村教

师认为城镇的教育资源更丰富， 不愿意把自己的子女留

在乡村接受教育[2]。
工资待遇。依照勒温的场动力理论来分析，个体心理

对工资待遇的预期感，个体劳动与工资收人的匹配感，也

是重要原因。 调研显示，与工资收入的绝对增长相比，乡

村教师更注重与同行相比、与当地公务员相比的感受。

3.2.2 构建宜居的生活环境
针对上述问题， 国家及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的

政策，提出了解决思路与指导意见，研究者也就问题提出

自己的建议和意见。收入保障方面，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中，教职工工资福利是第一大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 61%
左右。特别是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中央要求，依法保障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统计显示，

2020年义务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2.24 万亿元，占财政

性教育经费的 52.3%。 其中用于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的

比重为 63.9%。 针对农村师资的短板和弱项，2006 年至

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 300多亿元，支持农村教师

队伍建设。 2013年国家出台了《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落实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
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至今，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实施工作，探索了有益经验，取得了积极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精神，更好地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各地继续实施好乡村教师生活

补助政策，2020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 聚焦重点区

域，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教育部等 6 个部门发布《关于加

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提出将符合条件的

乡村学校教师纳入当地政府住房保障体系， 鼓励各地采

取多种形式对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在城镇购买住房给予

一定优惠。通过改建、配建和新建等渠道建设好乡村教师

周转宿舍。H省积极依据国际政策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惠及 11 个县， 覆盖乡村学校 396 所， 覆盖乡村教师

1.81 万人， 人均补助每月 214 元， 总金额 4 648 万元。

2015 年 H 省发布 《H 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办法》。依法保障和提高乡村教师合理待遇。依法

为乡村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费。 加快乡

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为特岗教师、支教交流校长和

教师提供临时住房保障。 要按照有关规定将符合条件的

乡村教师住房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统筹予以解决。在

现行制度框架内，做好乡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
这些都为乡村教师的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和制度保证。 但要进一步解决乡村教师流失问题，仍需

要更为系统地理解乡村教师的现实困境， 提供系统的

解决策略。

H 省环境状况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乡村人居

环境适宜性缺乏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 [3]。 乡村招商引

资、人才引进、产业融合困难等相关问题，不利于区域内

乡村治理规划。生态宜居是守住乡村劳动力，吸引知农爱

农人才，实现招商引资的基本前提，是“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在乡村建设中的具体体现。2018
年 8月 7日，H省政府依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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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编制了《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已成为改善

H 省乡村环境状况、增加就业机会、实现人才引进的关

键举措 [4]。
关于城市宜居性评价 Douglass M 提出一个宜居型

模型包括环境福祉（Environment well-being）、个人福祉
（Personal well-being）、生活世界 （Life-world）3 部分 [5]。
要想留住乡村教师，就要打造一个教师宜居的生态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满足教师个人生存发展， 也要满足教师个

体发展的家庭的发展。 “能养老、能安家、能育小”是教师

最直接的需求。
在对乡村教师离任的研究中显示， 离任最主要的原

因是家庭成员的态度意见。 宜居的生态中应包括对老年

人健康生活的保障， 应大力发展康养农业吸引老人能够

便利地生活在乡村。 教师的父母能够安宁健康地生活在

乡村，不但能够在意愿上支持教师，对分担教师养育子女

的困难也起了重要作用。
年轻教师“成家”面临的现实困难。 困难主要有两个

方面，其一，在乡村工作的教师，接触的青年人数量相对

较少，接触的面也较窄。 青年教师找对象是个大难题。 此

外，条件相对好些的“对象”也很可能是在县城工作，为避

免两地， 婚后很大可能是要离开乡村去到县城工作。 其

二，乡村教师的住房虽有国家政策及当地的支持，有周转

宿舍，但周转宿舍条件在各地区仍然良莠不齐，许多周转

宿舍条件让年轻教师感到不适。 政策也支持在城镇购买

住房， 但支持政策和力度仍然不足以使青年教师安心安

家，且城镇购房后，交通问题又凸显出来。 针对乡村青年

教师择偶难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借助乡村振兴计划的政策红利， 鼓励更多优秀年轻人

“返乡创业”“返乡就业”， 以此为乡村建设输入更多的青

年力量， 同时调动组织力量组织联谊活动， 搭建交往平

台，为解决乡村教师的择偶婚配问题创造机会。针对远离

亲属或两地分居的教师家庭，可以提供特殊津贴，比如补

助交通费供教师回家探亲； 或为来探亲的亲属家人提供

宿舍；或在教师就业岗位安置时，尽可能照顾婚恋双方，
将之安置在同一个区域； 或为同一个县域内处于夫妻分

居状态的教师提供调动的便利。将家安置在哪里，即是将

根扎在了哪里，无论是城市教师还是乡村教师均是如此。
要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关照他们的情感需求是必要的，这

能在深处抚慰乡村教师的心灵，减少“出离”冲动。
在留住乡村教师的家庭因素中， 最为重要的还是子

女的教育问题。教师原本就是对教育高度重视的群体，对

子女的教育条件和环境更是精心。 乡村学校的教育条件

和教学质量直接影响教师的决定。 当前乡村教师流失严

重，是以为乡村教育和城镇教育条件有较大的差异，虽然

在访谈过程中许多教师并不承认本校的教师水平与城镇

教师的水平有很大差距，但当问及子女选择学校的时候，
却表达了其重要原因是教师水平差距较大， 这两者之间

存在矛盾。但可以理解的是，教师在主观上不愿意承认水

平上的差异，是因为自身即在其中，有情感和自我保护的

原因在。而谈及子女的入学则更偏重对客观条件的分析。
按照布迪厄社会学视角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乡村教师

无法像城市教师一样获得城市社会资本的积累， 且由于

家庭的局限性也无法获得家庭文化资本的承袭。 这些对

乡村教师来说，不仅不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和地位提升，
对于子女而言都更是不利的[6]。 除了教育条件和水平外，
乡村在文化、娱乐等方面也与城镇有较大差异，科技馆、
图书馆、文化站、青少年宫、影院、标准运动场地、运动设

施等在乡村缺失严重。 这些也是造成教师子女进城镇上

学的重要原因。很明显的是，如果乡村的教学条件和水平

与城镇没有差异，且乡村也更宜居，那么就近入学的便利

一定会使得更多教师选择子女留在乡村读书。 宜居的乡

村建设就是要丰富乡村文化建设、 打造适合儿童成长的

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

3.3 推进乡村教师学历提升
国家在不断强化乡村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 高度

重视教师学历层次的提升， 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专

任教师合格率，从而达到补充优质师资的目的，主要举措

如下：第一，实施教师资格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 2002
年“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及时清退不具备教师资格的

农村中小学教师”。 第二，拓宽师范教育，助力人才储备。
自 1999 年起，通过调整师范院校布局、扩大教师培养单

位和丰富教师培养模式等方式，教师的来源也更加丰富；
第三，强化教师培训，提升教师学历及专业素质。 21世纪
以前，我国教师培训政策主要强调以“学历补偿”为主，极

大弥补了教师队伍学历不足的问题。 21 世纪以后，随着

教师学历合格率的不断提升， 教育培训政策的重点逐渐

向“全员继续教育”倾斜，并且十分重视对乡村教师的培

训，城乡教师学历差距逐年缩小[7]。
乡村教师学历整体提升， 直接提高了乡村教师的素

质能力，推动了乡村教师专业化进程。然而整体学历的提

升中仍然存在着区域上较大的差异。 城镇与乡村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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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客观上指向能力水平的差异， 这一点在调查问卷中体

现不明显。在深入的访谈中，表明乡村教师普遍认为自身

的学历既然已经达标就是表明能力水平已经满足乡村的

教育教学，对于提升学历并没有较强的意愿。乡村教师中

有较强学历提升意愿的人群是那些希望能够进一步走上

管理岗位的教师。这同城镇教师的认识有较大不同，城镇

教师有更多的危机感， 常常感到自己能力水平没有跟上

最新教育教学的要求， 甚至常常因为同事工作的能力提

升而感到危机和焦虑。正是这种焦虑与不满足，使得他们

对学历提升及能力提升有更多的需求， 而不只是因为想

走上管理岗位才有学历提升需求。 除乡村教师主观上对

学历提升需求不足外，客观上，乡村教师提升学历也存在

诸多困难， 正如前面研究表明的那样， 乡村教师数量不

足，工作任务重，顶岗支教等置换措施也存在不足，未能

充分置换出乡村教师等因素， 使得教师很难有足够时间

和精力进行学历提升，加之地域、交通的限制使得学历提

升困难重重。
提升乡村教师学历层次需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入

手。主观方面，首先要去除乡村教师“小富即安”的满足心

态。 让乡村教师了解到国家的学历标准只是对教师学历

的底线要求。 学历达到底线标准，只是教师入门标准，随

着工作时间的推移，教育形势和教育整体水平都在提高，
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新时代教育要求。2021年 11
月 29日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修订草案中全面提升了教师的学历标

准，中小学教师应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虽

然教师的能力提升不单纯依赖于学历提升， 但学历提升

能够保证教师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 保证学习时间和学

习内容，是专业提升的优势选择。要改变乡村教师的满足

心态也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搭建平台， 让乡村教师与城镇

教师建立专业发展共同体，多与城镇教师交流沟通，在交

流沟通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的不足， 感受城镇教师对于学

历提升的内在需求。 客观上，应畅通渠道，积极推进学分

银行，打通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壁垒，建立起衔

接培训与学历教育的立交桥。
为了促进省内乡村教师的学历提升， 省各级行政部

门可在省政府和教育厅的指导下，适当采取鼓励措施，适

当减免教师个人提升学历的教育费用， 或给予相应的政

策支持，以提升乡村教师的学历，提升乡村教师的教育教

学水平，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教师专业化进程。
打造宜居的生态环境，“养好老、安好家、育好小”乡

村教师才能有精力、有信心、有激情去提升自我的专业素

质能力，为乡村振兴培育更多人才。乡村才能成为人们心

中的“诗和远方”[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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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v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and
the promotion of rural teacher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vincial rura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ta platform are feasible waysto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rur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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