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特岗教师再加一把油
□吴秀颖 具贞爱

“特岗计划” 自 2009 年在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以来， 吸纳了大批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教育工作， 不仅
逐步缓解了全州农村师资总量和结构不
合理问题，而且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效显著。

但是， 在针对特岗教师队伍建设的
专项调研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较为严
峻的现实问题， 如偏远地区特岗教师稳
定性较弱，留任率低；特岗教师的专业培
训缺乏针对性，校本培训工作难以开展；
特岗教师管理制度不完善， 专业发展受
到制约； 心理问题和婚姻问题成为特岗
教师日常生活的主要困扰； 特岗教师对
教研工作普遍不重视，科研能力较弱；教
育行政机构与学校对特岗教师的关心力
度不够等等。

特岗教师现在正成为农村教育一支
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因此，如何精准为特
岗教师能力提升服务， 加紧解决特岗教
师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以政策和制度
保障为特岗教师助力，迫在眉睫。

设立特岗教师奖励基金， 实行工资
梯度制度

由于农村在居住、交通、娱乐、信息
等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城镇， 导致许多师
范院校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工作， 即使去
了也难以安于现状。调研发现，特岗教师
的流动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从农村学
校流向城镇学校， 从交通不便学校流向
交通便利学校， 从力量薄弱学校流向办
学成效较好的学校。一般来说，距城镇越
近的农村学校的特岗教师稳定性越强。

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关注和扶持农
村学校发展， 特别是因交通或其他原因
发展落后的农村中小学校， 努力做到各
方面政策向这些学校倾斜； 二是在各县
市建立特岗教师专项奖励基金， 通过制
订“特岗教师年度考核奖励办法”、“优秀
特岗教师评选办法”、“三年服务期满特
岗教师留任原单位奖励及津贴补助办
法”等奖励制度，表彰作出突出成绩和贡
献的特岗教师， 吸引优秀人才服务农村
发展农村， 逐步形成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的长远办法；三是设置工资梯度制度，根

据国家颁布的特岗教师评价制度， 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 参考学校环境、 交通情
况、业务能力、工作量等因素，将特岗教
师工资设置为最低工资梯度、 中等工资
梯度和高等工资梯度， 明确三个不同梯
度的评价标准， 确保福利待遇向薄弱学
校倾斜，激发特岗教师工作积极性。

落实特岗教师针对性培训， 提升专
业发展自主能力

对特岗教师的培训， 应注重其知识
和能力的全面发展， 同时兼顾个体的差
异性。调研发现，目前培训存在的最大问
题是缺乏针对性， 使特岗教师上岗之后
有准备不足的感触。 在与特岗教师的访
谈中了解到， 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参
加课堂观摩学习， 特别是以提高教学实
践能力为主的培训。

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将每年新招聘
的特岗教师与县市骨干教师结对子，接
受为期一周的备课、听课、上课等系统的
基本功培训； 二是每学期组织一次特岗
教师汇报课活动， 并邀请相应学科教研
员现场点评； 三是让特岗教师参加县市
教科所组织的教研培训， 有计划有步骤
有目的地开展教研工作， 把课堂教学与
课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在部分难
以开展校本培训的学校， 采取邀请城镇
优秀教师专题授课、 组织特岗教师集中
培训、 鼓励学校之间结成姊妹校等多种
形式,在各领域展开学习交流与合作。 上
岗后的培训根据农村学校教学人员紧缺
的现状，可安排在假期集中培训，采用专
家讲座与一线优秀教师授课相结合的方
式或导师制方式，紧贴农村教学实际，着
重传授教学经验， 推动特岗教师专业成
长。 建议教育相关部门聘请专家学者和
中小学特级教师组成专家顾问团， 定期
与特岗教师展开交流研讨，答疑解惑，保
障其专业水平的提高。同时，学校定期组
织集体备课，举办说课讲课比赛，有条件
的学校可以组织教师联谊、拓展训练、团
体心理咨询等活动 ， 还可以通过建立
QQ 群、讨论组等方式，增强团队意识，
拓宽交流渠道，增进同事之间的友谊。

针对部分特岗教师对教研工作不
重视、缺乏主动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积

极性问题 ，我们建议 ，一方面应引导特
岗教师成为教学的“研究者”，积极参与
教学实践活动， 提高自主教研能力；另
一方面应在学校内部或县市范围内经
常性地开展教学交流活动，为特岗教师
学习培训创造机会，促进特岗教师自我
反思和专业成长。 此外，还可以让特岗
教师每年开展一项课题研究 ， 以研促
学，以研促发展。

科学合理安排工作量， 关注心理健
康和婚恋问题

调研发现， 延边州农村学校普遍存
在特岗教师工作量承担不均的情况，有
的特岗教师教学任务多工作量大， 有的
学校音体美特岗教师的课时很少， 不同
年级的特岗教师工作量差距很大。

对此， 我们建议学校管理者为特岗
教师科学分配工作任务， 务必使每位特
岗教师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和专注度，减
少工作量两极分化的情况发生， 同时为
特岗教师订阅相关学科的报刊杂志、建
立电子阅览室、补充必要的教学用具等，
努力为特岗教师营造一个相对舒心愉悦
的工作环境。

除了改善外部教学环境， 关注特岗
教师的心理健康、 家庭情况和婚恋问题
同样至关重要。 特岗教师多数年轻且缺
乏经验，自我调节能力不足，面对困难缺
少客观准确的应对方法， 往往会引发各
种心理问题。 学校管理者应及时发现特
岗教师出现的抑郁、焦虑、教学积极性不
高、情绪不稳定等心理问题，通过谈心、
心理咨询等方式查找问题根源， 切实解
决特岗教师心中的疑虑困惑和现实困
难。另一方面，这些心理问题的出现又通
常与家庭、爱情、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关，
尤其是婚恋问题会对特岗教师工作的稳
定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访谈中有校
长提到， 凡是在当地找对象或者结婚的
特岗教师大多数会选择留校继续任教。

特岗教师是发展农村教育的持续力
量，将在未来的农村教育中起到主导作用。
因此， 全面加强特岗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件
需要长期抓好、抓细、抓实的重要工程。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教育科学研究院）

□本报记者 刘 婷 康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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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苏孟影：乡村“孩子王”青春不惆怅

苏孟影从小在县城长
大。上大学期间，她无意中
在网上看了一部电影《孩
子王》，从此心里影影绰绰
地就有了去乡村当“孩子
王”的念头。大学毕业后，
她通过“特岗计划”回到家
乡，如愿成为一名快乐的
“孩子王”。

眼前的苏孟影白净利落，架在脸上的
近视眼镜，左下角贴着漂亮的粉钻。

“嗯，我可爱臭美了！ 我的学生也跟我
一样，可爱美啦！ ”见记者关注到眼镜上的
细节，苏孟影快人快语，透出丝毫掩饰不
住的开朗大方。

来到苏孟影所带的六年级，听说是要
采访苏老师，孩子们纷纷举手 ，七嘴八舌
地说开了：“苏老师最好看”，“苏老师就像
我们的姐姐 ”，“我爸爸妈妈都说苏老师
好”，“苏老师最爱跟我们比赛了， 她打乒
乓球老输”……

平凡如我，竟然被称为“最”了

苏孟影出生在吉林省长岭县城，家中
还有一个弟弟。 大学毕业后，苏孟影先是
通过“三支一扶”计划，到离家三四百公里
的东辽县金州小学当教师。 两年支教期满
后，因惦念在家的父母和弟弟 ，苏孟影参
加了长岭县“特岗教师”招聘考试，并被顺
利录取。

苏孟影被安排到长岭县三十号乡三
十号村小学教书，学校就坐落在三十号村
的西北角。 当弟弟开着车子一路颠颠簸簸
两个多小时到达学校后，苏孟影心里隐隐
有些后悔———这个地方还不如以前教书
的学校呢。

刚进校门，中心学校校长郑善权便迎
上来帮她提行李，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欢
迎你啊，小苏老师，你可是我们这里第一
个大学生呢。 ”

苏孟影说：“那一瞬间，我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心咚地跳了一下。 平凡如我，在这
里竟然被称为‘最’、被称为‘第一个’了。
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顿时升上心头。 ”

三十号村小学有 6 个教学班 250 多名
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全校 12 名任
课教师，大多数已是“50 后”。 苏孟影的到
来让大家感到既惊喜又振奋———因为这
所学校已经近十年没有进过一名年轻教
师了！

学校条件简陋，也没有专门的教师宿
舍，郑善权安排苏孟影与同校的一位女教
师一起住在校外租的宿舍里，“宿舍干净
整洁，有家的味道。 两个人住在一起，相对
比较安全。 ”苏孟影说。 平时，每到周末，她
就会和几位家在县城的教师一起，搭郑善
权的顺风车，一路说说笑笑回家。 到了周
日晚上，大家又相约回学校。 就这样寒暑
往返，不知不觉间，苏孟影已经来学校三
年了。

“小苏老师是个教书的好苗子 ”，“小
苏老师聪明，有上进心，有干劲”，“看到小
苏老师，仿佛就看到了我们农村学校的希
望”……座谈的时候 ，学校的老教师纷纷
夸起苏孟影。

苏孟影究竟有什么绝技， 能让校长、
教师、学生一致对这个新教师翘起大拇指
点赞呢？

在三十号乡放了一颗“卫星”

苏孟影接手的第一个班是五年级，听
说这个班的孩子很淘气，而更要命的是一
上来就要担任班主任。

这的确是个“糟心”的班！ 一个星期观
察下来，苏孟影发现，班上学生有许多“不
一般”，比如上课随便学人说话 ，爱说谎 ，
听讲不认真，作业完不成，团队意识不强，
班级活动很难开展……面对年轻的苏孟
影，学生们感到兴奋，但更多的是“挑衅”。
这可咋整啊？ 苏孟影心里真没底。

这时候，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 正
是这件事的处理，让学生们“服了”。

学校六年级有个男生，经常欺负低年
级学生。 有一天，这个男生在校门口与苏
孟影班上的女生打起来了。 按照常规对这
类事件的处理，肯定是各班教师把各自学

生带回去“自行教育”。 但是苏孟影没有这
样做。 她找女生问清了“打架”的原由后，
利用午休时间，专门去找这个男生“聊天”。
一个多小时“聊”下来，这个男生主动来到
班上向那个女生道歉， 并保证今后再也不
打架了。 从此，这个男生果真再也没有打
架， 而且带头帮助教师维护上学和放学的
路队秩序。

苏孟影从此在学校名声大振， 在教师
和学生眼中，“还是小苏老师有办法！ ”

接下来， 苏孟影开始进行课堂学习状
态改造。

苏孟影设计了“星星评比台”，评比的
内容有作业、纪律、卫生、听写、班级贡献
等，一周一评比，学生攒够 20 分就可以到
她那里换取一个文具。 后来，苏孟影发现获
得奖励的总是那几个表现好的孩子， 于是
又将评比活动升级为小组评，10 人一个小
组，每周评选优秀小组、优秀个人、优秀组
员班干部等，每周进步最快的小组和个人，
都能获得苏孟影向家长打报喜电话的奖
励。 一段时间后，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表
扬，苏孟影又将小组改为 4 人一组。

通过“星星评比台”活动，班级学习风
气越来越浓厚， 学生之间互助友爱的意识
也越来越强，参加集体活动的获奖率大幅
提升，学生的精气神越来越足。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苏
孟影将班里的事务具体化， 让学生竞聘领
岗负责。 比如，值日组长负责安排值日到
人， 学习组长负责检查作业并汇报完成情
况，英语课代表负责早晨和中午的课文领
读，劳动委员负责分配清扫任务，体育委员
在放学、集会时负责组织站队，学习班长负
责教师不在班级时布置学习任务和组织学
习。 工作出色的组长和班干部将获得加星
奖励。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了，
班级一盘散沙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比如，冬季校园扫雪，苏孟影班上只有 21
人，班级人数最少，但是每次他们班都是扫
得最快最干净的。

在教学上，苏孟影将诗歌快板、朗诵比
赛、课本剧表演、你划我猜等多种学习方式
引进课堂，使每一节课都变得趣味盎然。

让苏孟影感动的是，学生们变得特别爱
上学了。冬季的早晨，东北的气温非常低。学
生们却总是赶在苏孟影到学校之前，就把班
里的炉子生好，主动组织晨读和晨练。

2015 年，这个班的学生毕业了，他们
一举取得全县小学第九名的好成绩。 这无
异于在三十号乡放了一颗“卫星”，家长们
口口相传， 一些将孩子带到异地求学的家
长开始把孩子转回村小就读。

三十号村小学的全体教师们也感觉到
了一种久违的荣誉，“多来几个苏老师这样
的特岗教师，咱们农村学校就有希望了！ ”

“孩子王”真功夫在“诗”外

学生良好成绩的取得，看似出自课堂，
但苏孟影却觉得，“真正的功夫在课堂外”。
她感悟到， 要想让学生接纳学习， 接纳教
师，教师就必须走进学生的世界。

苏孟影开始使出十八般武艺， 跟学生
一起疯，一起玩。

于是，所有的课间，苏孟影几乎都和学
生泡在一起。 打乒乓球、篮球，踢毽子，跳大
绳，下五子棋，玩丢手绢、老鹰抓小鸡、木头
人游戏……事实上， 苏孟影只有踢毽子能
赢学生，其余的活动都是陪练。 但是孩子们
丝毫不“嫌弃”她，苏孟影输了也不觉得尴
尬，师生乐此不疲。 苏孟影还编排了《小苹
果》《踏浪》《向前冲》等音乐节奏的课间操，
每天全校师生一起做，场面蔚为壮观。

带学生们撒欢儿玩的同时， 苏孟影也
开始不动声色地改变学生们的不良习惯。

有个女生学着电视上的选秀节目染刘
海、烫卷发，苏孟影教她梳头，与她聊天，慢
慢地女孩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学生爱吃一种叫辣皮的零食， 苏孟影
提出谁要买辣皮就得请全班同学一起吃，
精明的学生立马就“收手”了。

学生小淼爱打电子游戏， 家长对此束
手无策。苏孟影跟家长约定，每周选一天为
“禁止游戏日”， 只要孩子做到就能得到嘉
奖。 小淼从开始每周一天不打游戏慢慢发
展到两天、三天，最后完全戒掉了游戏瘾，
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许多学生很久都不剪指甲、理发，苏孟
影放言“我要亲自动刀了”，孩子们嘻嘻哈
哈赶紧把自己拾掇干净了。

学生小鹤抽烟、 喝酒、 擂肥学当 “老
大”，别的班级都不要他。 苏孟影发现他爱
劳动，就封他一个“劳模奖”；发现他某天字
写得很工整，就大呼小叫称要拜小鹤为师。
被“捧上天”的小鹤开始拼命练字，主动学

习，积极为班级做事。 很快，成绩上去了，
品行也上去了，真正成为班级 No.1。

学生小迪经常完不成作业， 各科成绩
不高， 严重缺乏自信。 苏孟影巧妙地将她
和几个成绩不如她的学生分在一组，一周
后， 她成为小组第一名。 尝到成功滋味的
小迪一下子信心点燃了。 慢慢地，她不仅
作业能按时完成，而且成绩不断进步。

苏孟影从不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批评犯
错误的孩子，而是带着学生去操场“散步”。

从 2014 年起， 苏孟影开始 “偷拍”学
生， 她的手机里存着几千张照片和多段视
频。 2015 年她的第一届学生毕业，苏孟影
把这些照片放进自己的个人空间， 建立了
“班级相册”。 那一天，她的 QQ 空间访问
量达到 100 多人次， 学生们和家长们边看
照片边流泪边欢笑，学生们相约以后每年

要回学校跟苏孟影照一张合影。
“苏老师，我们想永远做你的学生。 学

生们在她的空间深情地留言。
“在我心中，苏老师就是我的姐姐。”已

经升入初中的王明静说。
对于苏孟影和孩子们的亲密关系，郑

善权也由衷地赞扬：“小苏老师真是我见过
的最会与孩子沟通、做家长工作的老师。几
次听她在我的车上接家长的电话， 听得我
在心里暗暗叫好！ ”

而苏孟影对自己的评价却相当有个
性，她说：“嗨，实话说吧，我天生就是一个
孩子王、女汉子！出得起洋相，卖得了萌；当
得了严师，也低得下头。只要有利于孩子们
健康快乐成长，我是豁出去了。 再说了，在
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感受到了那种传说中
的幸福感！ ”

不仅在吉林省，在全国，在成千上万的乡村学校，活跃着一大批像苏孟影这样的特岗教师，他们用自己的
青春和智慧，为乡村教育撑起一片蓝天。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特岗教师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 如何
实现对特岗教师的精准服务？如何实现特岗教师群体素养的整体提升？如何让特岗教师真正把根留住？ 本期
刊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此问题的调研文章，希望能给相关部门以启示。 ———编者

改革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