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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对青年教师法洪雪来说，最盼
望的就是通过教师考录，能够到城区学校
任教。

法洪雪所在的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八
中，是一所农村中学。对渴求上进的她来
说，视野的狭窄，信息的闭塞，都是难以忍
受的。

不过，现在的法洪雪已打消了去城区
学校的念头。日前，青岛市在全省率先实
施“农村特级教师岗位”遴选，法洪雪等99
名中小学一线教师通过竞聘走上这一岗
位。这意味着，法洪雪在 3 年聘期内享受
省特级教师的各项待遇，包括接受省、市重
点培训培养。能有更多学习机会，这让她
无比兴奋！

遴选“农村特级教师岗位”，是山东省
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
的一项制度创新。按规定，每个农村义务
教育学区设 1 个特级教师岗位，实行任期
制，面向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公开竞聘，聘期
3至 5年，聘期内享受特级教师待遇，接受
相关考核，一旦离开农村学区教学岗位，待
遇随之取消。

“这是山东省首创的一项改革举措，目
的就是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到农村去，提升
乡村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山东省教育厅厅
长左敏告诉记者。

近两年，为解决乡村教育“老大难”问
题，山东省教育厅打出政策“组合拳”，不断
释放改革红利，让乡村教师有更多获得感。

“目前政策效应已经初步显现，乡村教
师各方面待遇确实得到改善，职业吸引
力明显提高。”左敏说。

在青岛市黄岛区，同样走上“农村特级
教师岗位”的张家楼镇中心小学教师管桂
梅告诉记者，自己要加强教学研究，走出一
条适合农村学校、农村孩子的课改之路。

到农村去！让更多教师投身农村教育
这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正从希望变成
现实。

为了那些卑微的梦想

2015 年 7 月，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
志勇带队，协同省编办、发改、财政、人社、
住建等部门相关处室负责人，到平度、安丘
两地的乡村学校进行联合调研。

不深入乡村，无法想象乡村教师的窘
境。在一所乡村学校，张志勇看到，几位新
毕业的大学生挤住在一间筒子房里，心里
很不是滋味。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镇上
有 147 名专任教师，其中近几年新分来的
大学生有 13 名，他们远离家乡，吃住条件
差，很难安心教书。

调研组召开座谈会，想听听乡村教师
们有什么期盼。但一开始，面对一排“大领
导”，教师们有些拘谨，有些犹疑。

就在这次座谈会上，张志勇见到了王
君平老师。在大泽山山梁上的一所学校
里，王君平中师毕业后就到这里教书，与丈
夫一起默默坚守了近30年。可是，当问起
她有什么愿望，她欲言又止：“还是让别的
老师先说吧。”

在耐心询问下，教师们敞开心扉，纷纷
说出他们迫切的愿望。有的说，我们这里
许多教师到了退休年龄，连晋升中级职称
的机会都没有。有的说，作为刚毕业的大
学生，希望有更多培训学习机会。有的说，
学校距家 80 里，一周才回去一次，单程车
费 20 元，能否给点交通补贴？有的说，乡
村学校任务重，许多教师身体都有病，能否
每年有一次像样点的体检……

教师们说得很小心，每个愿望听起来
都那么卑微，卑微得让人有点心酸。

别人都说完了，王君平最后发言。她
说：“我没有什么高的要求，只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有个洗澡的地方，希望做饭的地方
能与住的地方分开……”

王君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一位陪同
调研的同志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泪水
夺眶而出。

乡村教师们的这些愿望，调研组都认
真记了下来。张志勇把它们整理成《乡村
教师的11个梦想》，逐条提出政策建议，在
许多场合反复讲。

有了这样触动心灵的实地调研，落实
国家政策，解决乡村教师问题，变得具体而
真切。每一项政策的制定出台，都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
“在各省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

法中，山东是下手最早、出台最晚的省份。
我们不抢时间，对每一条政策都很慎重，一
定要落到实处，能解决问题。”山东省教育
厅教师工作处调研员李文生说。

也因此，山东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实施办法一推出，就得到
各方好评，被认为既务实，又有新意。尽管
如此，他们自己仍不满意，随即趁热打铁，
在2016年4月以省政府名义下发了进一步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 56 号文”，五大
项、十七条教师管理新政不仅更为系统、完
备，而且改革力度更大。

不到半年时间，针对同一政策诉求，两
份省级文件接连出台。这样少有的政策力
度，背后是决策者对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
题的坚定态度。

的确，一份政策的出台，就意味着一份
承诺。面对乡村教师们卑微的梦想，又怎
忍心让他们失望？

“各地落实这两份文件的情况被纳入
省政府解决城镇大班额问题等工作的专项
督查，2016、2017年，省政府督导室将会同
机构编制、发改、教育、财政、人社、住建、国
土等部门组织 5 次专项督查，落实不到位
的市将被追责。”李文生介绍说。

一年多过去了，记者在采访中切实感
受到新政给乡村教师带来的实惠。

在安丘市景芝镇教育园区，新建的农
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楼已经落成，解决了
镇上几所学校青年教师、交流轮岗教师、实
习支教师范生的住宿难题。

“每间宿舍 30 平米左右，基本生活
功能和水电暖齐全。园区还有统一的食
堂，食宿方便，教师们都很舒心。”景芝镇浯
河中学校长张智宝说。走进周转宿舍，洗
衣机、热水器、电视等一应俱全，窗明几净，
干净整洁，每天还有保洁人员负责打理。

“我去年通过城乡教师交流来到这里，
平时住宿舍，周末回城。学校把我们的生
活照料得很好。”有着 20 多年教龄的郑长
伟原来在市区优质校任教，如今是浯河中
学业务副校长，丰富的教科研经验让他在
乡村学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在枣庄市台儿庄区，区教育局长樊兴
举告诉记者，随着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各
项政策逐一落实，教师队伍极大地稳定了，
校长和教师们安心了，教育质量也有了大
幅度提升。

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去年省内
一家电视台要拍一部反映乡村教师题材的
纪录片，摄制组找到王君平，要重现她在座
谈会上掉泪的情景，王君平怎么也哭不出
来了。她说：“乡村学校条件好了，现在心
里只有幸福，哪还哭得出啊！”

“穷亲戚”变成了“一家人”

济南市天桥区地处山东省会北部。多
年来，穿城而过的黄河仿佛一道天堑，成了

城乡教育的自然分界线。南岸是市区，学
校多为优质教育资源；北岸是农村，学校以
薄弱校居多。

怎样消除城乡教育鸿沟，一直是教育
行政部门的一块“心病”。“过去，我们每年
都会组织一些手拉手、下乡支教等活动，但
作用很有限。说到底，那是‘救急不救
穷’。”天桥区教育局长张萍说。

显然，要实现教育精准扶贫，需要找准
问题根源，创新教育管理机制。

近几年，天桥区教育局改革学校管理
办法，把全区教育当成“一盘棋”，推出了

“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新机制。
具体地说，区教育局统一部署，将黄河

南北两岸各 15 所中小学，一对一合并，结
成教育共同体，实现了统一法人主体、统一
校长负责、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源调配、
统一教学规划和实施、统一考核评价。

“过去的城乡两所学校，现在成了一所
学校的两个校区，校长都得把它们发展
好。”张萍说。区教育局拿出评价“杠杆”，
年终考核学校，城市校区占60%，农村校区
占40%，哪一头做不好都不能评优评先。

这就厉害了，不怕校长不重视。教师
们开玩笑说，过去的“穷亲戚”变成了现在
的“一家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有了新机制，变化立竿见影。过去，农
村学校规模小，硬件配置困难。现在城乡
一家，学校财力雄厚，农村校区的硬件配置
立刻升级，比城市校区还先进。由于师资
短缺，音体美学科无法开齐开足，是农村学
校的老问题。现在不用发愁了，两个校区
师资统一调配，城里教师过河走教，给农村
孩子送去优质教育。区教育局统一配备了
教师班车，免除教师奔波之苦。

变化还有许多。如今，城乡教师工资
统一核发，农村教师工资大幅度提升；城乡
校区共同教研，优势互补。受益的不仅仅
是农村师生，城区学校也进步显著，办学特
色更丰富，教师更大气，成长空间更大了。

“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在黄河北岸
15个农村校区的问卷调查中，10个校区的
家长满意度都在95%以上。”张萍笑道。

如今，建立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被写
进山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办法
中，作为有效经验在全省各地推广。

在宁阳市，市教育局也依照“一所学
校，两个校区，一套班子”的新理念，将城区
学校与农村学校结成城乡学校发展共同
体，实施捆绑评价，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对
全县贫困村的全辐射。让农村学生最幸福
的是，他们坐在多媒体教室里，足不出校就
可与城市学生一起上课，享受原汁原味的

“城市课堂”。
看得出，推进教育公平，让城市反哺农

村，正是山东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中一
条鲜明的公共政策导向。

同时，在这个“礼仪之邦”“孔孟之乡”，
怎样让关注教育弱势群体、扶助乡村教师
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教育价值追求，引领一
种向善、向上的教育新风尚，也是教育行政

部门近年来的新尝试。
2016 年 10 月，沂南县广场，一场特别

的文艺会演精彩上演，歌曲、舞蹈、音乐剧、
情景剧……异彩纷呈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
热烈掌声。这是“山东省农村教师培训试
点项目”的汇报演出，登台展示的是来自临
沂大学的教育志愿服务团队和该县的100
多位音乐教师。

开展教师志愿服务，提升乡村教师学
科教学水平，是山东省的又一创新经验。
2014 年 9 月，山东省教育厅依托省教师教
育学会组建省教育志愿服务团队，招募教
育志愿者到财政困难县，对英语、音乐等农
村学校薄弱学科教师进行学科技能培训。

沂南县就是这一措施的受益者之一。
2015 年以来，省教育厅组织名师、专家志
愿者团队，对全县 198 位英语教师、114 位
音乐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

“许多乡村教师都是非专业出身，学科
素养很薄弱。但他们在培训中很刻苦，学
习热情非常高涨。”临沂大学教授、沂南支
教团团长李中国说。

最难忘的是，每次来支教，乡村教师们
早早地在火车站等候，争着抢着帮他们搬行
李，簇拥着把他们送到宾馆。在沂蒙老区，
他们受到的是当年八路军才有的“礼遇”。

“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次心灵的净
化。”李中国说。被乡村教师们深深地感动
着，教育志愿者放弃了周末休息，有的怀孕
也坚持前来，有的生病带着药过来，都愿意
为乡村教师、乡村教育奉献力量。

教师“逆城市化”还有多远

2015年 3月 26日，山东省内某媒体报
道称，对本省师范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调查
显示，部分师范毕业生宁可转行也不愿意
去农村学校。

当日，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孙伟看完报
道，马上作出批示：“要着力解决类似问题，
加大县管校聘改革力度，促进教师城乡交
流轮岗，研究解决教师招考时间与程序，有
利于师范生等从事教师工作。请抓紧研
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从这一段批示中，看得出省领导对教
师工作的重视。但同时也能看出，问题解
决起来难度很大，需要多个部门联动，牵涉
到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管理。

也正是领导的批示，提前开启了山东
乡村教师支持政策措施的研制工作。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举步维艰地研究
如何落实领导批示时，4月 1日，传来中央
深 改 组 审 议 通 过《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0-2020年）》的消息。”李文生介绍说。
为了彻底破解难题，山东省在教师准

入、管理及专业发展上大胆改革，启动了乡
村教师补充机制改革、乡村教师职称评聘
改革、城乡校长教师交流机制改革等多项
开先河的教师工作新政，其中亮点颇多，比
如教师可以县为单位统一招聘、统一分配；
达不到标准班额的村小、教学点可按班师

比核定编制；乡村学校中高级岗位设置比
例可上浮1-2个百分点等。

这些改革，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症结，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

与教师职后管理同等重要的是“未来
教师”的培养与选拔。怎样让在校师范生
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增进他们做教
师的意愿与情感，是一项更长远的工程。

2016年夏天，潍坊学院大三学生李媛
媛高兴地得知，学院将派学生到中小学实
习支教。她当即报了名，并顺利入选。秋
季开学，她和同学们来到安丘市景芝镇浯
河中学，开始为期四个月的实习支教。

“大学里学过教育学，但一到实践中完
全不是那回事。”李媛媛感慨说。好在第一
个月是观摩见习期，他们每天进教室听课，
课后学着备课、写教案。学校为他们安排
了实践导师，手把手传授上课的技巧、师生
沟通技巧。这一切对他们都是全新的。观
摩见习期过后，李媛媛要登台讲课，这让她
既紧张又兴奋。最感激的是，面对她的笨
拙与青涩，学校教师们都积极鼓励她。

“现在知道了，要当一个好教师真的挺
难的。走上讲台，学生的眼睛齐刷刷地看
着你，顿时觉得责任好重大。”李媛媛说。

不过，李媛媛觉得，通过几个月的实习
支教，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有了当教师的信
心。“下次再有实习支教的机会，我还想参
加。”她对记者说。

李媛媛是幸运的，山东省的教师工作
新政给了她难得的成长机遇。

2016年6月，山东省教育厅决定，每年
安排2万名师范生到全省乡村学校实习支
教，一方面强化师范生教育实践，促进教师
教育改革，另一方面缓解边远乡村学校学
科教师短缺问题。

“对到 52 个财政困难县实习支教的
1.4万名大学生，省财政每人每月给予 400
元补助。仅此一项，每年拨付的财政资金
达到 2000 多万。”山东省财政厅教科文处
处长董苏彭说。

这项政策一出台，就得到师范院校的
积极支持，也受到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乡
村学校的欢迎。

“这也是一项开创性工作，我们学校很
重视，选派了 436 名师范生，都是来自音
乐、体育、美术等农村学校紧缺学科专业，
派往6个经济欠发达县的60多所中小学。”
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刘浩介绍说。

在齐鲁师范学院，2016 年有 654 名师
范生参加了实习支教。一段时间后，学院
领导对各实习支教学校进行了巡访，让他
们高兴的是，尽管支教学校条件不好，但师
范生们热情高涨。支教学校也反映，一些
学生已初步显现了成为好教师的潜质。

“你们到乡村学校实习支教，家长都支
持吗？”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张福建问师范生
们。“我爸爸特别支持。”一个学生回答，“他
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也要上山下乡接受
锻炼。”

更令人鼓舞的是，第一年实习支教结
束，其他县市纷纷要求进入实习支教区域，
一些学校也申请成为实习支教基地。

据记者了解，为了鼓励更多师范生参
与实习支教，山东省教育厅正在积极申请
一项激励措施：凡是参加实习支教考核合
格的学生，可以免除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显然，只有了解，才可能热爱。我们有
理由期待，这些经过实习支教的师范生，会
给未来的乡村教育带来新的希望。

在组织大学生乡村学校实习支教的同
时，从2016年开始，3年招收1万名免费师
范生，山东省内 9 所师范院校首次招收免
费师范生，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报考，生源
质量明显改善。第一批 3000 名免费师范
生，大多数是农村学生，他们毕业后按照预
留的编制和岗位直接进入农村学校任教。

“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教师，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张志勇说，“随着实习支教的开
展和免费师范生招生，大家会看到一个全
新的师范教育格局，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15 年前，张志勇去美国访问，惊奇地
发现，他们的教师都不愿意待在城市里，更
愿意去城乡接合部，因为城乡接合部生态
环境好，工作待遇也好。

“中国教师的‘逆城市化’流动什么时
候到来呢？可能还早，但总有一天会来
的。”张志勇说。

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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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政策“组合拳”，释放改革红利，让乡村教师有更多获得感。

让更多教师投身农村教育让更多教师投身农村教育，，正从希望变成现实正从希望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