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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愿，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16位乡村教师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教师“坚

守”乡村的主要原因有：高度的职业认同和教育情怀；工作稳定，工资待遇高；工作竞争压力较小及和

谐的人际关系。乡村教师“逃离”乡村的主要原因有：乡村学生基础差，削弱教师的成就感和教学工作

热情；教学工作量大，跨学科教学及教学外的工作带来巨大工作压力；子女教育和婚恋问题；物质条件

匮乏和精神需求不能满足。从乡村教师自身角度提出留住乡村教师的建议主要有：保障工资待遇的同时

重点提升对教师的情感关怀；搭建教师发展平台，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统筹协调各校师资，集中优势

力量办好乡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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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rural teachers, 16 rural teachers were inve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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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reasons why rural teachers 
“stick to the countryside” are: High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feelings; Stable work and 
higher wages; Less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main 
reasons why rural teachers “flee” the countryside are: The poor foundation of rural students 
weakens teachers’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enthusiasm for teaching; Workload is large, and in-
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work outside teaching bring great work pressure; Children’s educa-
tion and marriage; Lack of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unsatisfied spiritual need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rural teachers themselves, the suggestions to retain rural teachers are as follows: While 
ensuring the salary, focus on improving the emotional care for teachers; Build a teacher develop-
ment platform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Coordinate the teachers of all 
schools and concentrate superior forces to run rural school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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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通

过教育助力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农村移

风易俗行动。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村教育的振兴，关键在于乡村教师[1] 
[2]。有研究提出乡村教育不只是乡村学生的教育，也是影响乡村社会全员的教育，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乡村教师应该发挥重要作用[3]。乡村教育事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乡村教师是办好乡村教育的

基础支撑，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源泉。近年来，虽然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得到了进一步关注，然而，

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有调查研究表明，以西

部地区为代表的乡村教师流动问题尤为严重。云南省在职乡村教师中近 80%有流动及流失意愿，其中“一

直有”流动及流失意愿的比例为 24.1%，部分区县这个比例甚至超过 40% [4]。以往关于乡村教师流动的

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得到乡村教师流动的主要原因有：工资收入低，工作量大，进修发展机会

小，物质保障不足，孩子教育与婚姻家庭等方面[5] [6]。有研究指出针对乡村教师流失的问题，不能仅仅

依靠行政机制或道德机制规约乡村教师，也应正视乡村教师个体的正当需求，精准帮扶教师解决当下工

作生活中的困难，增进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工作的成效[6]。为了更好地留住乡村教师，我们应该进一步走

进乡村教师的生活，倾听乡村教师的内心独白，理解乡村教师精神世界和情感述求。 

2. 研究设计 

虽然乡村教师流动的原因有很多共同因素，但是也存在个体差异，为了深入了解乡村教师的真实话

语，本研究采用重点探析研究对象主观感受的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及内容分析法。访谈分三

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了解乡村教师个人基本情况，包括乡村教师的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婚姻家

庭、是否当地人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主要围绕乡村教师是否有离职意愿，了解乡村教师平时的工作和

生活情况进行深度访谈。第三部分，从乡村教师视角，了解留住乡村教师的对策和建议。在受访者允许

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录音，转录为 16 份总计 4 万多字的访谈文本，得到分析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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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以云南省乡镇及农村地区为调查区域，采用目的性抽样方式选取访谈对象，选取有离职意

愿的教师 8 人和无离职意愿的教师 8 人。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其中已婚教师 10 人，未婚教师

6 人，女教师 14 人，男教师 4 人，教龄 1~5 年的 10 人，教龄 6~10 年的 4 人，教龄 10 年以上的 2 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有无离 
职意愿 

访谈 
对象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职称 是否结婚 配偶恋人 

是否分居 
是否 

本地人 
子女数量 
及年龄 

无 
WH1 
老师 女 28 6 本科 小学一级 未婚 两地分居 是 / 

无 
YH1 
老师 女 38 21 本科 中学一级 已婚 两地分居 是 2 (14 岁，11 岁) 

无 
YH2 
老师 女 27 5 本科 中学二级 已婚 同一个 

学校 否 1 (1 岁) 

无 
YH3 
老师 女 33 5 本科 中学二级 已婚 两地分居 是 1 (3 岁) 

无 
YH4 
老师 女 29 5 本科 中学二级 已婚 共同生活 否 2 (4 岁，0.5 岁) 

无 
YH6 
老师 女 34 11 本科 中学一级 已婚 共同生活 是 2 (7 岁，2 岁) 

无 
YH7 
老师 女 28 5 本科 小学一级 已婚 两地分居 是 1 (2 岁) 

无 
YH9 
老师 男 30 5 本科 小学一级 已婚 共同生活 是 1 (10 个月) 

有 
WH2 
老师 女 29 6 本科 中学二级 未婚 同一个 

学校 否 / 

有 
WH3 
老师 女 28 3 本科 中学二级 未婚 / 是 / 

有 
WH4 
老师 男 30 3 本科 中学二级 未婚 / 否 / 

有 
YH5 
老师 男 35 8 本科 中学一级 已婚 同一个 

学校 是 2 (5 岁，0.6 岁) 

有 
WH5 
老师 女 22 1 本科 未定级 未婚 / 否 / 

有 
WH6 
老师 男 25 1 本科 未定级 未婚 / 否 / 

有 
YH8 
老师 女 29 6 本科 小学二级 已婚 两地分居 否 1 (2 岁) 

有 
YH10 
老师 女 27 5 本科 小学二级 已婚 共同生活 是 1 (3 岁) 

3. 乡村教师“坚守”乡村的原因 

3.1. 高度的职业认同和教育情怀是乡村教师坚守乡村的内在动力 

教师职业认同是指教师对其职业及个体内化的职业角色的积极的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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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认同教师职业的人，也应该是“打心眼里”喜欢教师职业的人，是一个有从教意愿的人，最终将是

充满教育情怀的人[8]。在问到“你选择这个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老师们的回答中“喜欢”“热

爱”“成就感”是高频词。如 WH1 教师回答：“我喜欢这份工作，喜欢和学生在一起。”YH1 老师回

答：“我喜欢与学生打交道，最主要是热爱这一职业。”YH2 老师回答：“喜欢，它让我找到了乐趣，

满满的成就感。”YH6 老师回答：“喜欢，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当自己所教学生考上好的大学

时很有自豪感和荣誉感。”WH6 老师回答：“学生眼里的那种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我带领全班同学一

起取得胜利时候的那种喜悦感，是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的，我热爱我的职业，也热爱我的学生们。”YH6
教师回答：“看到学生掌握了知识，很有成就感”。在一项新生代优秀乡村教师主动入职的研究中指出，

高度的职业认同和深厚的乡土情怀是新生代乡村教师主动入职的两大动因，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好

的证实[9]。正是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满满的教育情怀，让乡村教师可以忽略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工作环境

的恶劣，积极投身乡村教育事业。教育情怀可以让乡村教师在身处困境时赋予行动力量，是乡村教师坚

守乡村的内在动力[10]。 

3.2. 工作稳定，工资待遇提高是乡村教师坚守乡村的现实原因 

近几年，“师范热”这个现象逐渐浮现并引起社会关注，大家愿意选择师范专业的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教师工作稳定，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待遇有保障，社会地位逐渐升高。我们国家《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政策的出台对于在全社

会树立“尊师重教”的风气，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选择乡村教

师这份工作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热爱，老师们的回答中“工作稳定”“受人尊重”也是高频词。如

YH3 教师回答：“当初报的是师范专业，就想当老师，工作稳定，会受到更多人尊重。”另外，随着 2015
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出台，国家对乡村教师支持力度加大，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有所

提高。访谈中谈到老师们目前的工资待遇问题时，有 9 位老师对工资待遇表示基本满意。从老师们的回

答中了解到目前云南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与城里教师是一样的，除此之外，乡村教师还有乡镇补贴。如

YH10 教师回答：“有乡镇补贴，工资比城里稍微高一点，对工资基本满意。”YH5 教师回答：“工资

和城里差不大。”正是因为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有所提高，增加了职业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能让乡村

教师愿意坚守乡村，安心从教[11]。 

3.3. 工作竞争压力较小，人际关系和谐是乡村教师坚守乡村的心理环境因素 

工作负担和工作压力会影响教师的流动意愿[12] [13]。在谈到：“你认为在乡下当老师比在城里当

老师有哪些好的方面？”老师们的回答都一致认为在乡下教书工作压力要小一些。如 WH1 教师回答：

“城里的家长对孩子要求高，也会给老师施加压力，老师们互相竞争也要大一些吧。”WH6 教师回答：

“如果我在城里面的学校，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那会让我觉得无法喘息，对于我的发展有一定的影

响，所以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工作氛围。”在谈到职称晋升制度上，WH1 教师回答：“职称晋升基本

满足工作年限，各项考核合格，如果人多的话按照工作业绩淘汰一部分人，有压力，但是不大。”YH5
教师回答：“符合条件就可以晋升，不算太难。”从老师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乡村教师职称晋升虽

然有一定压力，但是压力不算太大。有研究表明，教师在职称上的晋升会大大降低离职倾向[14]。谈到

老师们平时的人际关系时，老师们基本都表示，同事很好相处，人际关系较好。如 WH6 老师回答：“这

里的老师很好相处，对于新教师的关心和帮助很多，我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YH6 老师回答：

“同事就像一家人一样。”相对较小的工作压力和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让老师们愿意留

守乡村。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46


陈雪飞 
 

 

DOI: 10.12677/ae.2022.129546 3579 教育进展 
 

4. 乡村教师“逃离”乡村的原因 

4.1. 乡村学生基础差，削弱教师的成就感和教学工作热情 

孩子的学习不仅跟学校教育有关，更多与家庭教育有关。许多农村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又

加上忙于农活和生计，无暇教育孩子，导致农村孩子基础知识薄弱，学习习惯不好，教育难度比较大。

许多年轻父母迫于生计不得外出打工，留守儿童一方面缺少父母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引导，另一方面缺

少来自父母的关心爱护和沟通交流，在一些行为习惯上也有很多不良问题，性格上比较叛逆、冷漠，难

以沟通[15]。在谈到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和压力时，老师们的回答主要集中于学生难教，影响成就感，挫败

工作热情。如 WH2 教师回答：“农村孩子太难管教了，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也不太重

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家长沟通也很困难。”YH5 老师回答：“有些基础稍微好一点的学生又不愿意学，

多次教育不服，很有挫败感。”YH3 老师回答：“工作中最大的压力就是学生基础弱，缺乏学习积极性，

厌学，教学中很难改变这种现状。”WH3 老师回答：“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习惯很是头疼。”农村学生

学习基础差，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学习，不配合教师做好学习工作，乡村教师需要付出更多地努力才能提

高学生的成绩，这给乡村教师带来极大的工作挫败感，也逐渐削减教师的工作热情从而影响教师流动。 

4.2. 教学工作量大，跨学科教学及教学外的工作带来巨大工作压力 

研究发现，工作负担重且长期超负荷工作会造成乡村教师的流失[6]。由于乡村学校师资配置不足，

乡村学校教师需要承担更多的课时量，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有典型表现。如 WH3 教师回答：“工作任务

繁重，每天睡眠基本上 6 小时，睡眠严重不足，尤其是理科教师和英语教师，班主任跟班结束紧接着午

辅导，午睡基本没有。”教师对工作量的感知与教师的离职决定显著相关，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会导致教

师有更高的离开动机[16]。 
除了教师整体配备不够，教师教学任务重，教师队伍的学科结构不合理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有的教师没有教本专业学科，而是调剂教其他学科或者兼任其他学科的教学，在教学上感觉不能胜任。

特别是音体美教师，在乡村教师队伍中属于“稀缺品”[17]。乡村教师一般会承担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

并时常感受来自教学的压力。如 WH1 教师回答：“我一周上 19 节课；承担 4 门课的教学任务。一些课

程我不是很擅长，所以我觉得有些惭愧，但是我也在努力学习一些美术方面的知识，想尽我所能让他们

学到一点东西。最大的压力就是作文教学，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语文教学，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讲作文，我

一直没能找到一种提高学生习作能力的有效途径。”WH5 教师回答：“我还承担着自己专业以外的工作，

比如音乐，美术等课程，自己没有那方面的才能，所以感觉力不从心。”同时教授几门课程，尤其是自

己不擅长的课程给乡村教师带来较大的压力。 
由于师资不够，乡村教师还需要做很多教学以外的工作，比如学籍管理，学生营养餐管理，控辍保

学的劝返工作是云南乡村教师比较普遍的教学外工作。如 WH1 教师回答：“除教学工作外，我还承担学

校的学籍管理工作，另外也会安排一些临时性的报表等。对于教学之外的这些活动，我们大多数教师是

比较反感的，因为我们随时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核对一些信息，影响我们的正常教学。”WH4 老师回答：

“我还负责档案管理，学生营养餐。”YH3 老师回答：“控辍保学的劝返工作难度大。”教学工作以外

的工作占据了乡村教师大量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负担，让乡村教师感到身心疲惫。 

4.3. 子女教育及婚恋问题推动乡村教师逃往城里 

乡村教师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都十分重视。绝大多数乡村教师都来

自农村，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为生计发愁。这样的经历让乡村教师对学校

教育寄予更多期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超越自己[18]。因此，他们会为自己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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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做出努力。多项研究表明子女上学及家庭生活是乡村教师流动的最主要原因[4] [19]。如 YH5 教师回

答：“农村教育水平跟城里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也在农村教书。”YH8 教师回答：“哪个父母不想给

自己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YH10 教师回答：“我们很多教师都在城里买了房，主要原因就是想让

孩子在城里上学，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城里工作是最方便了，所以，有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去城里工作。” 
对于未婚教师，在乡村工作影响找对象是选择“逃离”的主要原因。如 WH3 教师回答：“我们的社

交圈子小，接触到的人也基本是同行业的，但是近几年同行业的男教师又比较少，所以严重影响我们找

对象；另外我们的工作也比较琐碎，基本教师家、学校、两点一线的跑，没有时间去找对象。”WH5 教

师回答“我现在没有恋爱对象，我们学校的单身女老师很多，并且学校的 100 多名老师中，女老师占到

了很大的一部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对象还是比较难。”未婚教师，尤其是

未婚女教师为了找到更为理想的婚恋对象，她们更向往城市生活，这在无形中推动她们要逃往城里。 

4.4. 物质条件匮乏和精神需求不能满足是乡村教师“逃离”的重要影响因素 

学校所在地区越偏远贫困，周边环境条件越差，教师生活越不方便，离县城越远，乡村教师的流动

意愿越强烈[12] [20]。访谈中也了解到乡村教师所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物质条件保障和地理位置差异很大。

有的学校离县城近，周边基础设施条件好，教师对学校环境感到比较满意，也表示愿意留在学校。而有

的学校离县城远，交通不便，住宿条件差，吃饭没有食堂等，教师流动的意愿就比较强烈。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乡村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对精神需求也逐渐提高，但是由于交通不便，

地理位置偏远，一些在城里很普遍的休闲娱乐方式都难以满足。从访谈中了解到乡村教师的休闲娱乐活

动非常少，基本主要以体育锻炼为主。如 YH6 老师回答：“老师们平时的娱乐活动是少部分老教师打打

排球，跳跳舞，走走路。”YH8 老师回答：“听歌缓解压力，平时娱乐活动很少。”YH3 老师回答：“平

时娱乐活动就是打乒乓球，跑步。”YH5 老师回答：“老师们平时娱乐活动单调或基本没有。”闲暇时

间的休闲娱乐和精神追求可以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缓解工作压力，从而更好地激发工作动力。乡村

教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让乡村教师感觉生活单调无味，久而久之就会想要去

到城市生活[15]。 

5. 留住乡村教师的对策及建议 

5.1. 保障工资待遇的同时重点提升对教师的情感关怀 

虽然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已经得到改善，也有研究表明工资待遇已经不再是影响乡村教师流动的最

重要因素[4] [20]。但是工资待遇仍然是乡村教师关注的首要因素。访谈中几乎所有乡村教师都提到，提

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保障物质生活条件，教师才能安心教学。除了工资以外，老师们的回答中出现的高

频词就是“对教师的关心”“让老师们感受到温暖”“得到关注”。如 YH8 教师回答：“多组织一些教

师活动，让在异地工作的老师感受到家的温暖。”如 WH3 教师回答：“了解乡村教师目前存在的相关问

题，并尽可能地帮助其解决，可以在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对乡村教师进行慰问，给予她们更多的温暖，让

乡村教师明白国家和政府都在关心这个群体。”WH5 教师回答：“学校领导可以不定期地与学校的教职

工进行谈心，学校也尽可能地帮助教师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对于单身青年教师的问题，学校和学校

之间可以举办联谊会，帮助单身教师解决个人问题。”从老师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乡村教师希望得到学

校领导和社会更多的关怀和关注。对于满足了基本物质保障的乡村教师，和谐的教学环境和情感归属可

能是影响乡村教师流动的关键因素[21]。社会各界需要更多地走进乡村教师的生活，关注乡村教师的真正

需求，解决乡村教师的现实生活问题，让乡村教师这个群体受到社会的关注[20]。比如继续开展寻找“最

美乡村教师”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教师的生活和背后的感人事迹，可以提升整个乡村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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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 

5.2. 搭建教师发展平台，建立有效地激励机制 

教师的专业发展对乡村教师的流动意愿有显著影响[20]。由于农村学生基础差，加上乡村学校教学资

源和教学环境有限，乡村学校教学质量低于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成就感。

因此，乡村教师更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发展，不断感受到自身的进步与成长，激发更多的能量。如 YH6
教师回答：“希望学校搭建更多学习平台，让我们老师感受到自己在不断进步。”WH5 教师回答：“希

望能参加更多的培训和学习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乡村教师提供更多专业发展平台，形成良好

的教学氛围，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22]。职业认同感高的老师的离职意向要显著低于职业

认同感低的老师[7]。除了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有效的激励机制也可以很好地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如

YH4 老师回答：“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多鼓励在乡村教育中尽职尽责的老师。”WH3 老师回答：“希望

学校对那些做得好的，工作表现突出的老师有更多的奖励。”乡村教师的工作本来就很辛苦，更多地是

无私的奉献。乡村教师内心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肯定，不管是从学校还是国家、社会层面，都应该积

极地去发现乡村教师背后默默的付出并给予积极的肯定和奖励，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让乡村教师

扎根农村。 

5.3. 统筹协调各校师资，集中优势力量办好乡村学校 

从访谈中了解到虽然都是乡村学校，但是不同学校之间的师资配比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学校师资配

比较充足，教师工作量要少一些，教师所学专业与所教学科也较一致，教师的教学压力就要小。而有些

学校师资配置不够，往往就会被调剂到自己不擅长的学科教学，老师的教学压力很大就想“逃离”。如

YH5 教师回答：“因为一些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一些学校教师充足，教学压力小，一些学校教师少，工

作任务重，所以教师就会拼尽全力想要逃离。”YH3 教师回答：“希望上面要深入基层，了解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分配的情况。”因此，县教育局要深入调查各个乡镇的实际情况，统筹协调各个学校师资力

量，合理安排教师的教学工作。学校地理位置、交通、办学质量是影响乡村教师流动的重要因素[4]。如

WH1 教师回答：“针对我们这里的实际，我觉得应该鼓励集中办学制，把偏远或者学生少的学校集中到

乡镇上办学，这样老师们在乡镇上，生活也比较方便，另外也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成长。”县政府要合理

进行教育资源配置，集中优势力量办好每一所学校，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加强学校物质基础条件的配置，

努力解决教师的实际工作生活需要，提升教师的工作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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