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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评估报告首次发布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局面基本形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斌斌崔斌斌 康康 丽丽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到乡村任教，至今
已 26 年。作为一个生在乡村、长在乡村、
工作在乡村的普通教师，在将近半生的从
教生涯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教育正发
生着历史性改变。特别是 2015 年国务院
颁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给广大乡村教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温暖，如沐春风，感受到党中央对基层教师
的关怀，也让我们这些工作在乡村教学一
线的教师为之振奋和感动。

以前都说乡村教师难当，到底难在哪
里呢？一是难在乡村学校的落后环境留不
住人才。我记得十年前的灵溪三小，整个
学校只有几间教室，桌椅又破又旧。教室
里光线不好，白天都要开着灯上课。学校
的操场是晴天一嘴灰，雨天一脚泥。年轻
人来到这里，待不了几年就跳出去了。二
是难在教学条件落后，乡村教师没有很好
的发展平台。教师资源短缺，一个教师要
顶几个教师用，我那时既教语文又教数学，
不能精钻一门，门门都得会一点，专业技能

上感到进步很难。三是难在乡村教师的待
遇，职称难以评定、工资收入低，我们学校
有一对教师夫妻，职称一直没有评上去，上
有老下有小，除去正常的开支，一个月只能
攒下 1000 元，还不能有任何意外突发事
件，不然工资就不够用了。这样的困境，我
们大多数乡村教师都遇到过。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使得乡村
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境况极大得到改善。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乡村教师待遇逐步改善

原先一说到农村教书，大家都不愿意
去，为什么呢？因为农村教师待遇差、地位
低。近年来，我县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根

据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有关精神，逐步形
成了适合县情的激励机制，最低380元、最
高 1400 元，每学期按时发放。另外，还大
幅度提高岗位津贴，让乡村教师更加安心
投身于一线教学，扎根农村。

乡村教师人员配备基本全覆盖

过去，在偏远农村学校，全校的语文、
数学可能只有一个教师教，音乐、体育、美
术课没有专业教师，课程形同虚设。随着
乡村教师补充渠道的有力执行，特岗教师、
定向培养的小教大专班免费师范生等人员
每年都会按需分配到农村学校，他们的到
来改变了学校某些课程无教师教的窘境。
比如我所在的灵溪三小，每一个学科都有

一名科班出身的教师。去年，我校学生彭
立明还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参加县里举行
的中小学生书画大赛获得第一名。学生谢
海云在科学教师指导下获得县科技比赛金
奖。教师有了成绩，干起工作来越来越有
滋味。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乡村教师素质能力备受重视

2015 年我们学校完成了“班班通”进
教室工程。通过培训，我从对电脑一窍不
通到能较熟练地操作电脑来辅助教学，切
实感受到素质能力培训的重要性。去年，
县教体局把县语文、数学名师工作室的教
师请到我们学校上课，通过这种有针对性
的交流学习，实现了本校教师全员参与培
训，促进了教师的进步。今年，我准备继续
申请“国培”学习，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提升。

乡村学校的编制合理增多

我校下辖的村小——摆里小学，是一
所只有70人的村级小学，却拥有六个年级

的教学班级。按照国家核编标准计算，这
里只能容下3个教师，然而3个教师如何负
担6个年级的课程以及70个学生的营养餐
和生活起居？2016年，县教体局给我校另
外加了4个编制，全部分配到摆里小学，教
师的工作负担相应减轻，幸福感增强。我
原本一个星期有 25节课，现在是 17节课，
这些都得益于良好的政策，让我们乡村教
师能更暖心地去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在全面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这个决策深远而意义重大。它吹响了加
快乡村教育发展的“集结号”，给广大乡村
教育的守望者打了一剂“强心剂”，也更加
坚定了乡村教师们扎根乡村教育事业的
信念与决心。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为了让
乡里的孩子更有希望，让他们的父母有所
依托，让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能有后继的力
量，我愿意在乡村深深地扎根下去。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永顺县灵溪第三
小学）

自从 1999 年 8 月走上工作岗位，从教
近 20 年，我一直在最基层、最偏远的农村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深刻体会到乡村教师
工作的平凡和艰辛，见证和经历了这些年
农村教育的发展变化。乡村教师工作环境
差、工资待遇低，不被尊重和重视等不利因
素，曾让我困惑、犹豫甚至动摇过。但我从
小在农村长大，对这块土地的不舍、对农村
教育的热爱，让我选择了坚持、坚守。特别
是2015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出台后，乡村
教师一张张朴实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和开
心，广大乡村教师更加爱岗乐教，党的好政
策也为乡村教育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乡村教师队伍优先补充

过去，乡村教师无补充渠道，教师队伍
严重老化。我所在的学校由于教师交流补
充少，教师年龄结构日趋老化（2015 年学
校教师平均年龄为 46 岁），中老年教师比
例逐渐上升（50岁以上教师36人），严重制
约了学校发展。

自 2015 年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以
来，我县乡村教师进有渠道、补有机制，
把公费定向培养的师范毕业生、特岗教
师全部分配到偏远缺编乡镇，并且规定
公费定向师范生必须在农村服务五年、
特岗教师服务三年才能调动，为乡村教
师队伍从源头注入活水，极大激发了乡
村教师队伍活力。

对此我深有感触，原来没有年轻新教

师加入，十几年时间都是一群群老教师，一
副副老面孔，工作没激情，学校各项活动开
展不起来，学校毫无活力。25岁的向雪梅
和肖文卉从师范毕业后，通过特岗教师考
试来到我校，他们的到来犹如一汪清泉、一
缕新风，为学校带来了新气象、新变化，她
们的青春与激情感染了所有教师，学校各
项活动逐步丰富起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也逐渐多了起来。相比城市，她们的生活
里少了热闹、少了物质，却多了恬淡、纯粹、
自由和安宁。是孩子们的真诚与朴实打动
了她们，三年多来她们最大的变化是：从不
想来、不适应，到现在的不想走。今年，分
配到我校的特岗计划和公费定向师范生共
12人，极大缓解了我校教师年龄结构进一
步老化的困局，给我们乡村教育带来了生
气，带来了希望。

乡村教师待遇优先保障

因为条件差、待遇低，“年轻教师不愿
来，优质教师留不住”是大多数乡村学校
共同面临的问题。为了家庭、孩子，我也
萌生过进城教书的想法，终因热爱选择留
下。自从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以来，我

县对乡村教师高看一等、厚爱一分，在县
财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乡村教师每月最
低可享受 380 元、最高 1400 元的乡村教师
人才津贴和边远农村教师生活补助，让乡
村教师经济上有保障。每年为乡村教师
进行免费身体健康检查，购买大病医疗保
险，让教师安心扎根农村教育，稳定了农
村教师队伍。

我校教师汪德喜就是扎根于乡村教育
的一位普通乡村教师，他已经坚守乡村教
育38年。每月发工资是他最困惑、最发愁
的时候：两个孩子读大学，老伴身体孱弱，
还要赡养双方老人，每月3000元工资让他
捉襟见肘，纵然如此，他从未想过放弃。他
说：“我舍不得这三尺讲台，放不下这些可
爱的孩子了，国家肯定知道乡村教师不容
易，会记得我们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的。”自从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出，全面落
实乡村教师津贴和生活补助政策后，他仍
旧这么说，只是脸上多了一些欣慰。

乡村教师住房优先改善

过去，最差、最烂的就是乡村教师的
住房。记得 2001 年我结婚时，由于学校

没有教师住房，一间 30 平方米的简易平
房成为我的新房，冬天四处透风，冷得人
直打哆嗦。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
施，我县大力加强乡村学校教师住房建
设，乡村教师都有了自己的“新家”。我校
建成公租房 40 套，我也住进了套间，有了
属于自己的温馨小窝,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对自己的工作更加热心，对未来更是充
满了信心。

乡村教师培训优先安排

从教 19 年，我一直沿用一支粉笔、一
块黑板老式教学法，教学没有创新，效果不
明显，只能靠时间加汗水弥补教学方法的
不足。自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以来，我
县大力培养农村教师，开展农村教师全员
培训，全面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短短两年，
我先后参加了国培、省培、县培学习，培训
学习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自身素质，创
新了教学方法，我也逐渐成长为小学语文
名师工作室的一员，感受到成长、成功的喜
悦。我的成长带来的是教学效果的变化，
带来的是学生各方面的成长，获益最多的
还是可爱的乡村孩子们。

农村教师职称优先考虑

多年来，教师职称评聘难是众所周知
的，农村教师职称评聘更是难上加难，这也
是农村教师一直无法言说的痛。因为城镇
教师在论文、奖励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乡
村教师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因此，职称评
聘对乡村教师的打击最大。自去年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实施以来，一些政策给乡村教
师带来了福音：乡村教师在职称评聘时对
外语成绩不作要求，课题、论文不作刚性要
求；在指标上向乡村教师倾斜,增加了高级
职称(乡村还增设教龄满 30 年、20 年的特
聘岗位）,中级职称的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2016 年，我校 4 名教师评上了高级教
师，特别是一位将要退体的欧志妮老师也
评上了高级教师，她高兴得逢人就说，工作
也更加卖力，是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让她脸
上写满自信，让她终于找到了归属和成就
感。她是这样说的，“当上副教授了，我一
生当教师也无悔”。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犹如春风、雨露、阳
光，温暖着，滋润着千千万万乡村教师，让
我们在祖国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有尊严、有
自信，幸福地工作着。有了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会继续服务乡村
教育，尽心、尽力、尽情挥洒汗水，因为选
择，所以坚守；因为坚守，所以无悔。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完
全小学）

为乡村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
□□ 王云新

让乡村教师心更暖
□□ 向绍富

“2016年，我校4名教师被评为高级教
师，特别是一位将要退休的欧老师也评上了
高级教师，这让她感到很有成就感和归属
感。她现在工作积极性更高了，脸上写满了
自信。”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完全小学教师
王云新说起此事，仍抑制不住激动。而在几
年前，这样的“好事”他简直无法想象。

这一改变，离不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的颁布和实施。该计划颁
布两年来，乡村教育究竟有哪些改变？乡
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改善？9月
15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
实施课题结项报告会在京举行，首次发布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
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这些问题
逐一解答。

2016年12月，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
托，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
院承担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评估课题，
评估课题组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对
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宁夏5地进行深入

调研，收回乡村教师问卷 5300 份。《报告》
显示，中央及地方政府多措并举，定向施
策，精准发力，31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出台了实施办法，乡村教师获得感
大幅度提升，从教意愿更强，工作积极性更
高，“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基本
形成。“我们发现，乡村教师现在从教意愿
更强、工作积极性更高了。”课题组组长、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
长邬志辉说。

乡村教师王云新关注的职称评聘问题
在《报告》中也得到体现。《报告》指出，近年
来，职称评聘切实向农村倾斜，评聘条件更
加科学合理。全国已有 22 个省份明确提
出，对长期在乡村任教的在编在岗教师，达
到相应职称条件和资格的，可不受岗位数
量限制参加高、中级教师职称评聘。同时，
各地乡村教师职称评聘时不作外语成绩

（外语教师除外）、发表论文的刚性要求，更
加关注教师的教学实绩和教育贡献。

除职称评聘倾斜外，乡村教师生活待
遇也全面提高。《报告》指出，广西、宁夏、青

海、四川、甘肃、广东、浙江等省份扩大了政
策的实施范围。2016 年全国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生活补助共投入补助资金 44.3 亿
元 ，比 2015 年 增 加 了 9.9 亿 元 ，提 高 了
22.8%。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县中，人均
月 补 助 标 准 达 到 或 超 过 400 元 的 县 占
25%，与2015年相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

这一点，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徐宏伟
感受尤其深刻，他介绍说，甘肃省将落实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强力推进。在国家实施集中连片
贫困县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基础上，结合实际需要扩大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发放范围，将实施范围从集中连片
贫困县扩展到插花型贫困县，补助县区达
到75个县；实施对象由乡村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扩展到乡村幼儿园教师，5 年来共发
放生活补助资金超过13亿元。为此，2016
年甘肃省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发放资金总额在全国 22 个实施省份中位
居第一。

这一系列举措都旨在让乡村教师能

“留得住”，但“下得去”的问题同样值得关
注。对此，《报告》指出，各省份乡村教师补
充渠道趋向多元，初始配置质量明显提
高。在“特岗教师”政策的基础上，省级统
筹新机制初步建立，湖北、青海、江西等省
份均建立了省级统筹、招聘乡村教师的补
充机制。比如，2016年湖北就统一招聘乡
村教师6477人。

“特岗教师、定向培养的师范生每年都
会按需分配到农村学校，他们的到来改变了
学校某些课程无师可教的窘境。”湖南省永
顺县灵溪三小教师向绍富深有感触：“我所
在的学校，现在每个学科都有一名科班出身
的老师去教学。”因为有了科班教师，学生们
相继在全县的学生书画、科技比赛获奖。

“下得去”“留得住”的问题正在逐步改
善。针对“教得好”这一问题，《报告》显示，
两年来，各地培训力度逐步加大，培训方式
更为多元。甘肃、贵州、浙江、广西、重庆等
省份因地制宜，采取顶岗置换、网络研修、
送教下乡、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多样化培
训模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调查显

示，近80%的参训教师认为培训效果良好。
湖南省永顺县是评估报告重点调研的

县份之一，该县教体局局长向琳告诉记者，
在县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勒紧腰
带保障师训经费投入，近三年来财政预算
安排师训费近 900 万元。“要给学生一碗
水，教师须有一桶水。教师如果不学习、不
培训，这桶水就会‘蒸发’，变成‘半桶水’甚
至枯竭。我们必须多措培优，让队伍强起
来。”向琳说。

本次报告会既是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实施前期成绩的总结，也是对实施中期面
临困难和问题的审视和研究。对此，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蓝建、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袁桂林、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海燕等对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提出许多建议。

“面对乡村教师一定要出台真招、实
招、管用的招，要真正回应他们的关切，提
升他们的待遇，让乡村教师有满满的获得
感。”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在会上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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