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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

尤其表现在师资方面。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轮岗制度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

然而教师轮岗制度面临对轮岗教师意愿关注较少，教师积极性不高；教师轮岗程序不够规范；轮岗教师

的绩效考核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经济保障相对欠缺；不利于打造特色教学和特色优势等多重困境。针对

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考虑轮岗教师的意愿，体现人文关怀；建立严格的教师遴选制度；建立科学的

考评和监督机制；实施合理的轮岗教师补偿制度；探索学校特色文化发展路径等。希望为教师轮岗制度

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加快落实教师轮岗制度，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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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equ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o realize social equity. The long-standing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our country makes the reg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unbalanced,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eacher 
rotation system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realize educational equity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However, the teacher rotation system is faced with less attention to the willingness of teachers in 
rotation, and teachers’ enthusiasm is not high; The teacher rotation procedure is not 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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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ugh;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rotating teachers is not per-
fect; Relative lack of economic security;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and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dilemma,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rotating teachers is proposed to reflect humanistic care; Es-
tablish a strict teacher selection system; Establish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
ism; Implement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rotating teachers; To explore the devel-
opment path of schoo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the aim is to perfect the 
teacher rot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equity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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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教师资源配

置不均衡。早在 1996 年，国家教委在《关于“九五”期间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就指出，

要“鼓励教师从城市到农村，从强校到薄弱学校任教，实行教师定期交流[1]”。2014 年 8 月，教育部联

合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委印发《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

意见》，对加快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力争 3~5 年实际实现

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2]。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3]。之后多地区相继出台政策文件，大力推动教师交流轮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在教育事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教师的质量

关乎一个国家人口素质水平和综合国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软实力”方面存在差异，优质的师资留

在“好”学校，使城市和农村、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师资水平差异显著。因此，教师轮岗尤其是骨干教师

交流轮岗成为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抓手。教师轮岗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具有合理性和

合法性。但由于该政策实施时间尚短，存在诸多短板和问题。为了能更好地将政策落到实处，促进教育

公平，有必要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2. 文献回顾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外的研究集中在日、韩、美等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外就开始关注

教师轮岗工作，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教师轮岗制度的执行。如日本政府制定了周全的津贴制度，为教师

发放偏僻地津贴与偏僻地准津贴[4]。韩国政府为了周全落实教师轮岗制度，颁布《教育公务员人事管理

规定》，综合考虑教师的工作年限、履职能力、个人意愿、家庭情况和工作地等因素来推行教师轮岗制

度[5]。美国政府成立“全国流动委员会”，对各州教师流动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此外美国还制定并实

施了“人才流动激励”(TTI)政策，该政策基于薄弱学校实际需求和教师自愿，旨在实现“输入校”和“输

出校”之间的供求匹配[6]。 
国内学者对教师轮岗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进行了研究。吕寿伟(2021)对教师轮岗制度进行伦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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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他认为教师轮岗制度有时是被强制执行的，面临正当性危机[7]。姚计海(2022)认为教师轮岗缺少内

在动机，教师参与轮岗的内部激励被忽视[8]。李奕(2022)分析新时代教师交流轮岗的新发展时指出，教

育综合改革的深化、年龄学历结构的优化、集团化学区化的实行、好教师标准的回归、学生实际获得分

配样态的构建等实践生态，为新时代教师交流轮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 
日本、韩国教师交流制度的顺利实施，得益于制度的完善性，他们都通过法律来规范教师轮岗制度。

我国与日、韩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具有某些相似性，因此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完善相关的法

律法规，为轮岗提供制度保障。已有研究大多从教师、学校的角度探究轮岗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解决方案，缺乏从教育行政部门、学生的视角进行阐述，缺少能够指导制度实施的可行性策略。 

3. 教师轮岗制度的必要性 

2023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好满足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10]。社会要发展，民族要振兴，都有赖于教

育公平的实现。在教师轮岗相关政策实施之初，很少有骨干教师流入薄弱学校。随着教师交流轮岗的制

度化、常态化，教师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流动，以优质教师资源带动薄弱地区和学校教育的发展，缓

解城乡师资不均衡问题，缩小教学质量差距，助力教育公平的实现[11]。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不可避免带来“择校热”问题[2]，校外培训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双减”

政策明确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教师轮岗制度是促进“双减”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使每个学生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深化教育公平理念。这将促进教育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共享，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相关部门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好教师轮岗制度，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教师轮岗制度是一项涉及多方主体协同合作的艰巨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暴漏出诸多问题。通

过深入探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寻求教师交流轮岗过程中学校和教师平衡关

系的措施，达到帮助薄弱学校教育发展的目标。从不同角度对政府、学校和教师提出建议，为轮岗制度

的执行提供参考。 

4. 教师轮岗制度实施困境 

4.1. 对轮岗教师关注较少，教师积极性不高 

在教师轮岗制度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意愿和真实想法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政策的执行带有强制性、

人治化色彩。轮岗制度效果不尽人意。轮岗教师换了新的工作环境后，要转变原来的教学模式、个人风

格、生活习惯，要和新的学生和同事构建人际关系，这对教师的心理产生较大的负担。轮岗教师遭遇“我

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三大问题的困扰。“旅居者”“边缘人”“新来者”，作为流入校的

“陌生人”轮岗教师在思考自己参与流动的意义[12]，教师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很多中年骨干教师，上有年过花甲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若被分配到偏远的乡村地区轮岗，增

加了家校之间的距离和通勤时间，甚至和家人感情慢慢疏远，影响家庭和睦，这也不利于教师个人身心

健康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在不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教师分派到薄弱

校轮岗，轮岗教师被迫到了新的学校后，心里有很多不满和怨言，积极性和参与度不高，教学处于消极

和被动状态。 

4.2. 教师轮岗程序不规范 

教师轮岗制度实施的程序不规范，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教师轮岗制度有时被当作是一种惩罚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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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部分学校存在“保护主义”倾向，学校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会将优秀骨干教师流出去，而是将综合考

评排名较低的教师冒充优秀教师派去轮岗[13]。按照理查德·斯科德的组织理论，通常情况下，优质学校

经过理性计算和综合判断后，会依据理性的引导和协调去实现其特定的目标[14]。轮岗制度容易导致利益

相关者博弈。优质学校若将优秀的教师轮出去，可能会导致本校综合实力和特色优势下降，因此优质学

校想方设法将优质师资留下，将一般的教师或者富余学科的教师流出去。这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的

轮岗生态都将不利。轮岗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去轮岗，以自身身体不适、家庭情况不允许等为由拒

绝轮岗。有的教师通过“走后门”的方式，送礼托关系来逃避轮岗或者使自己轮到条件相对好的学校。

轮岗程序的不规范使得学校和教师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对教育的大局意识，偏离了轮岗制度的初衷，大

大降低了轮岗的效果。 

4.3. 轮岗教师的绩效考核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教师轮岗制度对轮岗效果考评和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014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颁布《交

流轮岗意见》，规定教师的流动经历与其职称晋升直接挂钩[15]，“在职务(职称)评聘工作中，要将教师

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任教 1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作为申报评审高级教师职务(职称)和特级教师的必备条

件。”这将对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中年教师有很大吸引力。但可能导致教师功利心强，缺乏对教学的责任

感、使命感，为了获得职称，增加薪酬而去轮岗。教师教学效果考评机制不完善。虽然很多学校建立起

考评机制，但评价标准不严谨，评价内容较为宽泛。同时评价监测主体不够明确、考评标准不统一、民

主监督执行不力等问题，导致教师轮岗的评价结果缺乏有效性。轮岗教师在薄弱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就

离开，没有完善的轮岗考评制度，轮岗的效果和作用得不到保障。 

4.4. 经济保障相对欠缺 

推动教师轮岗知易行难，如果缺少教师流动的权益保障，就会造成对教师的不公平。轮岗的学校一

般处于偏远的乡村，经济发展落后，教学设备、生活环境、教师的待遇等都比不上优质学校。轮岗教师

被分配到此，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感。薄弱校的教学设备落后，缺少先进的计算机和多媒体等设备，

轮岗教师难以开展多样化教学。薄弱校的生活条件较差，在偏远的山区，仍有很多学校存在教室漏水、

下雨天道路泥泞、宿舍床位紧张等问题，学校附近很少有休闲娱乐场地，轮岗教师在此生活条件和娱乐

社交受到阻碍。薄弱校所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资水平和待遇低于优质校，轮岗教师的工资

会降低，挫伤了教师参与轮岗的积极性，也使得教师生活品质下降。 

4.5. 不利于打造特色教学和特色优势 

很多名校有充足的资金，会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培养优秀的教师，鼓励教师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大赛

和培训会，建设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综合实力。教师轮岗制度会把这些精心培养

的教师外流，教师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学科建设缺少领头人，不利于学校的特色学科的建设，降低学校

的知名度和综合实力。 
另外，对于薄弱校来说，教师不断更换，教师需要一定的适应期融入新的学校，等教师慢慢熟悉新

学校的环境，轮岗期也就结束了。教师更换频繁，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造成“流水的教师，铁打的学

校”局面[13]，没有本校的专业教师队伍，不利于形成自己的校园文化和特色优势。 

5. 教师轮岗制度对策分析 

5.1. 考虑轮岗教师的意愿，体现人文关怀 

为了落实教师轮岗制度，激发教师轮岗的热情和积极性，轮岗应该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给予教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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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尊重和爱护。在选派教师时，应让教师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申报，并放宽申报截止期限以让教师有更

多时间考虑。设置多所流动学校可供教师选择。有意向的教师填写轮岗流动申请表，在充分尊重教师意

愿和教学实际情况后，报上一级审批，最终确定轮岗教师人选。为了使教师迅速适应新环境，在教师入

职前，帮助教师提前了解所流入学校的学生背景、学生水平，为他们提供学情分析的方法、工具等，以

及相应的匹配流入学校的教学案例研讨等[13]。轮岗校不仅要满足教师物质需求，更要给予精神关怀，提

高教师安全感和幸福感，帮助教师消除紧张焦虑情绪，尽快适应新环境。可以设置“影子”帮扶机制，

为轮岗教师安排“知心姐姐”、“知心大哥”，在教学、生活、社交等方面一对一帮助轮岗教师尽快融

入新集体[16]。 

5.2. 建立严格的教师遴选制度 

目前很多学校没有规范的轮岗教师选拔制度，把轮岗当作对教师的惩罚措施。《义务教育法》中没

有过多解释教师轮岗制度。国家和政府应出台详细的法律法规，明确轮岗的程序，规定轮岗教师的权利

和义务，形成公开、透明的轮岗制度，使教师轮岗制度有法可依、有理有据。学校要充分落实轮岗制度，

充分发挥轮岗的作用，对教师的质量严格把关，不能流于表面形式。学校应当设置科学、公平的教师遴

选制度，对教师的思想水平、教学能力、专业能力、身体素质等进行综合考核。选拔结果要人岗相适，

轮岗教师的专业特长与任教科目一致，身体状况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宗教信仰与当地文化不冲突。面对

不同的教学群体，教育行政部门可为去乡村学校交流轮岗的城镇教师提供接收校学生心理、乡村校本课

程开发相关主题的培训；对去城镇交流轮岗的乡村教师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 

5.3. 建立科学的考评和监督机制 

部分学校仅以教学质量作为考评标准，缺少科学合理的考评和监督机制，难以对轮岗教师进行全方

面评价。日韩中小学教师流动制都以立法的形式对教师流动进行规范，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国的轮

岗制度应结合目前的教育现状，在注重教学质量的同时，对轮岗教师的教学目标、教案设计、课堂氛围、

授课进度、科研成果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教师进行阶段性总结和汇报，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考虑当

地的教育特征和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因材施教。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约束部分心存功利心教师，使其避

免心存侥幸而专心工作。政府和学校建立多元监督体系，使教师轮岗公开透明，进行多主体、多方式的

组织内外监督。拓宽监督的渠道，通过设置匿名举报箱、开设官方网站举报通道等方式，监督教师的轮

岗效果，避免不务正业、浑水摸鱼的现象发生，使教师轮岗制度发挥最大作用。 

5.4. 建立合理的轮岗教师补偿制度 

为了使教师积极参与到轮岗中来，激励措施必不可少。日本政府采取“高薪养教”的策略，投入大

量经费建设教师经济保障制度，为教师交流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不便，

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比不上城市，政府和学校应对轮岗教师进行补贴。教师被分派到偏远的乡村地区，

工作日住在学校，周末长途跋涉回家，对于这种情况学校应给予住房、食宿和交通补贴，使教师满足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落后地区的学校建立轮

岗教师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尽可能缩小轮岗前后的收入差距，确保轮岗教师的薪资不低于原来水平。 
对教师进行精神方面的补偿也是有必要的。轮岗教师来到新环境难免会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寂寞，

对职业生涯发展感到迷茫。学校领导应经常关心教师，询问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尽量满足

教师的要求。要建立教师评定职称和获得荣誉体系，对教师多一些表扬和奖励，让教师感到被重视，激

发教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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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探索学校特色文化发展路径 

优质校将骨干教师流派，会导致人才的暂时流失，对特色教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因此，

薄弱校应重视知识资源的价值，提升知识管理意识。不仅要将知识管理纳入学校发展规划，还要整合资

源，完善知识管理平台建设，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教育教学知识管理体系[17]。学校要加大对教师的培养

力度，免费为教师开设教学交流会和培训会，一般的教师向优质教师学习经验，建设一支专业性强、综

合素质高的特色教师队伍，以此来缓解优质教师流失产生的不利影响。 
薄弱校充分利用轮岗教师资源，以优质师资带动一般师资。可以组织本校的教师旁听轮岗教师的课，

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方式，总结他们的优点和特长。积极开展本校教师和轮岗教师交流座谈会，互相取

长补短，共同进步。薄弱校在学习交流中打造自己的学校的特色文化和特长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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