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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教师是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支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乡村教

育发展中担任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师计划”政策支持下，实施向乡村教育倾斜的教育政策，可以提

高乡村地区教育质量，缓解乡村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促进乡村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教育公平。但目前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依然面临着乡村教师结构不合理、工作激励机制有待强化、教育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

等挑战。因此，文章以“强师计划”为支撑提出要构建符合乡村教育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体系，

建立健全激发乡村教师活力的现代化薪酬激励机制以及着力推进乡村教师教育向信息化方向转型升级等

方法，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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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eacher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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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trong Teacher Plan” polic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inclined to rural 
educa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rural edu-
cation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nd Urban-rural Edu-
cation Fairnes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eachers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unreasonable rural teacher structure, work incentive mechanism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aching ability. Therefore, supported by the “Strengthening 
Teachers Pla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professional teacher team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modern salary incentive mechan-
ism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teachers,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
grading of rural teacher educ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dire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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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教师是乡村基础教育的核心和支柱，是促进教育资源平衡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关键人力资源

[1]。乡村教师资源的培养和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改革，2022 年 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以下简称“强师计划”)，旨在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

“强师计划”下探索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支持，面临的困境及提升路径，对推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及实现教育强国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2.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支持 

“强师计划”是聚焦我国基础教育教师建设纲领性文件，同“教师队伍改革”和“教师教育振兴”

构成“兴国必先强师”的战略布局，为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性支持。“强师计划”

中着重关注基础薄弱地区，从政策意义上指导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制度、教师建设体系等在基础教育领域

的资源布局，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 为推进乡村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提供保障 

乡村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教育发展受到区域文化传统、经济条件等多方面限制，已经成

为影响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而教师作为教育的中坚力量，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的关键。要实现

乡村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必须要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强师计划”中提出的关于乡村教师培养建

设，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对于构建优质教育机制发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发挥了重要

影响。 
“强师计划”中提出要根据乡村振兴和振兴教师教育相关要求，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施优秀教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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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培养计划、开展国家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试点以及建立国家师范教育基地，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行动指南和重要保障。着重关注了乡村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增强师资规模和提高师资素质并重，

以促进乡村地区基础教师队伍建设，为乡村教育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强师计划”深入分析当下乡村

教师建设的新特点和亟须着力点，对构建质量的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具有关键作用。 

2.2. 为提升乡村教师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提供条件 

教师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是教师实现自身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石，也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要

素。而乡村教师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面临着地域资源匮乏的制约，导致其接受系统专业教育和培训的机

会有限，专业知识形成可能存在短板。乡村地区相较城市，教育资源较为匮乏，教学资源也存在一定不

足，不利于教师教学技能得到锻炼，且教育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也不利于教师开拓视野提高综合素养。

“强师计划”针对教师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提升，提出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建立教师教育

协同创新平台以及深化精准培训改革。在师范教育改进教学教学方法，强化教育实践环节，提高师范生

的培养质量。并在教师教育协同培养中要促进高质量的课程资源共享、分享学科建设经验以及合作开展

教育科研项目，全面提高我国教师教育的质量。在教师技能培训中聚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教学方

法变革和优化培训内容、打造高水平培训内容。从师范生、教师教育以及在职培训三个方面形成完善的

培养体系，以全面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育质量。 

2.3. 为建立科学有效的乡村教师动态管理和评价机制提供支持 

完善的教师管理和评价机制，是保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而教师评价机制和管

理的缺失会造成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贡献不能得到公正的认可，从而降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

教师建设中普遍存在评价机制不合理、晋升机制相对狭隘、流动机制不健全、待遇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

题。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强师计划”中提出了优化教职工编制配置和教师资源配置、深化教职工改

革、加强教师工资待遇保障。在“县管校聘”实施基础之上，加大对乡村学校、薄弱学校的优质师资流

动力度，并要将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作为申报职称的必要条件。对长期在乡村学校工作

的中小学教师在评聘的时候可以“定向评价、定向使用”[2]。盘活用好事业编制资源，综合需求变化，

加强人员编制的动态调整。在工资待遇方面，做好向乡村学校、艰苦边远学校的倾斜，并要落实好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提高乡村教师地位待遇。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可以给予更加公正的职务晋升机

会，激发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内生动力。完善的薪酬激励制度可以改善乡村教师生活，提高乡村教师收

入，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建立科学有效的乡村教师动态管理和评价机制，对促进乡村教师队伍专业发

展、吸引和留住人才，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已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已有显著

的提高，使我国教育水平已经进入了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为我国建设成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

年来，在持续完善的教育体制、政策改善的基础之上，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已经得到了质的提升。

但是目前仍然面临着教师结构不合理、教师工作激励机制需加强、教育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 

3.1. 乡村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问题 

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是教育发展连续性的一个关键性影响因素，如果教师队伍老龄化严重，则不利于

队伍的新老交替和新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的注入。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20~2022》(以下简称

《发展报告》)中对 2020 年，31 省市 21278 名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55 岁以上的教师在整个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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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中所占比例分别是农村 8.8%、镇区 4.5%、城区 3.3%，乡村明显高于城区，其中乡村村小教师 50 岁

以上占整个教师比 20%左右[3]。在部分没有试行“特岗计划”的县，年龄在 29 以下的青年教师所占比

例还不到 10%，年龄在 55 岁以上的教师所占比例达 33.8%，乡村教师年龄结构分布不合理，教师老龄化

严重。在《发展报告》中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师班比进行了统计，其中全国范围内，小学的平均师班比

是 2.02:1，其中城区是 2.04:1，镇区是 2.11:1，乡村是 1.88:1，师班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乡村小学专任

教师配置明显不足。 

3.2. 乡村教师工作激励机制有待强化 

乡村小学通常地处相对交通不发达，相比城镇交通生活成本要高出许多。并据统计有超七成的义务

教育阶段的教育存在“一肩挑”的情况，尤其是在寄宿制学校，乡村教师从早上学生早自习到晚上学生

休息都需要陪着学生，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是日常工作常态。据《发展报告》中受访的乡村义

务教育阶段的小学教师中，县城学校的平均薪资是 3271，身处村屯学校的平均薪资是 4354 和 4417。虽

然相比县城工资略高，但是乡村教师的师班比要高于平均水平，工作生活环境，以及教学工作任务还有

照顾家庭这些方面都要多付出很多。《发展报告》中还显示，义务教育阶段连续工作 10 年的教师获得一

级教师职称的机会，城区是 5.3%，镇区是 4.0%，乡村是 3.5%，城区显著高于乡村。另外，《发展报告》

还对我国基础教育教育经费也进行了调查分析，2020 年小学方面全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是 11,654.53 元，比 2012 年的 6128.99 增长了 90.15%，其中农村为 11,178.71 元，较 2012 年的 6017.58
增长了 85.77%，落后于全国平均增速。从初中看 2020 年的全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用较 2012
年的增长 104.42%，其中农村地区的 2020 年较 2012 年增长 91.13%，也是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3.3. 教育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 

党的二十中提到“推进教育数字化”用数字化赋能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教育创新和教育模式

的改变，更进一步的促进教育公平。在《发展报告》中的受访的乡村学校有 81%的学校有多媒体专用教

室。其中受访乡村学校电子设备配置上一年在投影仪配置上 83%，电子屏幕或电子白板 70%，升级到本

学年的电子屏幕或者电子白板的 89%，在教师电子设备提升方面较上一年增加了近 19%。在关于受访乡

村学校多媒体教具使用频率中，虽然每天使用电子屏幕或电子白板占总受访率的 87%，但是超过 91%的

受访乡村教师只能使用设备播放课件，不会使用其他内置的教学辅助功能。乡村计算机课程有专业计算

机专业出身的教师任教的占比仅为 17%，一般是有其他学科教师担任，或者是非计算机教师担任，对新

的信息化数字化的普及和应用缺乏一定的教师资源。最终表现为乡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与信息化技

术水平匹配不足。 

4. 探索提升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活的灵魂”，是办好乡村教育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源泉。

探讨“强师计划”如何在乡村教育领域扎根萌芽，使政策能结出丰硕成果，进而推动乡村基础教育高质

量，为发展振兴乡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强师计划政策支持下，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教育

质量具有历史性机遇。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推动乡村教育发展，为乡村经济振兴、社会进步发挥乡村

教育的根本性作用。 

4.1. 构建符合乡村教育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体系 

构建专业化的乡村教师队伍，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的关键所在。这既需要坚持理论层面的指导，

又需要结合实践层面探索，才能使乡村教师得以不断地专业化成长。从理论角度，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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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教师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都需要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以推进自身专业能力的成长。针对乡村

教师发展的特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乡村教师发展的特殊性，构建系统的培养培训机制。通过理论的

指导实践，在培养、培养、管理各个环节形成完善的支持体系，乡村教师满足乡村教育发展需求。首先

要建立系统的乡村教师培训体系。河北省在师范院校学生培养的过程中，采取有顶岗置换的培养模式。

师范生用半年的时间到县以下的农村学校去顶岗实习，被顶岗的农村教师免费到师范院校及师范院校的

附属中学学习新课程、新理念、新方法。其次，要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建立导师制度帮助乡村教师成长。

四川省苍溪县和雨青川县以及甘肃崆峒县和西和县，依托“导师制”，并建立起一支具有本土化、特色

化和多功能属性的县级教师培训团队，有效助推了基层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导师到校通过“观察”“听”

“问”“查”“访谈”等方式发现问题，经过导师团队会诊给出几套解决方案，导师带着方案深入学校

解决问题并检验实施效果，后续会持续跟踪学校教师实践环节。最后要加强理论指导研究。湖南省创新

推进县域教师“教研训一体化”，以“问题–课题–主题”为主线，强化问题导向，着力解决乡村教师

长期存在教学、教研、培训三者脱离问题，为乡村教师发展提供质的飞跃。 

4.2. 建立健全激发乡村教师活力的现代化薪酬激励机制 

建立科学有效的乡村教师薪酬激励机制，是留住人才、提高教师队伍稳定性的关键所在[4]。根据教

师激励理论，合理的薪酬回报和公平的职称评定，可以更大限度地激发教师工作地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因此，在制定教师薪酬激励政策时，要遵循师资配置地基本规律，兼顾区域差异，建立适合乡村情况地

工资分配体系和职称评定机制。可以通过调整津贴补贴比例，设立专项奖励基金等方式，提高乡村教师

收入。也能优化职称评定的条件和程序，加大乡村教学实绩的考核权重。河南省实施“一补两贴”机制，

乡镇的教师可以每个月领取 200 元生活补助，乡村的教师根据每个县域领取 300~500 不等的生活补贴，

教学点的教师根据每个县域领取 500~800 不等的生活补贴。湖北省设立“湖北省乡村教师奖励基金”，

自该基金设立以来到 2022 年，通过多种途径共筹集资金 1850 万元，奖励乡村教师 6000 名，其中 2022
年募集 420 万元，奖励优秀乡村教师 1200 余名。多种补助和资金的倾斜，使乡村教师收入水平与城市教

师保持合理差距，更大体现乡村教师的工作价值。江苏省在《全省乡村教师职称评审政策若干意见》中

明确指出，对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实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倾斜政策，淡化论文发表、课题研究等

指标，加大师德素养、教育教学实绩和乡村任教年限权重。只有让广大乡村教师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

被重视和尊重，才能调动工作积极性，激发投身乡村教育的热情[5]。这就要求各级部门齐心协力不断完

善薪酬激励机制，真正落实政策，以人才支撑乡村振兴。 

4.3. 着力推进乡村教师教育向信息化方向转型升级 

推进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信息技

术的进步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也要求了教师要适应教育信息化进程，才能实现自身知识

结构和能力的更新升级。因此推进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对于构建一支适应时代发展、专业素质优良的

乡村教师队伍意义非常深远。一是乡村学校普及建设“智慧教室”，使教师获得优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如山东省在农村中小学推广“智慧教师”建设，通过智慧教室建设，农村中小学可以通过视频会议系统

与城市教育专家进行远程互动交流。城市教育专家可通过卫星和网络信号实时传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技巧，为农村教师提供远程指导。二是通过教育云平台为乡村教师提供在线培训。浙江省诸暨市

将“教育云”平台覆盖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基层有效辐射。三是发展移动

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覆盖面。如采取培训车道乡村学校进行培训，或设置县级培训中心等方式提高培训

覆盖面。乡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建设，不仅能够打破地域界限实现资源共享，使乡村教师可以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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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优质培训资源，持续更新知识结构。也能使乡村教师通过互联网更加便利地进行教学交流，丰富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进乡村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信息化时代转型地重要举措，对推动乡村教育公平

意义深远。 

5. 结语 

在“强师计划”政策支持下，实施向乡村教育倾斜的教育政策，可以提高乡村地区教育质量，解决

乡村教育资源紧缺等问题，推动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义务教育的发展质量[6]。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要立足现实困境构建符合乡村教育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体系，使理论指导和实践相结合；建立

健全激发乡村教师活力的现代化薪酬激励机制，调整薪酬待遇和职称评定；和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扩宽教师培训和学习途径，全面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素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共同建

立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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