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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化教师学历配置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基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

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3~202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四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稳步上升，

生师比逐渐降低，但重庆市生师比较其余三市较高；普通小学教师学历结构不优，硕士学历占比过低，

其中重庆市专科及以下学历占比明显偏高；教育经费支出公平性总体处于相对合理水平，重庆市较其余

三市公平性明显偏低，教师工资待遇与其余三市也有较大差距。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综合施策，从

区域布局增强师资配置的科学性、从学历教育渠道提高教育硕士供给数量和质量；从薪酬制度设计优化

教育经费筹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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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teacher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
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Education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China Education Ex-
penditure Statistical Yearbook from 2013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ordinary primary schools in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teadily increased, and the pupil-teacher ratio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but the pupil-teacher ratio 
in Chongqing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cities. The education structure of ordinary pri-
mary school teachers is not excellent, the proportion of master’s degree is too low, and the pro-
portion of junior college degree or below in Chongqing is obviously higher; The fairness of educa-
tion fund expenditure is generally at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level, and the fairness of Chongqing i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cities, and the salary of teachers also has a large gap 
with the other three citie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rehen-
s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llocation of teachers from the regional 
layout and improv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supply of master of education from the educa-
tional background education channels. Optimize education fund raising mechanism from salary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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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1993 年 10 月 31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关于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任教资格的规定

是“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是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

员。本文所谓专任教师就是指：大专及以上学历，考取教师资格证后被聘用的，专门从事小学教学工作

的老师。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层次对未来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很

大影响，中小学需要引进更高水平教师，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普通小学专任教师高学历是

基础教育发展的趋势，对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有重要价值。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教师队伍建设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中小学

教师质量，大力推动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1]。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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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到 2025 年，我国将培养一批硕士层次中小学教师和教育领军人才，建成

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地[2]。但由于教育资源配置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师范生生源质量和教师队

伍管理服务水平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域间差异。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直辖市为例，处于东部发达

地区的北京、上海、天津的小学专任教师学历结构明显比西部地区的重庆更优。为了缩小区域差距，推

动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教师质量提升，2021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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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优师计划》) [3]，意在培养造就大批中小学优秀教师，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教师队伍质量。随着各项政策计划的实施，全国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整体学历层次得到较大提升，本科学

历已经成为普通小学教师学历的主体，尤其近几年，名校硕博毕业生加入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小学的趋势

愈加明显。据统计，2003 年全国普通小学教师中仅有 0.02%是研究生学历，到 2020 年提升至 1.59，年平

均增长率约 28% [4]。然而从各地数据来看，优秀人才的引进和保留，一直是中西部学校面临的问题。重

庆作为我国直辖市之一，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故研究四直辖市普通小学教师学历配置

现状和问题对推进重庆市教师学历均衡配置有着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全国及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状况，针对直辖市普通小学教师学历配置的

研究较少。本研究对直辖市普通小学师资从教师数量、生师比、学历、工资福利等方面与全国进行横向

对比，分析目前重庆市普通小学师资学历配置的现状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促进直辖市普通小学教师学历配置均衡化发展。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网、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官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官网、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官网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

计年鉴》。数据检索实践范围是 2013 年~2020 年，检索对象主要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的普通

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情况，包括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专科及以下学历，以及各省市的教育经费支

出情况。 

2.2. 研究方法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公平性最常用的测度方法，教育领域也经常引入基尼系数来测量教育资源等的

平等性。基础教育生均经费以省(直辖市)为统计单位，运用基尼系数测算总支出以及个人部分支出的省际

公平性和四大直辖市之间的区域公平性。此外，基尼系数具有科学性、灵敏性、精确性以及广泛应用性

的特点，是反应分配平等程度最基本的指标。本研究采用以下公式对基础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的公平性进

行分析： 

( )
1

1 2
n

i i i
i

G P Q W
=

= − −∑  

其中：
1k

n

i kQ W
=

= ∑ 。 

在上式中，Gt表示 t 年教育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 ( )1,2, ,31i i =  表示组别，本研究将根据省份分为

31 个组；Pi表示相应组在校生数所占的经费比重；Wi表示相应组的在校生数所占的经费比重；Qi表示相

应组在校生数所占经费比重的累计百分比[5]。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 

3. 统计结果分析 

3.1. 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及生师比变化趋势分析 

通过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收集到的 2013~2020 年全国和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

生师比以及教师合格率三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全国及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变化情况如图

1~3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1519


熊易权 
 

 

DOI: 10.12677/ces.2023.1111519 3538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1. The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and the passing rate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图 1. 全国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及小学专任教师合格率变化趋势 

 
2013~2020 年全国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及教师合格率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全国普通小学专任

教师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小学专任教师合格率也在不断提升，至 2020 年高达 99.98%，趋近 100%。

说明全国教育服务水平整体提升，这可能与我国长期坚持实施《国培计划》等政策有很大关系。 
 

 
Figure 2. Total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in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2.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总数 
 

图 2 反映的是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总数变化趋势。从时序上来看，2013 年以来，四大直辖

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增速较缓且较为相近。其中，重庆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在

2013 年就已突破 10 万人，2020 年达到 13 万人左右，而处于第二位的北京在 2020 年仅 7 万人左右。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重庆面积广，人口基数大。重庆市的面积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总面积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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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多，是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直辖市[6]。因此重庆必须设立更多的小学专任教师岗位，才能达到

国家规定的生师比标准。这就对重庆市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专任教师数量稳步增长的基

础上，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布局，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Figure 3.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teacher ratio of ordinar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and the whole 
country 
图 3.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生师比及全国普通小学生师比变化趋势 
 

生师比是指专任教师平均负担的学校学生人数，即人力资源(教师)利用率：教师利用率 = 学生总数

/专任教师总数。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资数量是否达到相应标准。通常，生师比与教学质量和人力资

源利用率成反比，生师比越低越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但生师比过低也会造成教师资源配置过剩，属于

浪费资源[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

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96]17 号)和国发[2001]21 号文件规定，我国城市小学生师比应达到

19:1，县镇小学应达到 21:1，农村小学应达到 23:1。从图 3 可以看出，2013~2020 年，我国普通小学生师

比平均值为 16.9，低于国家标准水平 2.1 个点，且变化范围较小，表明我国普通小学教育总体上处于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但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以及人口密度等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各地区小学生师比也存在明显差距。八年间，重庆市普通小学生师比不断降低，但始终高于北京、天津

和上海，甚至在 2013~2015 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重庆市普通小学教师资源配置偏低，专任教师教

学负担较其他三市较重。重庆市生师比从 2016 年开始逐年降低，2018 年降幅开始明显提高，到 2020 年

时只略高于天津市，这说明重庆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在下降，教师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明显

的提高。 

3.2.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分布及占比情况 

基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2020 年过去八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

四大直辖市在小学教师队伍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教师队伍学历结构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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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full-time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four major mu-
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4.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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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of full-time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four majo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5.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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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图 5 反映的是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及学历占比情况。可以发现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

专任教师队伍都在不断优化，高学历小学教师数量在稳步增加。2013~2020 年间，北京市研究生学历小学专

任教师增长率位居第一，2020 年占比 10.30%，其次是上海(8.68%)、天津(7.40%)，重庆最低，为(2.06%)，
高学历小学教师的比重日益扩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本科学历小学专任教师增长率位居第一的是重

庆市，其次是上海、北京、天津。专科学历和专科以下学历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均在不断下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相关规定，具有大专学历就能担任专任教师的工作，这是我国普通小

学专任教师学历的基准线[8]。以此为标准，分析四直辖市普通小学专科以下学历专任教师数量，发现重庆

市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市总数的 2 倍。尽管重庆市普通小学专科以下专任教师数量(占比)从 2013 年的 10,709
人(9.3%)减少至 2020 年的 1678 人(1.28%)，有明显的降低，但是在四市中仍占最高比例。这一学历层次的普

通小学专任教师与标准不适应，大部分教师在职后参加培训，以提升学历，极小部分由于年龄和地区等原因

继续任教，也已经处于退出教师队伍的边缘。在 2013~2020 年间，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科学历专任教师数

量和占比也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中，重庆市从2013年的64,639人(56.11%)减少至2020年的45,302人(34.68%)，
是四市中减幅最大的一个地区。从重庆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占比图中可以看出，2017 年以前专科及以

下学历专任教师就占据了重庆市总数的一半，而相同学历的小学专任教师在其余三市早已经不是主体。重庆

市虽然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其余三市，导致许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没

有想去小学任教的意愿，扩大了重庆小学教师学历与其余三市之间的差距。如今，本科学历已成为普通小学

专任教师学历的主体，从各地区教师招聘中也能发现，我国普通小学专任教师逐渐高学历化。在 2013~2020
年间，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本科学历专任教师数量均有上升，其中重庆市最快，北京市最慢，但北京市在

2013 年就有 82.87%的教师是本科学历，而重庆同年仅占 34.19%，即使是到 2020 年也才 61.97%。如此大的

差距，主要是因为重庆地域广，教师需求量和储备量之间严重不平衡，随着重庆深入实施“特岗计划”、推

进地方师范公费生、扩充小学教师编制总量等策略，提升了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及教师学历层次。 
从图中还可以发现，虽然研究生学历的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占比规模不大，但是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

一支力量。四市中研究生学历专任小学教师数量及占比最高的是北京，其次是上海、天津、重庆。在

2013~2017 年间，重庆市普通小学研究生学历专职教师占比在 1%以下，到 2020 年也仅占比 2.06%，而

其他三市已趋近甚至超过 10%。这说明重庆市政府在提高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层次方面还需要加强引

导，采取多形式，多渠道拓宽小学教师进修之路。 

3.3.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待遇差异分析 
 

 
Figure 6. Salary and welfare expenditure of ordinary primary schools in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6.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工资福利支出情况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1519


熊易权 
 

 

DOI: 10.12677/ces.2023.1111519 3543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7. Individual expenditure of education funds for ordinar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
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7.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个人部分支出情况 
 

图 6 和图 7 是基于《中国教育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3~2020 年的数据绘制的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

工资福利以及个人部分支出情况的柱状图统计。从工资福利支出来看，四大直辖市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北京支出总数及升幅最高，重庆次之，天津最低。但是重庆市的教师总量是其他直辖市的 2~3 倍，在如

此大的教师人口基数下，工资福利平摊在每个教师身上将远远低于其他直辖市。以图 7 生均教育经费个

人部分(个人部分主要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等)支出为例，可以看出重庆市的生均教育经费

远低于其他直辖市，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普通小学是义务教育阶段，促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福利

及补助均衡是实现基础教育均衡的关键，也是解决教育供需矛盾的体现。从 1985 年起，我国义务教育教

师工资制度历经了三次改革，教师工资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国家对教师基本工资有明确规定，但对

于教师辅助性工资(如绩效、津贴、补贴、社会保障等)仍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就造成不同经济发展区域的

教师辅助性工资差距变大[9]。自 2001 年确立“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系，明确了县级政府是教师

辅助性工资的主要承担者，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导致区域间分化严重。

为保障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200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的加强省级财政经费统筹力度，对中西部财力薄弱地区的义务教育学校实

施绩效工资给予适当支持。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主要包括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

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也分为中央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和地方政府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两部分[10]。自实行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成了本区域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的主要

承担者。然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教育经费支出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影响教育资源配置。

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和提高教师工资，同时对基础教育财政公平的推进有显著影响[11]，但实施进度缓

慢，落实情况不如人意。除相关政策外，国内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各省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福利及补助

支出存在较大差距但差距呈缩小趋势[12]，地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13]，区域之间、城乡之间

及学校之间专任教师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教师单向流动，造成优质教师分布不合理[9]。 

3.4. 全国教育经费支出与四大直辖市教育经费支出公平性 

为进一步观察全国及四大直辖市教育经费支出公平性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计算了全国普通小

学教育经费总支出及个人部分支出的基尼系数(表 1)，并绘制了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图(图 8、图 9)。 
从全国范围来看，总支出以及个人部分支出的基尼系数总体在 0.1~0.2 之间，处于比较公平阶段。在

2016 年和 2020 年总支出有轻微反弹，个人支出部分在 2017 年有回弹，说明全国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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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ini coefficient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 
表 1. 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 四大直辖市 

总支出 G 个人部分 G 总支出 G 个人部分 G 

2013 0.177 0.189 0.236 0.182 

2014 0.176 0.182 0.244 0.187 

2015 0.166 0.176 0.218 0.190 

2016 0.169 0.176 0.235 0.193 

2017 0.166 0.183 0.222 0.190 

2018 0.160 0.175 0.213 0.183 

2019 0.161 0.171 0.210 0.190 

2020 0.163 0.170 0.199 0.194 
 

 
Figure 8. Comparison of Gini coefficient of national general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expend-
iture 
图 8. 全国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对比 

 

 
Figure 9. Comparison of Gini coefficient of general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expenditure of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9. 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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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程度逐渐提高。但随着时间发展基尼系数总体为降低趋势，表明教育经费支出在省际之间正在趋

于高度公平。从四大直辖市的范围来看，总支出基尼系数在 0.2~0.3 之间，处于相对合理的阶段。其中，

2013~2017 年间有轻微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教育总支出的公平程度在动荡中逐渐趋向比较公

平。个人部分支出基尼系数在 0.1~0.2 之间，处于比较公平阶段，且曲线变化不明显，公平程度保持相对

稳定。可见四大直辖市之间的教育投入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差距应该是总支出减去个人部分支出后的公

共支出部分以及基础建设部分，用于教师工资待遇的个人部分支出是比较公平的。然而这样的公平是基

于学生总数的角度，根据本地区学生数量相应调整教育经费的支出带来的公平。但不可忽视的是教育经

费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教师的工资福利，各地区的教师数量、生师比、教师学历结构有着很大区别，这样

宏观的教育公平下势必存在诸多微观上的不公平。而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吸引高学历人才在本地区就职的

关键所在，如何从教师角度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是当前全国以及各地方应当重视的工作。 
总体来看，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总支出与全国总支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相对一致，而个人

部分支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无明显相关。四大直辖市普通小学教育经费个人部分支出从 2018 年开始回弹，

而个人部分主要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等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关键因素，其不公平程度越

高越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是公共财政支出，中央财政分担一定比例，主

要还是依赖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支出较低的省份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收

入来增加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必须加大经济发展力度。 

4. 研究发现与分析 

4.1. 教师队伍规模日益扩大，但师资差距未得到根本解决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合理配置教师资源。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更加明确地提出

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14]。2012 年，《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要

求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尤其是要完善教师资源的初次配置，给予农村及边远地区教师以政策倾斜[15]。至

2018 年《教师队伍建设意见》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当前，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步入更高阶段，师资均衡配置也有了更高的目标。在普通小学阶段，全国和四大直辖市专

任教师数量稳步上升，生师比在整体上都处于下降的趋势，说明教师分配渐趋合理化。但从四直辖市来

看，虽然重庆小学教师逐年增加，生师比处于不断下降的良好趋势，但是重庆市生师比仍高于其余三市，

教师数量仍有待增加，教师资源配置还需进一步优化。 

4.2. 教师学历结构有待优化，高学历专任教师占比过低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小学教师最低学历要求仅为中专学历[16]。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主，其重心不再是提高教师学历合格率，而是逐渐转向教师学历

层次的提高。到 2021 年，教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普通小学

专任教师最低学历将要提升至本科学历[15]。这就说明我国低学历小学教师占比较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基本属于一个时代的产物[8]，且低学历教师数量的减少需要一定时间的缓冲。目前，全国普通小学专任

教师学历基本达到本科水平，部分发达地区普通小学向高学历化教师发展。这意味着普通小学教师的职

业吸引力变大，越来越多优秀毕业生愿意加入到小学教师队伍中[17]。直辖市作为我国教育资源高度集中

的地区，对中国教育发展具有带动作用，但数据显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的普通小学硕士学历专

任教师占比差异明显，尤其是重庆高学历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对比其余三市还有很大差距。这意味着重庆

市普通小学存在高质量师资失衡的问题，硕士学历专任教师分布不均说明各小学校之间实力悬殊。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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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在吸引高学历教师和优质生源方面更具优势，而位于西部地区的重庆仅有 4 所高等师范院校，

且均为非高水平示范性师范院校，高等师范教育辐射作用不强，直接影响本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及教育资

源配置。 

4.3. 受地域差异影响，不同地区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存在较大差异 

工资待遇关系教师切身利益，直接影响教师队伍稳定和质量水平[1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改善教师待遇，优先解决中小学教师待遇等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

得到较大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有明显提升[19]。教育投入是教师工资待遇的基本保障，总体来看，我国普

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公平程度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13~2020 这八年间，四直辖市普通小学生均教

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最大值未超过 0.25，如果以 0.3 为警戒值，四直辖市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支出的基尼

系数则处于相对安全区间。表明四直辖市普通小学生均经费支出的公平程度整体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北

京、上海两市的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和综合能力更高，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也更大，重庆市小学教师工

资待遇偏低，基于教师角度的教育仍然存在诸多不公平的方面。此外由于教师职业具有很强特殊性，教

师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之间很难划清界限，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有众多繁杂事务。尤其在“双减”政策

下，进一步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强度和难度。这些都是导致重庆市高水平人才流失，阻碍进一步优化教师

学历结构的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减小差距，促进更高程度的公平。 

5. 对策与建议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专任教师高学历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有利于打造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

与创新型教师队伍，更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整体性提升。为实现高学历专任教师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价

值，学校、政府和社会要共同努力，整合资源，使教师的学历优势顺畅转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学历

的红利。 
第一，综合施策，科学统筹区域师资配置。首先，顺应时代要求，重庆市应转变当前均衡布局的思

路，向科学布局发展，调整工作思路，坚持稳步提高教师数量和公平配置并重原则。在统一的标准下，

根据地形地貌、经济状况、人口分布等因素向薄弱地区学校倾斜。其次，依据在校生数核定普通小学教

职工编制配备，特别是要保证城乡标准一致。还可建立普通小学教职工编制跨区调整机制，以三至五年

为一个周期进行动态调整。最后，加强特校师资队伍建设，扩大优质师资供给，实施“政府 + 高校 + 小
学”教师培养新模式，真正做到按需培养、公费培养、定向服务，形成教师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体，逐步

缩小重庆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第二，应考虑硕士学历小学教师供给数量和培养质量两方面。首先，加快推进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

建设，扩大高学历教师培养规模，师范院校可联合综合性大学培养教育硕士，扩大教育硕士招生规模，

推动研究生学历层次培养计划。还可以通过本硕连读提高教育硕士数量，努力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结构

合理的高学历教师队伍。其次，聚焦高质量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教育硕士培养的质量，加快开发符

合教师高水平培养要求的课程体系，加强对硕士教师理论与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全力满足社会对高学

历教师的需求。对于在职小学教师，无论是师范还是非师范专业的本科、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都要积极

参与各项培训，接受继续教育。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物质层面的支持，提高软硬件基础建设，鼓

励硕士和博士加入小学教育体系。最后，实施社会、学校、家庭三方联动，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小学教师行业。 
第三，建立多元化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加大基础教育财政投入。首先，大力发展经济状况相对落后

的地区，并对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监测，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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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其次，改革和完善基础教育财政体制机制，提高教师经费水平，扩大小学专任教

师经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健全小学专任教师工资合理增长机制[20]，完善小学教师工资制度及奖励政策。

最后，扩大教育资源向社区开放的程度，各中小学积极主动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办学特色，提高公众的认

可度和信任度，以此吸引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还可以通过完善教育捐赠机制，发展社会捐赠事业和教

育公益事业，引导社会力量的加入，鼓励多种形式的基础教育投资，从而拓宽基础教育经费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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