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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乡村教师是推动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担负着培养乡村社会精英的重任。为研

究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现实路径，对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现状进行调研。研究发现，

乡村初任教师普遍存在职业适应能力不足、乡土扎根意愿淡薄、自我价值感偏低、缺乏乡土

文化认同、自我定位迷茫等问题。因此，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需要从体制

机制完善、政策制定、待遇提升以及师德建设四个层面进行优化，以期实现乡村初任教师扎

根本土的现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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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乡村教育的振

兴，而乡村教育的振兴则离不开乡村教

师的扎根本土发展。［1］11长期以来，我国

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教育问题更是

受到热议，乡村教师“引不来”“留不住”

“教不好”等问题凸显，因此，要明晰教师

扎根本土发展的价值，让乡村教师回归

乡土，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初任教

师扎根本土的价值

（一）有利于建立教师与乡土文化

的内在联系

从理论上讲，乡土文化的特点是“以

人为本”“以人为境”。从实践上看，乡土

文化是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

会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力量。乡土文化

是不断变化、不断创新产生的一种精神

状态和文化现象。它们是通过不断实践

而形成的科学的观念、态度和价值体系，

亦或者可以说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和智

慧积累而成的。广大的乡村初任教师应

以这样一种文化精神为指导，为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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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丰富多彩、生动鲜活而富有生命力和

创造力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借助乡

土文化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爱岗敬业、关

爱集体的意识；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

汲取精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

育事业的发展。

（二）有利于激发乡村教育活力，

促进教育公平

乡村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

在，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乡村

初任教师扎根本土，能够帮助他们不断

提升自己，提高自身素质，激发农村的办

学活力。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一方

面，能够吸引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优秀

教师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发挥学校优

良传统，健全“传帮带”机制，在一线承担

教育教学工作，在教师群体中形成良好

的职业尊荣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学校

为农村教师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使他

们能够安心地从事教学工作，努力在教

育一线做出贡献。

（三）有利于提高乡村初任教师的

专业素养

教师专业素养是指教师专业能力中

的基本要素，是对个人专业发展有重要

影响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

及知识和经验观念等。从发展的角度来

看，教师职业适应性的形成分为三个阶

段：起步期、发展期、稳定期。乡村初任

教师扎根本土，使得教师们在起步期具

备更好地适应农村教育环境的能力，能

够在各种环境中完成自我调整，以适应

社会发展要求。在发展期，教师由于其

本身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教育者以及

家庭资源的提供者而具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开发课程资源、乡

土资源的能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二、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

村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2］64。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

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更是需要一大

批扎根本土、有乡村情怀和专业发展意

愿的乡村初任教师发挥其示范作用，引

导更多优秀青年教师走向乡村。因此，

促进乡村教师扎根本土，提升乡村教育

质量刻不容缓。［3］4那么，不同教龄的乡

村初任教师在扎根本土的情况上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

困境有哪些？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

现实路径究竟是怎样的？基于以上问

题，通过对乡村初任教师的调研数据探

究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现实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是实现教育

公平的关键，对促进乡村教育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本课题以乡村教师扎根本土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理论和相关实践

经验出发，提出相应策略。通过问卷调

查与访谈的形式展开实践调查，分析存

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选取江西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

区等地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初任教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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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问

卷调查内容包括乡村初任教师的基本信

息、职业适应、价值认同、工作投入、乡土

情怀、自我发展等方面［4］7，辅之以访谈

法，对乡村教师进行访谈调查，获得相关

信息，整理分析。

四、研究过程

（一）问卷编制

本研究采取自编问卷，编制的问卷

共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教师

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教龄、学历、任教

学校等10个问题。［5］12第二部分内容：乡

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现状，选取了职

业适应、价值认同、工作投入、乡土情怀、

自我发展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共

15道题。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对

被试进行量化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教师

扎根本土的意愿越强烈。本次调查共发

放3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0份，回收

率为 96.88%。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采用SPSS22.0对调查结果

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问卷具

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6］60

（二）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表1的样本基本信息显示：从男女比

例来看，乡村男教师的比重仅为29.4%，

女教师占比为70.6%；从学历情况来看，

本科生占比为61.9%，大专及以下学历

占30.3%，研究生及以上仅占7.7%，调查

对象大多在本科学历，能满足中小学教

学需要；从教师身份来看，代课教师占比

50.6%，特岗教师占比16.8%，本校在编

教师占比32.6%，由此可见，乡村教师是

一个重要的群体，但在师资队伍建设上

仍存在一些问题。从专业背景来看，师

范 生 占 比 为 60.0%，非 师 范 生 占 比 为

40.0%；从任教的学校来看，在小学任教

的教师占61.3%，在初级中学任教的教

师占38.7%。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类别

性别

教龄

最后学历

教师身份

专业背景

任教学校

男

女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本校在编教师

代课教师

特岗计划教师

师范生

非师范生

小学

初级中学

人数

91

219

43

131

96

23

17

94

192

24

101

157

52

186

124

190

120

占比/%

29.4

70.6

13.9

42.3

31.0

7.4

5.5

30.3

61.9

7.7

32.6

50.6

16.8

60.0

40.0

61.3

38.7

（三）问卷信度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职业适应、价值认

同、工作投入、乡土情怀、自我发展等五

个维度的ɑ系数均大于0.7，且量表整体

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是 0.870，意味着量

表整体的信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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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克隆巴赫α系数表

α系数

职业

适应

0.810

价值

认同

0.810

工作

投入

0.789

乡土

情怀

0.784

自我

发展

0.723

总量表

0.870

（四）问卷效度分析

表3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0.850
1 900.383
105
0.000

由表3可知，经过数据分析之后所得

出的KMO度量值为0.850，这一数值大于

0.7。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

为 1 900.383，自 由 度 为 105，并 且 达 到

0.000显著水平。［7］45由此可知，经过问卷

调查和数据分析所得到的量表的数据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4的数据可知，在提取5个因子

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该指标的

累积方差贡献为 72.139%，表明量表数

据的提取效果比较理想。

根据表5的旋转成份矩阵分析可以

发现，维度1“职业适应”包含Q11~Q14
等4个题项，因为其因子荷载平均值均大

于0.6；维度2“价值认同”包含Q21~Q23
等 3个 题 项 ；维 度 3“ 工 作 投 入 ”包 含

Q15~Q17等 3个题目 ；维度 4“乡土情

怀”包含Q18~Q20等3个题目；维度5“自

我发展”包含Q24和Q25两个题目。

表4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初始特征值

合计

5.423

1.743

1.505

1.221

0.930

0.637

0.537

0.496

0.451

0.419

0.374

0.357

0.34

0.296

0.274

方差的

百分比/%

36.153

11.62

10.033

8.137

6.197

4.245

3.58

3.308

3.005

2.792

2.494

2.377

2.264

1.97

1.826

累积百分

比/%

36.153

47.773

57.805

65.943

72.139

76.384

79.963

83.272

86.276

89.069

91.562

93.939

96.203

98.174

100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5.423

1.743

1.505

1.221

0.930

方差的 百

分比/%

36.153

11.62

10.033

8.137

6.197

累积 百

分比/%

36.153

47.773

57.805

65.943

72.139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2.385

2.316

2.239

2.188

1.693

方差的百分

比/%

15.901

15.440

14.926

14.587

11.285

累积 百分

比/%

15.901

31.341

46.267

60.854

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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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旋转成份矩阵a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19
Q20
Q21
Q22
Q23
Q24
Q25

成份1
0.872
0.758
0.621
0.615

成份2

0.835
0.769
0.762

成份3

0.839
0.809
0.773

成份4

0.837
0.831
0.769

成份5

0.855
0.753

五、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一）性别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教师扎根本土的情况具有

显著性差异。从总体问卷来看，农村女

教师较男老师更愿意扎根乡土。在职业

适应、乡土情怀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自我发展维度得分明显低于其他维度，

说明乡村初任教师的自我发展意识整体

较低。具体情况见表6
（二）专业背景差异分析

无论是师范生和非师范生背景的乡

村教师在扎根本土的情况上没有显著的

差异。师范生职业适应能力优于非师范

表6 不同性别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T检验

男（N=91）
女（N=219）

T值

sig

总体问卷

29.02±8.27
31.82±8.94

-2.566*

0.011

职业适应

8.45±3.16
9.5±3.42
-2.511*

0.013

价值认同

5.38±2.10
5.95±2.49
-1.918
0.056

工作投入

5.35±2.21
5.95±2.57
-1.959
0.051

乡土情怀

5.56±2.31
6.17±2.47
-2.084*

0.043

自我发展

4.27±1.80
4.24±1.65
0.155
0.877

注：*P<0.05，**P<0.01，***P<0.001

生。同时，他们对于乡村的情感也有一

定的差异，师范生对于乡村的情感较比

非师范生更深。这可能是因为师范专业

的特殊性，他们更能感受到乡村教育中

所存在的困难，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工

作和环境。具体情况见表7
（三）教龄差异分析

表8显示，不同教龄的乡村初任教师

在扎根本土的情况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分别体现在职业适应、价值认同以及自

我发展维度，表现为教龄越短的教师，其

职业适应能力越差，乡土情怀越低，自我

发展意识也不够。说明大部分乡村初任

教师扎根本土的意愿淡薄，其扎根本土

的情况并不乐观。

六、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困

境与问题分析

（一）部分教师群体怠惰，乡土扎

根意愿淡薄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深入，乡村

教师容易出现功利主义的倾向，表现为：

一部分教师不适应农村生活和环境，但

也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没有放弃

乡村教师的岗位，教学上表现懈怠，不能

很好地开发乡土教材，不能融入乡土文

化。由于我国青年教师在职前教育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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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城市取向”的倾向，其所接受的教

育文化以及文化价值观也大多适用于城

市文化的教育模式［8］87，这也导致乡村初

任教师对农村社会环境、生活缺乏一定

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使得他们容易产生

心理上的无助感，扎根乡村的意愿也不

强烈。表9的调查显示，有46.1%的乡村

教师认为不太适应当前的乡村生活，

28.4%完 全 不 适 应 ；由 表 10可 知 ，有

41.6%的教师不太适应乡村学校的工作

环境，15.2%的教师表示完全不适应乡

村学校的工作环境。从访谈结果来看，

乡村初任教师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有较强

的职业倦怠感。这一方面是由于初任教

师在学校环境、学校文化与学校管理等

方面缺乏经验和技能，另一方面则体现

出他们自身对于乡土文化缺乏了解，无

法很快融入乡村生活。
表9 我已经适应现在的乡村生活

项目

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数

88
143
40
29
10

比例/%
28.4
46.1
12.9
9.4
3.2

表10 我能适应乡村学校的工作环境

项目

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数

47
129
84
34
16

比例/%
15.2
41.6
27.1
11.0
5.2

（二）自我价值感偏低，教师流动

性较大

自我价值感是一种基于个人对自己

的价值判断而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接纳的

表7 不同专业背景的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T检验

师范生

非师范生

T值

sig

总体问卷

31.35±8.89

30.48±8.74

0.853

0.394

职业适应

9.27±3.43

9.07±3.30

0.501

0.616

价值认同

5.96±2.5

5.52±2.2

1.584

0.114

工作投入

5.84±2.41

5.68±2.59

0.579

0.563

乡土情怀

6.08±2.41

5.86±2.48

0.77

0.442

自我发展

4.19±1.72

4.34±1.65

-0.74

0.460

表8 不同教龄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方差检验分析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F值

sig

LSD

总体问卷

28.58±8.08

31.47±8.54

30.27±8.19

35.61±12.57

31.35±8.57

2.697*

0.031

1年<2年<3年<4年<5年

职业适应

8.91±3.55

8.99±3.29

8.92±3.24

10.70±3.72

10.94±3.11

2.700*

0.031

价值认同

5.35±1.97

5.63±2.47

5.64±1.88

7.65±3.24

6.00±3.12

4.050*

0.003

工作投入

5.56±1.56

6.44±2.53

5.90±2.61

5.48±1.83

6.24±2.63

1.74

0.142

乡土情怀

5.05±1.56

6.44±2.53

5.90±2.61

5.48±1.83

6.24±2.63

3.120*

0.015

1年<2年<3年<4年<5年

自我发展

3.53±1.45

4.36±1.57

4.32±1.63

5.39±2.46

3.29±1.05

6.524***

0.000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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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趋向。［9］25教师自我价值感越高，在

工作中表现得越主动、自信、乐观，反之

就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教师具备

良好的自我价值感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

的重要前提条件。［10］12教师的身心健康

才能有足够的动力投入到乡村教育事业

上，能够研究和了解学生，融入到乡土文

化中去。乡村教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

人，推动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但现

实条件下，无论是从社会、学校、家长和

自身的利益考虑，抑或是为了让农村学

生能够更好地获得更好的教育，他们都

不得不向“分数”与“升学”妥协。大部分

农村教师在初来乍到的时候，都是抱着

“甘于奉献”“教书育人”的初衷［11］54，然

而，由于农村学生基础薄弱、家长观念偏

差、学校升学目标等现实原因，使得农村

教师的自身价值意识普遍较低，甚至出

现教育教学上“水土不服”的情况。在访

谈中，某位在村小任教的乡村女教师提

到：“我才在乡村任教一年，但也深深感

受到村小的教育相对于城区学校的巨大

区别，最大的区别不是在师资方面，而是

在家长的教育观念上，农村孩子大部分

是爷爷奶奶管着，所以孩子的学习任务

不能在家按质按量完成，这是与城区学

校最大的区别。还有就是村小生源很

少，而且在逐渐减少。”

（三）非教学性工作负担较重，相

关工作人员缺失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发展，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便捷，乡村学校的非教学性工

作也变得日益普遍。调查发现，乡村初

任教师承担着大量非教学性工作，主要

包括：第一，教学设备的维护、行政管理

等；第二，后勤工作方面的工作，比如为

学生提供营养餐、午休纪律管理、放学安

全陪护、打扫卫生等；第三，参加一些社

会实践活动以及外出学习等。由于教学

工作和非教学工作的繁重，许多乡村初

任教师难以抽出时间照顾家庭，这也导

致他们扎根本土难。比如，一位乡村初

任教师在访谈中反映自己每天都会有大

量的非教学性工作要做，甚至有的时候

不得不在下班后加班去完成。此外，长

期以来，中小学教师配置存在“缺编”的

现象。

（四）责任意识不够，缺乏乡土文

化认同

乡村初任教师大多把乡村作为自己

的“第二故乡”，对自己生活在乡村感到

十分孤独与落寞，与村庄产生距离。他

们“离乡背井”思想严重，乡村教师群体

中也有不少人对自己身边的生存条件感

到不满意。

农村教育发展十分重视与村庄的关

系。乡村文化指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乡

村人文历史与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最

深厚的情感和思想基础。对于乡村初任

教师来说，乡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乡村学校与

村庄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如教学条件

差，教学质量不高；师资力量不足；学生

学习积极性不高等，这对乡村初任教师

融入本土有很大的影响。乡村学校因基

础设施相对薄弱，许多乡村教师只能把

—— 44



Journal of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 3期

（总第 235期）

No.3，2023
Total No.235

自己所学融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不仅

没有很好地改变师资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 ，而且也不能充分调动其教育教学

热情。

表11的调查显示，有51.0%的乡村

教师完全不熟悉乡村教育以及乡村建设

的相关文件，35.2%不太熟悉，仅有4.5%
的乡村教师比较熟悉乡村教育以及乡村

建设的相关文件；表12显示，54.8%的教

师不太熟悉当地的历史，仅有7.1%的乡

村教师比较熟悉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

习俗。一些乡村教师由于生活圈子比较

小，与当地村民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在乡

村学校中很难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加之，乡村教师对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缺

乏应有的合理运用，不仅不能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反而由于没有

更多的精力去挖掘整理这些文化资源，

导致教学能力下降，影响学生的创新

能力［12］87。
表11 我熟悉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

项目

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数

158

109

23

14

6

比例/%

51.0

35.2

7.4

4.5

1.9

表12 我熟悉当地历史、文化以及习俗

项目

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数

84
170
26
22
8

比例/%
27.1
54.8
8.4
7.1
2.6

（五）角色冲突问题严重，教师自

我定位迷茫

角色冲突是指个体在扮演不同角

色时，由于无法在实现多重角色期待的

情况下产生的矛盾心理。［13］4乡村教师在

扎根本土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多重角

色期待的冲突，这是乡村教师扎根本土

面临的最大问题。最常见的角色冲突表

现为：职业角色和生活角色的冲突，教师

付出与经济地位不匹配引发的角色冲

突，高职业期待与低社会地位反差引发

的角色冲突。

乡村初任教师大多数是在“离农教

育”的背景下长大的，他们所习得的知识

和能力与乡村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大

多习惯于“用城市的标准来衡量农村”，

不能很好地融入本地文化中，甚至是对

本地文化存在误解［14］42，因此，他们大多

无法完全认同乡村文化和生活的乡村环

境。教师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社会对

其也自然会有较高的期待。［15］196一方面，

乡村初任教师的工作角色要求教师投入

超常的精力，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宝贵时

间，不仅要搞好教育教学工作，还要积极

投入到乡村文化宣传、乡村文化建设之

中。在教育实践中也要积极融入本土文

化，合理开发课程资源。另一方面，社会

成员和家庭成员要求教师承担相应责

任。第二，教师付出与经济地位不匹配

问题在乡村学校尤为明显，大多数乡村

初任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时常还需要处

理教育行政方面等工作。从表13可知，

29.4%的乡村教师每周平均授课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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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课时，27.1%的教师在17-20课时，可

见教师工作压力之大，教学任务之重。
［16］17因为乡村教师地位不如城市教师，

乡村教师的整体幸福感不高，时常感到

自我定位迷茫。第三，高职业期待与低

社会地位的反差问题。教师的职业期待

较高，导致教师个人压力过大，乡村初任

教师的初心也是希望能引领新农村先进

文化建设，提高乡村的思想道德教育。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越

来越多乡村人自主创业或外出打工，其

收入远高于乡村教师，导致乡村教师群

体出现了职业期望过高而现实却很难达

到理想状态的现象。
表13 乡村初任教师每周平均授课课时

项目

4课时及以下

5-8课时

9-12课时

13-16课时

17-20课时

21-24课时

25-28课时

29-32课时

33-36课时

36课时以上

人数

12
4
8
44
84
91
38
19
8
2

比例/%
3.9
1.3
2.6
14.2
27.1
29.4
12.3
6.1
2.6
0.6

（六）乡村教师社会地位较低，身

份边缘化

传统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息息相

关，乡村教师除了教书育人，也肩负着文

化的职责。乡村教师是乡村少有的知识

阶层，其自身的发展因环境和地理位置

因素的制约也显得被动，很难形成自我

认同。［17］14乡村教师是一个边缘群体，处

于被社会忽视的地位，乡村学校往往地

理位置偏远，工作环境较差，与城市学校

脱离，专业学习资源占有不足。他们缺

乏很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很难有机

会接受到专业培训和来自学校的激励。

由于乡村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外出深

造的机会也很少，乡村学校的组织管理

措施也有很多不当和不合理之处，没有

更多的同行交流指导，大多都是初任教

师 ，他 们 的 职 业 发 展 也 受 到 较 大 阻

力。［18］2-3从文化层面上看，教师的很多实

际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经济收入、生活

条件、教学环境等。从精神层面上看，他

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从心理层面

上看，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实现的

认同也比较低。

在现阶段，由于政策、观念和环境的

变化，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学资源与

教育环境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困难，致使

一些初任教师对乡村教育失去了热情和

耐心。国家政策导向也导致乡村教育出

现了“空心化”现象，使乡村教育也遭到

一定的损害，间接地影响了乡村教师自

身价值感的实现。因此，应从体制上、机

制上解决乡村教师问题，使乡村振兴战

略得以顺利实施。［19］30乡村教师被边缘

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教育体系中缺少

具有凝聚力的力量，乡村初任教师地位

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吸引优秀人才

从教的制度机制安排，因而难以吸引优

秀人才参与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来。

基于中国乡村教育困境，要实现“强乡

村”建设，必须要解决好农村教师在内整

个乡村教育体系和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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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有构建起完善且能够保障农村学

生成长发展环境的体制机制，才能构建

出良好和谐健康的乡村教育生态环境。

七、乡村初任教师扎根本土的现

实路径

（一）构建乡土文化认同机制，增

强乡土文化认同感

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基础，乡村

初任教师的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对新环

境的适应能力也越强。教师的成长需要

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主要表现在教师

的价值观、教学理念、治学态度和合作意

识等方面。首先，教师可以汲取乡村文

化作为教学资源，提高乡村学校的思想

政治文化底蕴，增强乡村学校文化特色，

传播乡土文化的价值，引导大众了解乡

土文化现状、乡土文化知识，促进教师自

身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提升其扎根本土

的意愿。其次，建立职业激励机制，促进

乡村教师文化转型，提高教师的身份认

同。乡村教师是农村文化发展和传承的

主要推动者，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认

同感直接影响教师与班级良好的人际关

系及师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乡村教

师应该努力发挥自己在教育教学管理中

的主导作用，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帮助教

育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学

生也应成为教师管理活动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促进其积极参与学校管理。最后，

将乡土文化融入教育生活。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历史和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

液，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

种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伟大的精

神力量。”乡土文化源远流长，它具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民族潜力。［20］42

学校应以乡土文化活动为载体，加大课

程实施力度，把人文课程和综合课程有

机结合起来，将乡土文化教育融入到整

个学校教育活动中来，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充分发挥乡村教师在乡土文化教学

中的引领作用，加深乡土文化认同感。

（二）加强和完善乡村教师相关政

策制度，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坚持

质量第一、数量服从质量的原则，加强乡

村教师专业化发展，深化城乡教育一体

化改革，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21］3

首先，明确乡村教师身份地位，加强

对乡村教师的关注和扶持力度。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真

正把广大乡村教师的冷暖放在心上，把

尊师重教落到实处。”为此，应尽快制定

相关教师保障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推

动更多优秀师资流向农村地区一线学

校，切实保障乡村教师权益。其次，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从教师队伍建

设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充分调研基础上

制定统一的农村教师专业标准。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作为根本目标，将农村教育作

为提升能力优化结构的重要途径，健全

中小学班主任和支教制度，为农村教育

培养一批能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骨

干教师和合格的班主任。最后，在构建

教师参与乡村生活保障机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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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全面认识、共情和认

同，在培训、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方面

给予乡村教师更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

安得下心、稳得住、有发展、教得好。［22］60

建立乡村教师荣誉体系，通过社会基金，

对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优秀教师给予一定

的激励。

（三）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升乡

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主要推动者，是

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提高乡村教

师待遇，不仅需要广大乡村教师自身的

努力，更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方方

面面的大力支持。［23］14一是加大乡村教

师支持力度。针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人才短缺问题，建立健

全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及绩效工资的动

态调整机制，确保按需发放，增强乡村教

师的乡土安全感。二是加大乡村教师支

持力度，实施面向乡村教师的专项培训

及名师培养工程，探索实施“名师+”工
程，让乡村教育名师引领乡村教师不断

成长；三是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升教

育信息化水平，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四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激励教师热爱教育事业，才能更

好地把优质师资资源吸引到乡村学校中

来，才能促进乡村教育质量提升。党和

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教师工作的根

本保证。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必须要

加大力度改革乡村教师队伍机制，激发

乡村教师职业活力，应结合地方实际制

定具体举措保障乡村教师权益，不断加

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24］7

（四）加强师德建设，形成专业发

展的长效机制

首先，应明确师德建设目标，强化师

德建设队伍专业化建设，完善师德建设

激励机制，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

围［25］93-94。其次，要强化师德建设结果运

用，树立良好榜样，以榜样力量来提升教

师道德素养，加强教师情感养成机制，乡

村教师自身需要强化自己作为乡村教育

的坚守者的责任意识，一定要有“德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高尚师德，把师德作为

立人之本，担负起教育学生、服务乡村的

责任，唯有如此，才能从乡村教师的乡土

情感上促使教师自觉形成扎根本土成长

的意愿。第三，要深化师德建设监督体

系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

围。第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

加强队伍建设和科学管理工作，建立有

效激励机制。师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完善师德建设评价机制，发挥师

德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约

束作用；完善教师工资收入分配机制，使

乡村教师的收入与其家庭收入、学生人

数、教学成绩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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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alistic Paths for Rural Beginning Teachers to
Establish Local Roots

WU Chuanganga，PAN Junyanb，ZHANG Wenpingc，ZHAO Jinchunc
（a.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b.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c.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Mudanjiang，Heilongjiang，157011，China）

Abstract：Rural teachers are the backbone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shouldering
the important task of training rural social elit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alistic path of rural first-time teachers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first-time teachers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 is investigated. The study found that
rural beginning teachers general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adaptability，weak willingness to take
root in the countryside，low self-worth，lack of local cultural identity，and confusion in self-positioning. Therefore，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rural beginning teachers to take root in the local area，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four lev⁃
el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mprovement，policy formulation，treatment improvement and teacher ethics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alistic goal of rural beginning teachers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 area.

Keywords：rural beginning teachers；grounded native；pa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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