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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领域之一，乡村教育对乡村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

育的关键支持力量，面临着“留不住”的难题。文章运用个案研究，对一位乡村青年教师进行半开放式

访谈，通过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参照个案对象的问题及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对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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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areas to achiev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t is crucial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Rural teachers, as the key support force in rural education, face the dif-
ficulty of “not being able to retain”. The article employs a case study approach, conducting a 
semi-open interview with a young rural teacher. By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relevant informa-
tion, and referring to the problems identified in the case study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corres-
pond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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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但要想乡村教育快速发展，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乡村教师是关键。得益于

国家政策向乡村倾斜，乡村教师的流失速度有所减缓，但乡村教师调出情况依然严峻，如除去自然减员

和校内变动，乡村教师调出数量为 215,943 人[1]。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流失是最为严重的，由于多重社

会压力、教育环境的复杂趋势、工具理性主义[2]等因素，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陷于专业发展危机。赵明

仁认为影响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因素可归纳为既相互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的三个层面：社会层面的经

济收入、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职业层面的压力与倦怠，个人层面的职业偏好[3]。影响乡村教师流失的

因素是复杂的，要想留住乡村教师，不仅仅是从薪资待遇上出发，利益留人，也要考虑到发展留人和情

感留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通过多种途径，采用目的性抽样，笔者寻找比较符合本研究的乡村青年教师，通过多次预访谈，最

终确定 32 岁的 F 老师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原因是 F 老师在选择教师这个职业之前，有省会城市 W
市六年工作经历，且是自愿辞职自愿返乡入职教师，目前已有五年的乡村从教经历，继续留任意愿也比

较强烈，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要求。另外，笔者与 F 老师的多次预访谈也比较愉快，F 老师也比较配

合访谈，资料的收集和后续的补充比较便利。F 老师也同意了笔者现场观察的要求，在这个过程能够更

好地了解 F 老师的工作日常状态。出于研究伦理的考量，以下研究对象将以“F 老师”作为指代。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笔者认真查阅了国家有关乡村教师的政策以及相关文件，并结合现有的研究，

制定了对 F 老师访谈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选职原因、任职过程、任职感受、任职经历的重要事件、留

任产生的促使因素等。主要结合指定的核心议题与 F 老师进行半开放式访谈，访谈过程中进行了录音(访
谈前征求了 F 老师的同意，在录音过程中 F 老师可以随时喊停)。 

2.3.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主要是利用访谈法。结合 F 老师的时间，预访谈两次，正式访谈一次，共计 2.5 个小时，

正式访谈录音文本为一万五千字。此外，笔者还通过实地观察、朋友圈分享、小红书日常、微博分享等

进行更加细致的日常微量收集，提取关键点，以便在访谈中占据主动性更好地收集相关数据。 

3. F 老师的留任选择产生历程 

F 老师出身乡村，独生子女，目前家中只有父亲尚在，大学毕业后在 W 市工作六年，后辞职返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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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至今已有四年多。F 老师现任 C 小学五年级英语，班主任，在编在岗。 

3.1. “阴差阳错”到“殊途同归” 

高考填志愿时 F 老师在师范和非师范之间摇摆不定，几经挣扎之下还是报考了 W 市某师范院校，但

是由于该专业录取分数比 F 老师的高考分数要高，因此 F 老师被调剂到该师范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 

“当时(高考填报志愿时)我自己也很纠结，家里人都说小女孩儿学个医当个老师挺好的，我自己本身也算是喜欢

小孩子，但是看别人都学其他专业还是有点想学其他的，后来还是报了师范，觉得还是当教师好一点，但是谁知道

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旅游管理。”(F 老师自述)1 

毕业后，F 老师从事旅游管理相关的行业，18 年年初 F 老师的母亲去世，F 老师很担心自己的父

亲，F 老师想辞职回乡工作便于照顾自己的父亲，最初希望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念头再次涌现。为了更好

地兑现家庭责任，F 老师选择参加家乡招教，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备考，F 老师成功上岸，被分到了家附

近的小学。 

3.2. 乡村职场初体验 

在 2018 年 8 月 F 老师成为 C 小学五年级在编英语教师，开始她的乡村执教生涯。能来到 C 小当有

编制的教师，对于 F 老师及其家人来说，都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是在乡村，但是“离家很近，骑

电动车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家校距离近让 F 老师对这份工作更加满意。 
当 F 老师看到 C 小的基础设施后，宽敞的校园让 F 老师更加兴奋。“我知道近些年来乡村学校都在

改头换面，但是我没想到 C 小的基础设施不输一些城镇小学。而且教学楼和办公楼、教师宿舍条件都还

能接受，尤其是宿舍，自己稍微再收拾一下就很像样了”。 
除了这些基础设施外，学校的分班安排也让 F 老师很满意，C 小的学生不算多，基本每个年级都只

有一个班。班级教师分配是一位有经验的资深教师搭班两位新的年轻教师或者两位有经验的教师搭班一

位新的年轻教师，班主任也都不会让新老师来担任，实行“老带新”模式。 
在教学上，有经验的教师也会自动帮助 F 老师这些新入职的教师。新入职的教师刚进入工作还没有

经验，“学校组织了三位即将退休的资深老教师来帮助新入职的教师快速进入教学状态，当我们在课堂

教学或者班级管理、课堂管理上遇到问题，老教师也都耐心的教授我们，可以说是倾尽她们毕生积攒的

经验来帮助我们快速适应”。 
出入乡村职场的 F 老师表示，现在对未来虽然还是有一点迷茫，但是对于 C 小和在 C 小工作她是喜

欢，也很满意自己的乡村教师工作。 

3.3. 幸福、满足与责任 

2020 年九月，已经入职两年的 F 老师成为六年级的班主任。 

“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年，但这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就很忐忑。我之前带了一年的五年级，又带了一年的六年级，

现在是第二次带六年级，但班主任是第一次当。我每天都到学校照看他们，下午下课也是一直等到学生都被接走完

才走，日常也很关注他们的心态什么的。当然他们也很听话，也很争气，我们班的成绩还不错。乡下的孩子也很淳

朴，家长一般也很好，在街上碰到了，老远就跟你打招呼。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乡下虽然没有城市那么严重，但

是管控还是比较严的，线上上课，这些孩子也都配合，线上回答也很积极，不像有的班级回馈很不及时，当时我就

觉得我更有动力了，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F 老师自述) 

 

 

1注：文中楷体部分皆为引自个案教师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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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老师在教授学生，陪伴学生成长的时候，学生也在陪伴着 F 老师成长，一份耕耘自会有一份收获。

F 老师倾注全部心力在教学上、在学生身上，学生也拿成绩回馈，也喜爱着 F 老师。 

3.4. 日趋坚定的选择 

2023 年，F 老师来到 C 小已有五年，对于学校的感情和工作的认可也在时间的加持下越来越深。 

“我很喜欢 C 小，最开始是因为离家近，进校后是因为学校的基础设施还不错，正式开始接触后，就觉得 C 小

就是我心仪的学校。这几年国家政策在向乡村倾斜，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也比以前多了。但是无论是那些老教师还

是已经来几年的教师还是新进教师，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些针锋相对。乡村学校也不分那么多层，

领导也不多，也都很平易近人。乡村的家长大部分也都是很尊重老师，也不怎么插手老师对于学生的管教。学生也

很好，因为乡村不像城里还有其他的兴趣课，乡村学生只有学习，大多孩子都很听话。其实我原本是打算现在乡村

教两年，乡村学校教学负担和教学压力没那么重，我就利用空余时间备考，然后考去城里。但是我现在很喜欢这样

的生活，觉得留在这也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城里。” 

令人满意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组织氛围、和谐的同事关系、不插手学生管理的家长以及懂事听话的

学生等等，这都牵动着 F 老师的心。这些也让 F 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价值，也留住了 F 老师想要远离

的心。 

4. 理性选择理论下 F 老师留任原因分析 

乡村教师作为社会人具有“经济人”的所有特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衡量自身行为的成本

和收益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4]。F 老师在外工作几年后经过衡量还是选择返乡任教，这是 F
老师衡量过后在不理性的表象之下做出的相对理性的选择。 

4.1. 经济理性下的最优原则 

就经济理性而言，相对于在城市的工作，F 老师在乡村任教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相对经济支出的减少，

相对经济收入的增多。 

“虽然乡村老师工资不怎么多，但是在家里这边当老师可以节省掉很大一部分的硬性开支，比如租房、吃饭什

么的，看着不明显，但其实在城里一个月下来也不剩多少，甚至还没有我当老师剩下的钱多。你看，在村里几乎家

家都有地，菜基本都不用买，像我，离家近，吃饭就直接回家吃，住也是住家里，每个月工资也就我自己买一些我

想吃想用的，其他基本都没有花费”。(F 老师自述) 

在城市工作会面临住宿、吃食等方面的硬性输出，在乡村，部分支出则是通过劳动把剩余劳动力转

化为隐形收入，即同等抵扣部分家庭生活支出，例如蔬菜、水果等。生活支出变多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

生活水平下降、经济收入减少，这就给 F 老师带来困扰。在两相对比之下，对于 F 老师来说，在城市工

作相比于在乡村任教于经济上来说时不划算，因此，F 老师做出了留在乡村任教的选择。 

4.2. 社会理性下的满意原则 

在社会理性的考量下，遵循满意原则，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以教师的满意程度为准则的，满足乡村教

师的多重社会需求。 
乡村是熟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与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家长等会形成良好的交流关系，

得到良好的人际支持。“在乡下的话，学校领导少，我们学校老师也不到二十个，你做出什么成绩都很

容易被看到，家长也大多都是周边的”，乡村教师在乡村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关系，与学生、家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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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居民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和合作。他们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和需求，与当地形成紧密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F 老师最初选择回乡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更多的是想实现家庭责任的兑现以及得到体面、稳定的工

作，现在乡村教师这个职业不仅满足了这些需求，也为 F 老师带来了职业上的成就与满足、人际关系的

获得、领导的重视等等，这都是 F 老师的衡量城市工作和乡村任教的重要影响因素，显然，乡村任教更

能满足 F 老师的社会需求，这也促使 F 老师产生留下来的念头。 

5. 促进乡村青年教师留任的对策 

乡村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领域之一，乡村教育的发展需要乡村教师作为关键支持力量。乡村

教育的良好发展和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均衡和包容的乡村教育体系。 

5.1.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 

政府和学校管理部门应优先改善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为乡村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教学环境。

外在环境很大一定程度上也能影响教师是否选择留任[5]，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提升上课效率，

也可以为师生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同时，合理调整教师的薪资待遇，优化薪酬结构，适当地增加绩效

奖金并提供丰厚的福利和奖励，以此来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留任意愿。 

5.2. 提供个人成长和发展机会 

乡村教师的个人成就感的获得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吸引其留下来的因素之一，青年教师的不定性远大于老

中教师群体，这与其发展诉求得不到发展和满足有一定的关系。乡村青年教师需要引领和知道，其进步也需

要学习和打磨，为乡村青年教师提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如参与教育研究项目、承担校本课题、参加学

术会议等，这将激发教师的创新意识和教学热情，增强他们在乡村教育岗位上的成就感和职业发展动力。 

5.3. 培养地方人才与社区根植性 

首先，在师范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应该加强乡村定向人才的培养，各地级市加强对本地师范的重

视，规范师范课程，完善和提高相关毕业要求。其次，在签订定向培养合同时应首先选择有农村背景和

定向本地的学生，增加留任率。出身本地乡村的教师了解本地的社区和学生背景，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

教育的需求，培养地方人才，也能更好地与学生和家长建立联系，增强教育的根植性。 

6. 结语 

本论文的研究个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F 老师从最初的阴差阳错到最后的殊途同归，从最初的有

所衡量到最后的日趋坚定，F 老师在乡村的工作经历虽有一定的曲折，但其中既有 F 老师在面对困顿情

况的积极面对，也有 F 老师和乡村学校之间的双向互动和磨合，在理性选择之下，F 老师觉得留下未尝

不是一个好选择。要搞好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不仅仅要从薪资待遇上入手，也要从教师个人出发，重

视教师个人因素，更要从环境和情感出发，吸引年轻教师，培养年轻教师的乡村根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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