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6 月 15 日， 教育部在北
京举办专题研究班， 就深入贯彻落实
《计划》进行研究部署。

2015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 教育
部在湖北宜昌组织召开全国《计划》实
施办法制订工作现场会。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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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省级版”
□ 陈国华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国已有27个省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下简称《计划》）地方实施办法。这些省级实施办法，给当地乡村教师带
来了怎样的改变？乡村教师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这些实施办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或完善？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政策研究者对此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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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目前，28 个“省级版”实施办法虽然不
乏政策创新，但仍有几个问题需要在执行
过程中注意。

在 “留得住 ”乡村教师方面下功夫 。
各地制订了多样化乡村教师补充渠道 ，
如本土化培养 ， 招聘特岗教师 、 退休教
师、支教教师到乡村任教等。 而问题的关
键是要更多地考虑如何让应聘的乡村教
师能够留在乡村学校而不流失 ， 否则乡
村学校就变成 “铁打的营盘 ”，教师成为
“流水的兵”， 乡村学校成了为城市学校
培养熟练教师的“培训基地”。 所以，方案
的制订和实施要更多地考虑到 “存量教
师”的未来和发展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及专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 防止
乡村教师大规模流失。

乡村教师编制标准需精确。 《计划》提
出，“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按照城市标
准统一核定，其中村小、教学点编制按照
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 ”，各
地也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但是，大部
分省份都没有对班师比的具体比例作出
明确规定，使该项措施操作性不强。 因此，
乡村教师编制的确定需科学评估教师工
作量，进而分门别类匡算教师编制 ，制订
出明确的乡村教师编制配置比例和办法。
不过，有的省份也作了相关规定 ，如福建
省提出，小学 31-200 人按班师比 1：1.7 配
备教师 ，10-30 人至少配备 2 名教师 ，10
人以下配备 1 名教师。

防止优秀师范毕业生流失 。 在各省
份的规定中，不乏“新招聘教师到乡村学
校任教一定期限”的规定，有的省份是两
年 ，如安徽省提出 “城镇学校新任教师 1
年试用期满原则上先到乡村学校任教两
年以上 ”，重庆市提出 “建立新聘教师到
乡村学校任教制度 ， 城镇学校新招聘教
师到乡村学校任教时间不得短于两年 ”。
调研中有地方教育局反映 ， 部分优秀师
范毕业生为了逃避在农村学校任教的强
制规定，毅然选择离开教师岗位 ，造成优
秀师范生流失。 因此，此项措施在执行过
程中， 需对新聘教师在乡村学校任教提

供工资 、住房 、通讯等便利条件 ，防止优
秀师范毕业生流失。

“一专多能”教师培养注重生源质量。
面向乡村学校定向招生 、 培养的全科型
教师或 “一专多能 ”教师 ，需要具有高素
质初、高中毕业生源。 而在目前乡村教师
职业吸引力较低的情况下 ， 定向培养很
难吸引到许多优质生源 ， 缺乏优质生源
的“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将影
响未来乡村教师的质量。 因此，全科型教
师、“一专多能”教师的培养，需要注重接
收有志于乡村学校从教 、 并具有较高素
质的初、高中毕业生加入未来教师队伍 ，
为乡村学校服务。

加强乡村教师培训的针对性。 《计划》
提出了加强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但乡村
教师更需要有针对性的培训。 乡村学校的
教学有其独特特点，如多科教学 、复式教
学、小班教学。 开发适合乡村教师实际教
学需求的培训课程，可以帮助他们更胜任
乡村教学工作。 地方师范院校和农村基层
中小学是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继续教育
的两个重要基地， 两者若能紧密合作，共
同致力于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则有利于农
村教师职前和职后教育的一体化，进而提
高农村教师教育质量和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 另外，高等学校应该加大对农村的研
究， 有针对性地研究各区域农村的特点，

根据农村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因地制
宜地开发农村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开设专
门针对农村教师生活和教育方面需要的
课程，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

各省份实施办法的制订只是《计划》实
施的初始阶段， 改变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地
位，还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落实实施办法。 贵
州和辽宁的实施办法中， 在每一项具体措
施后面都列有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 有利
于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和实施，值得借鉴。 我
们期待《计划》的出台和各省份实施办法的
制订，能真正增加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为乡村教育留住更多高质量的教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

制订《计划》实施办法，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是各
地落实《计划》、推进“十三五”时期当地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最先一公里。 2015 年 9
月 2 日，湖北省出台《关于加强全省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这是全国出台的首
个《计划》地方实施办法。随后，贵州、重庆、
辽宁、甘肃等省份也相继出台《计划》实施
办法。各地根据《计划》的总体要求，结合本
地区实际， 针对乡村教师 “下不去”“留不
住”“教不好”等突出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其中不乏一些政策创新。

总体来看，这 28 个“省级版”实施办法
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乡村教师本土化 、 全科型培养成趋
势。 《计划》提出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
校根据当地乡村教育实际需求加强本土
化培养，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 “一专多
能”的乡村教师 。 各地纷纷响应 ，提出定
向免费培养小学全科师范生的规划 ，并
且有省份明确了培养数量 ， 甘肃省甚至

提出 “精准免费培养 ‘小学全科 ’、‘中学
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 ”的实施办法 。 在
乡村学校不能实现按照学科配备教师的
情况下，全科型教师、“一专多能 ”教师或
将成为乡村学校教师的主体 。 但全科型
教师的职称评定政策需要提前规划 ，重
庆市提出了 “探索制定体现小学全科教
师职业特点的职称申报条件和评审标
准”，值得推崇。

差异化的城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 从
各省份出台的实施办法看，职称（职务）评
聘政策均有向乡村教师倾斜， 分别制订了
城市和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和办
法， 并保证县域内城乡学校教师岗位结构
比例总体平衡。如甘肃省提出“保证指标分
配乡村教师所占比例不低于人数比例，建
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湖
北省提出 “制定符合乡村教师特点的评价
标准”；安徽省提出“实现教学点中级岗位
全覆盖。评选特级教师，对乡村教师实行切
块单独评审”。乡村教师职称（职务）评聘的

另一个特点是， 不少省份提出了乡村教师
职称实行“即评即聘”，如贵州省“村小、教
学点教师职称实行即评即聘”；甘肃省实行
乡村教师“评聘合一”；海南省提出，凡在乡
村学校任教累计满 25 年，已取得高、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仍在乡村学校任
教“已评未聘”教师，可在全面推行职称改
革时一次性聘用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单向教师交流占主流。 《计划》提出，
“县域内重点推动县城学校教师到乡村学
校交流轮岗，乡镇范围内重点推动中心学
校教师到村小学、教学点交流轮岗”。各省
份出台的实施办法， 基本上都在鼓励、推
动和引导城镇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向乡村
学校流动。 目前教师的单向交流仍占主导
地位，乡村学校教师缺少流动和外出交流
学习的机会。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应
该是给予乡村教师更多流动的机会，给予
他们到县城、优秀学校学习的机会 ，而不
是让更多的县城、乡镇教师向乡村学校流
动，为他们职称评定增加砝码。 安徽省提

出了 “实施学区内中心校教师和村小学、
教学点教师的双向流动”、“推进乡村教师
校长到城镇学校挂职锻炼”， 是一种双向
交流的尝试，值得借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后勤服务社会化
等方式解决教师缺编问题。 在解决乡村教
师编制短缺问题上，部分省份也有创新。如
甘肃省提出，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
决乡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炊事员、校医、保
安等工勤人员配备问题；河北省提出，深化
中小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逐步压缩
非教学人员编制。 对适合社会力量提供的
工勤和教学辅助等服务， 探索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 纳入当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
目录， 所需资金通过合理渠道和方式妥善
解决；黑龙江省规定，探索将炊事员、校医、
保安等一般性教学教辅和工勤岗位不再纳
入编制管理范围， 并在核定的编制总量内
确定相应用于购买服务的编制数额， 将其
作为财政经费支付的依据， 不得再重复招
录补充人员。

“省级版” 大看点

2016 年已扑面而来。
我是“80 后”，生长在农村，读书在县

城，求学于外地，工作回家乡，执教在中学。
学校是农村中学，学科是偏远科目，经验是
刚刚起步，工资是羞于启齿。每天每月每年
重复，备课、上课、改作业、批试卷、交材料、
开会、职评、应对检查。早上起得很早，晚上
睡得很迟。住在租的房子里，忙在简陋的办
公室，上课在普通的教室里，年龄在一天天
增长，工资只一年年挪动。妻子孩子需要照
顾， 父母长辈年老体弱， 兄弟姐妹各自负
担， 亲戚朋友各奔东西， 领导同事各忙所
以。 日常花销，份子钱，房贷，车险，过年的
压岁钱，请客的买单钱，处处都要花钱。 敬
领导，近同事，远是非，拉关系，送人情，时
时都要留心。 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心
理的压力，压得岁月都弯下了强壮的腰。

但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无欲则刚，海
容乃大。 岁月在“80 后”额头已经刻下皱
纹，岁月也给了“80 后”腰包鼓鼓的行囊，
给了“80 后”脑袋满满的思想。 想想孟子的

话，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天，俯不愧
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这真是让人欣慰的
事情，让人高兴的拥有。 虽然收入微薄，但
足以饱一日三餐，足以暖一夜寒冬，足以着
整洁新衣。虽然待遇一般，但也在城里买了
房，家里买了车，腕上买了表。 地位虽然普
通，但可以站在讲台上激情飞扬，坐在办公
桌前大笔挥洒，跑在球场里驰骋纵横。虽然
长相平凡，但也有爱情甜蜜蜜，也有亲情乐
融融，也有友情乐哈哈。

我是农村教师，刚工作时租房，特别想
住在学校内。熬到学校有了公租房，同事们
纷纷招考，又从学校里考出去了，从农村到
了城市。来的教师没有走的教师多，老教师

没有年轻教师多。许多孩子随父母进城，空
出了成排的教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
学生的教师和没有教师的学校， 让教育怎
么揭锅？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
仿佛是我们农村教师的无奈， 一种无奈的
面对，一个无奈的现实。

但天佑良善， 所有的无奈在太阳升起
后一扫而去， 所有的失望在孩子进到教室
后一笑而去， 所有的悲伤在时间的指缝里
轻轻而去。农村有农村的条件限制，但也有
自身的优势，中国农村在大发展。农村教育
有农村教育的发展限制， 但也有自身的实
力，我所在的长丰县近年来发展较快较好，
长丰教育发展也在逐步提升， 我们学校发

展也从未停步。学校的楼房拔地而起，教师
们安居乐业，学生们歌声嘹亮。危房改造让
学校变得更美了，旱厕改造就快结束了，塑
胶跑道运动场即将开工， 今年就会建成投
入使用。针对学生的基础，我们提出了特色
化、多样化办学思路，体艺“2＋1”活动课程
实施，学生社团活动开展，这些都极大地丰
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提高了学生们的
能力和水平。

如果教师的工资可以再涨一些的话，
我们的日子又可以好过一些。 简简单单的
想法，普普通通的过活，芸芸众生不坐等不
苛求不奢望， 凡夫俗子不认输不矫情不折
腾。 但有一点必须突出，那就是，我们身处

于偏僻乡间，但思想不能落后；办学条件简
陋，但精神不能颓废；学校基础薄弱，但努
力不能停下。给我一块石子，也希望把它雕
饰成金。给我一截木材，也希望把它雕饰成
才。农村孩子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需要另外
一支庞大的农村教师群体来呵护， 我们就
是。 如果我们还在校园，我们还在课堂，还
在教学， 那就做到吧： 有再多的怨恨和责
骂，走进课堂必须忘记痛苦；有再多的不满
和不公，看到学生必须展露笑容。孩子是家
庭的希望，教育是民族的希望。不管我们在
闹市或是乡野，教育之初心不要轻易忘却。
我不知道今天校园中的人们有多少将离开
或成就他业， 但我知道大多数教师都将留
下来，坚持下去，甚至终老于此。 那就继续
吧，拼搏吧，年轻的人们！

让我们爱无限，爱生活，爱青春！ 让我
们为已经到来的 2016 欢呼！为我们伟大祖
国欢呼！ 为我们家人、朋友欢呼！ 为我们自
己欢呼！欢呼吧！所有的人们！ 你好，2016！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长丰县朱巷中学）

期待更加美好的 2016年
□王孟军

政策实施 大建言

类别 省份
出台时间
（2015）

已出台
地方
实施
办法

湖北 9 月 2 日

贵州 9 月 16 日

重庆 9 月 18 日

辽宁 10 月 19 日

甘肃 10 月 27 日

河北 10 月 29 日

安徽 11 月 18 日

海南 12 月 8 日

上海 12 月 11 日

黑龙江 12 月 16 日

江苏 12 月 18 日

山东 12 月 18 日

河南 12 月 19 日

福建 12 月 20 日

江西 12 月 21 日

吉林 12 月 24 日

山西 12 月 25 日

西藏 12 月 27 日

青海 12 月 28 日

内蒙古 12 月 28 日

新疆 12 月 29 日

宁夏 12 月 29 日

湖南 12 月 29 日

天津 12 月 30 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2 月 30 日

云南 12 月 31 日

陕西 12 月 31 日

四川 12 月 31 日

北京 -

浙江 -

广东 -

广西 -

未出台
地方
实施
办法

�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湖北省十堰市郧
阳区青曲镇中心幼儿
园一批贫困家庭幼儿
都领到了一份特殊的
新年礼物———学前教
育资助金 1000 元。

张传郧/摄

茛图片新闻

注： 本表格统计时间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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