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待遇的步子不妨更大些
近年来，要求为乡村教师提高待遇的报道

时有出现。 对此，国家做出积极回应。 新《教师
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
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
高。 ”中央出台对连片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
生活补助的政策更是值得称许。

但从执行情况来看并不乐观。 2014 年 3
月， 教育部通报 2013 年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项目实施情况：实施县仅为 31%，8
个省份根本没有启动。 覆盖范围窄、补助标准
低、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还很突出。 现实中，

乡村教师在待遇上与当地公务员还很难画上
等号。 只见教师报考公务员，没见公务员争着
去当乡村教师的。

有调查显示 ， 如果工资达到 4000 元到
5000 元，88.07%的大学生都愿意下到农村。 也
就是说，如果工资在 4000 元以上，乡村教师这
一教育“短板”就能迎刃而解。 教育学者熊丙奇
表示，如果做到这一点，需要投入近 700 个亿，
这 700 亿在每年新增的教育经费中只占很小
的份额。 这方面，湖南泸溪县率先实行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和推广。一个国

贫县尚能如此，其他地区为何不能？
在此，笔者呼吁，当地部门要进一步强化

教育公平意识、切实增加资金投入，加大政策
执行力度，真正实现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
高于城市教师甚至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待
遇。 同时，对乡村教师在住房保障、职称评定、
子女教育、工作负担、社会认同等方面予以全
面关怀。 这样，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让乡
村教师安心从教、乐于奉献才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武冈市邓元泰镇中
心小学 ）

□刘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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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桂林增加农村教师编制
我国教师的供给渠道 ， 即教师聘任主

体和薪酬支付主体 ， 主要有政府财政供给
渠道和非财政渠道两大类 。 政府财政供给
渠道还包含许多种小类别 ，例如国家 、省 、
市 、县 、乡多级政府 。 非政府供给渠道包含
学校 、志愿者等多种渠道 。 政府财政供给渠
道的教师受编制的约束 ， 而非政府渠道供
给的教师一般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

教师供给渠道之所以存在多元化 ，归
根到底是政府财政供给的教师受到编制制
度限制 ，很难满足某些学校发展的需求 。 我
们在农村教育调研过程中 ， 常常发现农村
教师课时较多 ，备课时间少 ，有的教师身兼

多门课程 ，还有校内其他兼职工作 ，抽不出
时间参加在职学习 ， 有的教师甚至生病了
都很难及时请假医治 。 有的农村学校 ，上午
最后一节课想找个没有课的教师给大家热
饭都找不到 ，中午只好吃凉饭 。 寄宿制学校
没有专门的管理员 ，晚上由教师轮流值班 。
种种情况表明 ， 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人数配
置不合理 ，教师编制政策需要重新审视 。

目前 ， 我国教师编制基本是依据生师
比计算的 ， 且长期以来农村学校生师比高
于城市 。 对于教师编制可以搞些改革试点 。
首先 ，要以农村学校为单位审核教师编制 ，
以 实 际 教 育 教 学 需 求 为 标 准 决 定 教 师 数

量 。 其次 ，核定教师编制要多维度考虑 。 从
教育规律出发 ， 教师编制除了考虑教职工
和学生之比外 ， 还要考虑教育质量保障的
需要 ， 教师工作量上限 ， 学校课程是否开
足 、开全等基本前提 。 农村学校布局分散 、
班额较小 ， 而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与城市
学校没有差异 ， 因此农村教师的需求量应
该是大于城市的 。 再次 ，赋权是根本 。 以学
校为单位核编 ，给学校招聘教师的权力 ，才
能解决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各种结构
性矛盾 。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
源自 《人民日报 》，有节略 ）

让乡村教师职业“香”起来
首先，要通过实施“全面薪酬”改善乡村教

师的综合待遇。全面薪酬的内在要义不只停留
于经济收入层面，还包括公共性福利（住房、医
疗、工作稳定度、休假、教师专业性权威以及民
主参与治校的权利等）提供、工作环境满意度、
人际契合度、非物质性福利、可持续性专业化
发展平台提供、学历与职称晋升的优先性畅通
机制、 子女在受教育和升学中的政策优惠、工
作成就感与价值实现等多重内涵。

其次 ，全社会要形成真正尊崇乡村教师
的日常氛围。 对教师的尊崇度与教师所处学
校的行政层级高低序列成正相关 ，即省会城
市学校教师的职业尊崇度高于地市级 、高于

区县级、高于乡镇级 ，依次类推 ，乡村教师的
职业尊崇度最低。 通过对省重点、省一般、市
重点 、市一般 、县重点 、县一般 、中心校和乡
村校小学教师就职业声望所展开的实证研
究也发现 ，学校层级与教师声望依然成正相
关 ，乡村教师的职业尊崇度最低 。 在全社会
真正形成尊崇乡村教师的日常氛围 ，其核心
是通过 “优惠性 ”和 “倾斜性 ”的公共政策设
计真正吸引全社会优秀人才从事乡村教育 、
提高乡村教师群体的内生素质与综合能力 ，
建构科学的捆绑机制实现优质高等教育对
于乡村教育在知识 、人才 、教学 、资源 、就学
机会等多重要素的真正反哺。

再次，建立“能进能退”的流动机制。 要真
正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岗位的吸引力，最为根本
的是要提升乡村教师群体内部的开放度与流
动性，保有乡村教育独特的思想性和内在的文
化品质，提高乡村教师群体的内生活力和积极
性，建立一套使乡村教师能进能退、可上可下
的合理流动机制，同时设置灵活的特聘教师岗
位，开阔乡村教育的自由学术空间，吸纳一批
真正具有理想信念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使乡村
教师不再是只识课本而无内在超越性理想信
念的“教书匠”。

（作者单位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
所，源自《人民日报》，有节略）

□李涛 邬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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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农村教师的流失问题又
一次成为教育热点。 许多媒体将目光投
向平凡的农村教师身上，聚焦农村教师
的忧苦，呈现农村教育的现实困境。

而新近公布的 2015 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提出， 将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落实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 国家教育经费要向边疆
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本期周刊特别策划———“拿什么将
教师留在乡村”，将辑取部分教师、学者
的观点， 以期共同为改善农村教师待
遇、发展农村教育支招、献策。

支持单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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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湖南常德女孩彭雅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在一所高中做了
代课教师，一做就是 4 年，“并慢慢喜欢上了教师工作”。

2009 年 8 月， 彭雅考上了编制， 被安排到一所乡镇学校教小
学。孩子们很喜欢她，每次回城，孩子们都会送她到校门口，每周一，
他们又会睁大眼睛在校门口等她。

这种日子让彭雅很满足，但一件事改变了她。
一天，彭雅以前参与的一个教研课题组负责老师打来电话 ，

问她的课题报告准备得怎样了。 彭雅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学现代
教育技术的，课题报告还没写完，要上的公开课也没有准备。

当晚，彭雅陷入了深思。 按说她应该教信息技术课，可在这里
连计算机都摸不到。 以前，她经常发表专业论文，参加信息技术的
教研活动，可到了乡镇学校，“这一切好像都与我没关系了”。

那一刻，彭雅感到一种无助与恐慌，她不想让自己的专业生命
就此终止。

加上那时彭雅租住在学校所在的小镇上，吃饭也成了问题，“镇
上的快餐店基本都吃过，但常年吃快餐，都快厌食了”。 后来，她怀
孕了，由于妊娠反应强烈，有时一天粒米未进。

彭雅决定考进城去，“我不能被‘OUT’，我得找回我的圈子；我
孕育着生命，我得对他负责”。 第二年，刚好一所城郊中学缺信息技
术教师，彭雅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努力，如愿调入。

彭雅告诉记者，一到新学校，老师们全部用多媒体上课。在信息
课上，她带学生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他们的家，学生们的惊奇与兴奋
无以言表，这时，她才感觉自己像从小鱼缸游到了大鱼缸。

专业发展“短路”

今年 26 岁的李丽从小在长沙长大， 家境优越，4 年前从湖南
师范大学毕业后，跟着家在益阳的男朋友，到益阳一所农村小学担
任语文教师，男朋友则在当地农场任职。

在李丽到来之前， 她任教的小学有 7 名教师、200 多个孩子。
当初，与李丽同到该校任教的还有 3 名教师。 “都是通过教育部门
引进新教师带动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而分到这里的。 ”李丽介绍。

如今， 与李丽一起到这所学校任教的 3 名教师都已离开，“有的
去城里的学校当老师了，有的则辞职不干了”。

“这里离市区太远，生活太乏味。 ”李丽告诉记者，她第一次从
家里来这所学校，是父亲开车送来的。 “那次，从长沙到这里花了差
不多 4 个小时，父亲当即劝我回长沙。 但看我心意已决，他便给我
买了一辆车。 ”此后，每半个月，李丽都开着这辆车回一次长沙。

去年 10 月，李丽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高兴之余，
给她在长沙市区买了一套新房子，并装修一新，还给她换了新车。 李
丽的丈夫也在长沙开起了公司。

“家人都希望我回到长沙生活，但是我也有难处。 ”李丽说，“长
沙教师招聘门槛比较高，以我现在的资历和职称，想调到长沙比较
困难，要是辞掉现在的教师岗位，我心里又有些舍不得。 ”

今年六七月份是李丽生孩子的预产期。 “我已经联系好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孩子将在那里出生。 能找到接纳我的长沙学校，这是
我今年最大的愿望。 ”李丽说，“毕竟长沙的教育、生活等方面的条
件都比农村要好很多，我想让孩子从小在城里接受教育。 ”

（以上稿件源自《中国教育报》，有节略）

“想让孩子在城里受教育”

拿什么
将教师留在乡村

热点关注热点关注

问题篇 支招篇

今年寒假前，太原市某小学二年级学
生家长薛先生特地置办了一点儿年货，想
要感谢一下自己孩子的老师。 但令薛先生
没想到的是，自己老家的这点儿土特产愣
是没送出去。 孩子的老师不仅没有收自己
的礼物，而且还要在寒假期间到薛先生家
进行家访，解答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薛先生感到十分高兴。 而同
在太原的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陈老师这
个假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本来想在
这个寒假聘请一些一线教师到自己的培
训机构代课，但是现在这个愿望根本实现
不了。

不吃请、不收礼、不有偿补课，这些最
基础的从教行为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好
却很难。

近日，为加强教师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自觉抵制有违师德规范要求的不良倾向，
太原市教育局将从最基础的从教行为抓
起，对全市教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主题教
育活动。

底线要求：“三不、三多、三认真”

据了解，此次教育活动是以“规范从教
行为、弘扬高尚师德”为主题的“三不、三多、
三认真”系列教育活动，“三不”：不吃请、不
收礼、不有偿补课；“三多”：多读书、多与家

长沟通、多关爱学生；“三认真”：认真备课、
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 太原市教育局负
责人表示，这些要求是对教师的底线要求。

具体说来， 教育局首先要求各校组织
教师签订以“廉洁从教、依法治教、依法施
教”为主题的“三不”责任书，并主动接受各
界监督。

“三多”系列活动，要求学校在活动期
内组织全体教师开展 1 至 2 次读书心得交
流活动， 而每名任课教师走访 5 名以上学
生的家庭，重点帮扶 2 名以上“学困生”。教
育局鼓励各校创新性地开展各种服务学生
的活动，如“教师课后在教室多待两分钟”，
为学生及时答疑解惑。

“三认真” 活动主要是规范教师教学行
为，要求教师在常规备课过程中既要备课程
标准、备教材、备资源，又要备学生、备方法、
备过程。 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要明确教学目
的，保证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合理地选

择和运用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在课下，教师批改作业要做到要求严
格、处理及时、批阅规范、批阅量足额，做到
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学生，手中有方法。

让教育因公益而美丽

或者出于感激，或者出于沟通需求，家
长给老师送礼、请老师吃饭等现象并不少
见。 “近些年社会上拜金思想严重，家长们
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喜欢用自己认为管
用的方式与老师交流。 ”来自太原市的一
位家长表示。 “老师收礼就像医生收 ‘红
包’一样，极大地影响了教师队伍的形象。
家校沟通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方式上
来。 ”太原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

“吃请、收礼”不允许了，取而代之的是
更加人性化更加纯洁的家校沟通方式。 据
了解，教育局和学校要在活动期间，组织师

生和家长开展“学生及家长对教师的期望、
教师对学生及家长的寄语” 等问卷征集活
动，加强家校沟通，加深师生感情。同时，要
求学校通过微信、qq 群等免费平台搭建家
校沟通桥梁。

在严禁“有偿家教”的同时，太原市教
育局出台了更加惠及学校及家长的政策。
寒假里， 学校将组织多种形式的家长和学
生接待日活动， 重点解决寒假期间学生的
学习困难， 解答家长在教育孩子中遇到的
困惑。 提倡教师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利用
“名师公益”工程服务平台 ,为学生和家长
答疑解惑，塑造教师良好的公众形象，传递
“教育，因公益而美丽”的理念。

师德建设永远在路上

为了将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在各学校组
织教师签订“三不”责任书的同时，太原市教

育局要求建立以各县（市、区）教育局局长和
各校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活动领导小组，各
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要设立举报信箱及
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 同
时，要充分发挥督学的监督检查作用，发现
问题并及时督促学校整改。 如果遇到师德问
题， 广大家长可以拨打学校的督学电话，也
可直接向市教育局反映情况。

教育局特别指出， 教师严禁体罚和以
侮辱、歧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严禁索要
或者收受家长、学生财物；严禁组织、要求
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者组织、参与
校外培训机构对学生的有偿补课。 对违反
规定的教师，一经查实，将依据教育部《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
规定，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和记过处分，降
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 撤销专业技术职务
或者行政职务处分，开除处分。

太原市教育局局长马兆兴表示， 抓师
德建设， 就像中央抓反腐一样， 永远在路
上，不搞“一阵风”，并将主动接受媒体和群
众的监督，对于一些教师吃请、收礼、有偿
家教等问题将严肃问责， 广大教师必须严
格遵守宪法及教育法律法规， 自觉遵守教
育部在师德师风方面的规定。 通过此次活
动，让教师知底线、明要求、改行为，做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
之心的“四有好教师”。

山西太原：从底线入手涵养师德
师德建设师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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