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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还没有达到稳固的阶段，虽然国家在乡村教师发展方面做出了许多扶持计划，

但是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面临的许多困境仍需要正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淡薄，教育研究能力不足，教师工作负荷超重。为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增强乡村

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反思研究能力，投入对乡村教师的人财物的扶持力度，提升乡村教师的

入职前后的职业认同，进一步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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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not yet reached a solid stage, although the 
country has made many support plans in rural teachers’ development, but rural teachers’ 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 is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to face up to,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dilemma: weak sense of professional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re-
search capacity, teachers overweight workloa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uncertainty. In or-
der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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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enhance the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conscious-
ness and ability, to reflect on the research ability, to invest in the support of rural teachers’ people 
and property, and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rural teachers before and after their en-
try into the profession. We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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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的通知，这有利于推动我国乡村教育事业的

发展，乡村教师在教育发展中举足轻重，解决好乡村教师的问题，就能进一步解决好乡村教育问题，从

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减小城乡差距。但是在“支持计划”实施的阶段中，乡村教师仍然面临很

多难题：第一，仅仅依靠乡村补贴或者其他物质上的补给也无法留住乡村教师，第二，乡村教师长时间

在贫困边远地区生活与工作会引起教师的职业倦怠，许多教师缺乏工作的激情与兴趣，这不利于教师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很难保障教师专业发展的质量，第三，乡村教师因为职业倦怠而缺乏自身的学习动

机和内驱力，虽然国家和政府大力扶持乡村教师，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外部支持条件与自身的内在动

机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自主发展道路。 

2. 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第一，我国城乡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差距尤为突出，虽然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扶持乡村，但是由

于乡村地理位置偏远导致的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经济发展落后等问题减慢了乡村发展的步伐，尤其是

教育问题，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乡村教育更是影响社会公平的关键因子。相比于城市教师，乡村

教师的整体素质、薪资待遇、生活幸福指数大多都低于城市教师。尽管城乡各个方面都存在差距，但是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主体，一个优秀的乡村教师具有培养人才反哺乡村的作用，进一步

发挥教育的隐性功能促进乡村政治经济的发展[1]。 
第二，基础教育是学生中受教育的起始阶段，为了能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受到公平的教育，特别是乡

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这也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迫切性。乡村留守儿童面临的不止是教育问题，

也有关于家庭等一系列问题，加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为更多的留守儿童带来温暖和鼓励，这需要乡村

教师从专业知识、专业理念、专业能力、专业行为等各方面进行提升。这也是乡村教师的一大挑战与使

命。 
第三，我国教师的整体师资水平还有待提高。有许多教师入职过后就安于现状，只完成自己的教学

任务，其他的教研与进修也流于形式，出现了工作的倦怠期，缺乏积极上进的进取精神。特别是乡村教

师，留在乡村的教师许多都是所谓的被城市淘汰的教师，至少社会大众对乡村教师的误解是比较严重的，

乡村教师队伍的结构远不如城市教师：学历水平普遍偏低、入职前和入职后专业发展条件有限，特别是

入职后的条件更为限制，乡村教师领会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深度不够，很多乡村教师对教材没有滚瓜烂

熟，教学方法与技术的运用简单。自身现实条件与理想的教师队伍之间的差距本来是我国历史形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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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育劣势[2]。 

3.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 

(一)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薄弱 
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新时代的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树立终身学

习的意识、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许多教师有献身乡村教育的决心，想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乡村教育，

凭着一腔热血来到乡村，但在乡村教师扎根于乡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理想被现实浇灭产生了职业倦怠，

许多乡村教师失去了教育的热情和兴趣，甚至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情绪。乡村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理

想的支撑，就有可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内心缺乏积极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甚至一些安于现

状的老师与时代脱轨，不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知识、信息技术知识，更何况在偏远落后的乡村，如果没有

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很有可能会被时代淘汰。 
(二) 教育研究能力不足 
教师具有多重角色，其中一个就是教育研究者，教师可以通过像行动研究、校本研究等方法去更新

教育教学观念、改进教育教学技能，进而转化为教育教学成果。但是在乡村中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让

许多老师严重缺乏科研能力。从外在因素来看，有乡村科研经费不足、技术设备物资有限等，这让很多

课题难以顺利展开，也容易打击乡村教师的科研自信心，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渐渐的忽视自身科

研能力的提升。从内在因素看，主要还是乡村教师科研能力有限，一方面，乡村教师对科研方法的选择、

研究过程的设计、研究结果的探究分析能力都缺乏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再进一步把科研成果转化到实践

中去运用对乡村教师来说更是一大挑战。教师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由

于科研能力不足、探究意识缺乏，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也到了很难突破的瓶颈期。 
(三) 教师工作负担过重 
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让许多教师忽略了自身的专业发展。在工作时间方面，在赵新亮学者的调查中

乡村教师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为 9.27 小时，最长工作时间高达 16 小时，43%的教师每天工作时间在 10
小时及以上，13%的教师每天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及以上[3]。教师的工作时间过长让乡村教师根本就没有

时间去注重自身的发展。还有很多乡村小学采取复式教学的方法，这给乡村教师带来了更大的教学负担

与压力，包括班级的管理与组织压力、学生生活成长的压力、不同年级的教学重难点、各学科的教学任

务等，甚至还有乡村留守儿童等各方面的压力，教师没有过多的时间的精力去关注自身知识与技能的提

升。而且有许多去乡村任教的老师远离家乡，需要克服的压力更多是对家乡情感的依赖。在内外双重负

担下，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任重而道远。 

4.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 

(一) 增强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 
1、撰写教师反思日记，提升专业能力 
一个优秀的教师是在不断的反思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乡村教师无论是在日常的教案备写、课堂组织

管理、还是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或者是家长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很多的教学反思内容值得用笔写下来，

虽然有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随笔记录，但是对于教师的专业反思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通过自己

撰写的教学反思，找出自己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的优点与缺点，找到自己的不足，再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发现自己的优点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进行课题研究。总之，

教学反思是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有效措施[4]。 
2、拟定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明确专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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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是教师根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为达到一定的专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发

展计划与措施。教师拟定专业发展计划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最终实现自身的发展。乡村

教师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可以制定长期发展计划、中期发展计划、短期发展计划。长期发展计划可以

是乡村教师对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规划，明确自己的职业理想。中期发展计划是教师为实现长期发展计

划而采取的一系列可行性的目标与措施。短期发展计划更要具体可行并且能在有效的时间内看到成果。

教师拟定专业发展计划也可以通过乡村学校的发展来进行制定、也可以通过所处地方的政策帮扶来制定，

但最重要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计划与道路。 
(二) 加大对乡村教师的扶持力度 
1、保障乡村教师的财力支持 
乡村教师的教学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吃穿住行相较于城市教师来说较差，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

区。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个人满足低一级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动力与能力

[5]。政府要对教育投入更多的经费，芬兰国家教育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永远是第

一位的，大多数乡村地区是大班教学，班级规模超过 80 个学生，这让乡村教师教学压力更重，加大教育

经费投入，让乡村老师有更多的物质保障：有最新的图书可看、最前沿的期刊可查、多媒体教学设施可

用以及课题研究资金充足等等。适当的资金补助让乡村教师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有效促进乡村教师的发展。 
2、保障乡村教师的人力支持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人才输出进行培养。乡村地区师资力量缺乏导致许多乡

村教师工作量大，以至于没有时间进行自我发展。可以鼓励优秀的城市教师到乡村进行支教并出台相关

的政策保障，通过城市教师的优势带动乡村教师以弥补乡村教师的不足，让乡村教师学习更多的教育研

究、课程开发、教学管理、教学设计等知识与技能，城乡教师相互成长[6]。通过优秀人才的引进，增补

师资，减轻乡村教师的压力，让乡村教师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身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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