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一）农村乡镇教师队伍建设现状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农村人口的大国，自20

世纪50年代起就有许多教育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农村教育构想，以推进农村建设、改进农村生
活，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到
目前为止，随着产业结构与支柱产业改革以及城镇
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的人口规模与范
围都处于缩减的状态。这种整合和转变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发展了农村的文化产
业与教育事业。到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实现教育现
代化目标的薄弱环节仍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老少
边穷岛等地区。为了帮助农村的学生健康成长与

发展，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要提升、发展农村
教育事业。发展农村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出优秀
的师资，从而让优秀的师资队伍培养优秀的学生，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在政府加大资源配置力度的新形势下，我国农
村教育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教育水平低的问题已经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是，农村教育发展与城
市教育相比仍有差距，农村教育仍存在着教师教育
水平不高、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和督管不到位、农村教
育观念落后等问题[1]。以黄健毅、廖伯琴等[2]研究者
对我国2016—2020年义务教育的科学教师缺口量
预测为例，到2020年，我国仅科学学科的小学教师
缺口就达到了127 878人，而初中生物教师和初中
物理教师的缺口分别达到了54 405人以及6 258
人，其中缺口数量最大的仍然分布在农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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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教师结构分布不合理、总量不足等问
题，从2006年开始，我国先后通过了“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师范生免费教育”等扶持性政策来补充农村师
资[2]。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室印发了《农村教师
支持计划（2015—2020年）》（简称“支持计划”），提
出到2020年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
根农村的教师队伍的目标，以及全面提高农村教师
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农村教师补充渠
道，提高农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
标准、职称评聘向农村学校倾斜、推动城镇优秀教
师向农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农村教师能力素质、
建立农村教师荣誉制度等主要举措。2018年2月
11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印发了《教师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2018—2022年）》，其中也包括师范生生
源质量改善行动，要求依法保障和提高教师的地位
待遇，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师范专业。
（二）高师院校师范生的培养现状

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来说，农村教师的培养应是
一项长期的、主要的办学任务，而且师范院校也是
农村教师培训培养的主阵地。因此，各个师范院校
应该科学认识目前师范教育的发展形势，立足所处
区域基础教育的实际，以需求为导向，创建新型的
农村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培养适应农村教育需求的
优秀教师。但是，由于农村本身环境与待遇不足等
多种原因，师范生往往不愿意到农村进行任教，也
很难对自己的职业产生真正的认同与使命感。

“支持计划”提出要通过定向委培等途径来稳
定与均衡城乡师资队伍、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师资质
量以促进教育公平。然而，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对
6大部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就业去向统计表明：
首届免费师范生毕业后仅有2%愿去农村。可见在
免费师范生的就业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没有真正去
回馈农村教育事业的问题，用免费师范生来平衡城
乡师资差异的政策初衷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效果。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项
目组在2014年进行了对全国11个省27所高等师范
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的大规模调查，主要考察培养
怎样的教师、如何培养教师，以及培养情况如何三
方面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等师范院校开设的教育
类的课程体现了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学科教育类的
课程则突出了我国教师教学的专业特性。但是在
教学技能、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上仍然普遍存在着
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教师专业能力
的实践培养上还有明显不足之处；另外，师范生的

专业能力培养现状也存在着缺陷[3]，师范生的教育
科研水平和从教能力及与之相关的课程教学方法
也有待不断提升与完善[4]。

综上所述，高校师范生的职业认同与专业能力
的培养现状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师范生的教学能力
与从教意愿，具体来讲，使师范生在主观意愿上不
愿意成为农村教师，在客观条件上也不具备成为优
秀农村教师的能力，这使得农村教师与农村教育陷
入了缺乏优秀人才的困窘境地。因此，调查与探究
如何培养吸引优秀的师范生进入农村教育体系，提
升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目标。

二、师范生农村从教现状的已有研究

已有研究[5]发现，目前师范生的实际从教意愿
呈现上升趋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师范生在毕业之
后不愿意从事农村的教学活动，造成教师队伍在数
量与质量上出现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师范生对于
在老少边穷岛地区进行教学的抗拒倾向更明显，也
激化了教育不均衡、不平等的现实问题。此外，师
范院校毕业生群体的整体从教意向较低，由于受性
别、专业、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地及从教意向等因素
的影响，形成个体动机差异。而教师职业的经济待
遇对师范毕业生的从教意向也有一定的影响。宋
萑等[6]研究者探讨了师范生从教意愿及对教师教育
质量的认可度，通过对12省3万多名师范生样本进
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后，发现专业理念增进对师
范生从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教学满意度对师范
生从教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师范生对课程和
教学的满意度不高。

根据调查研究[7-8]，从个人特征的角度看，师范
生是否愿意在农村从教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专
业、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地、父母职业、性格特征、社
会责任感等既定情况，以及在进入师范院校后培养
的职业认同、学科能力及教师素质能力。从师范院
校培养人才的角度看，师范院校对师范生的培养目
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都可能影响师范生农村
从教的意愿。从农村教师的待遇看，国家的政策导
向、社会的认同程度以及实际的工作待遇与环境也
会影响师范生从教的意愿。

在国外对于教师从教动机的研究[9]中，有研究
者将教师从教动机分为三个层面：内部动机、外部
动机、利他动机。内部动机主要包括自身需要，如
对职业感兴趣、个人发展；外部动机包括工资、职业
待遇等；利他动机主要包括愿意为社会进步做出贡
献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是 Watt 和
Richardson 提出的“从教选择影响理论框架”（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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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ing Choice framework,
FIT-Choice framework）。该理论是当前分析从教动
机最为流行的模型，很多国家都应用了这个范式及
其量表问卷以便研究教师的从教动机。在该框架
之下，从教动机因素是影响从教选择及从教意向的
主要因素。FIT-Choice framework模型的开发是为
了测量教师从教的主要动机，从教动机细分为12个
动机因素，5个职业信念因素和1个职业选择满意度
因素，其中测量的动机因素包括社会影响、已有教
学经验、自身教学能力、内在价值、个人实用价值
（工作安全稳定感、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工作可调动
性）、社会效用价值(能塑造儿童/青少年的未来、增
进社会公平、为社会做出贡献)以及将教师看作后备
的可选职业的消极动机。测量的职业认知因素包
括觉知的职业要求（专业性和困难程度）和回报（社
会地位和薪酬）、社会劝阻的经验，还测量了教师工
作满意度。

三、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问
卷调查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问卷发放对象为四川某高等师范学校
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共发放2次调查问卷：第一次
试验版问卷回收了160份有效问卷，主要了解师范
院校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根据
试验版问卷所得数据修订影响因素维度及调整问
题，最终确定正式版问卷并发放，回收152份正式问
卷。2次共回收有效问卷312份。采用SPSS20.0等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了描述统
计，呈现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的现状与相关因素等。

本研究过程中，对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农村从
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维度的划分，并据此制定了试
验版问卷。问卷的前六题为单选题，主要为调查从
教意愿的个人家庭因素，包括性别、专业、年级、家庭
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等，第7题为矩阵量表题，根据影
响因素中各个第三维度对应20道小题，采用Likert
scale五等级量表，每个陈述有“非常不符合/几乎不符
合”“有点不符合/有时不符合”“不确定”“比较/基本
符合”“非常符合/几乎都符合”等五种不同程度的选
项供选择，计分分别为“1、2、3、4、5”。第8、9题为开
放性问题，包括探究高校师范生从教意愿的原因和
对农村教师优势与弱势的认识。第一次试验版问卷
信 度 系 数 Cranbach α =0.821，KMO=0.741，p＜
0.001），第二次正式版问卷信度系数Cranbach α=
0.830，KMO=0.812,p＜0.001），根据对正式版问卷的

信效度分析，可以认为研究结果可信且有效。
（二）描述统计结果

为深入探究师范生农村从教的激励因素，向四
川某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发放《高等师范院校师
范生农村从教意愿调查》问卷，其问卷基于师范生
从教意愿的影响因素量表编制，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探究个人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层面因素对
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的影响。回收试验版问卷160
份：其中男性85人，女性75人；就读专业文科98人，
理科62人；就读年级大一7人，大二61人，大三83
人，大四9人；家庭居住地在城市的73人，在乡镇的
87人；家庭年收入20 000元以下的11人，20 000~80
000元的86人，80 000~150 000元的53人，150 000~
350 000元的9人，350 000元以上的1人；有农村从
教意愿的131人，占81.88%；没有农村从教意愿的
29人，占18.13%。

经过修改后再次调查研究共回收正式版问卷
152份，其中男性35人，女性117人；文科专业28人，
理科专业124人；大一32人、大二27人，大三34人，
大四59人；家庭居住地城市43人，乡镇109人；家庭
年收入20000元以下的71人，20 000~80 000元的70
人，80 000~150 000元的8人，150 000~350 000元的
2人，350 000元以上的1人；没有兄弟姊妹的49人，
有1个的83人，有2个的13人，有3个的6人，有3个
以上的1人；有农村从教意愿的67人（占55.92%），
没有的85人（占44.08%）。
（三）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的个人层面影响因素

使用交叉表分析后发现，性别、就读专业、就读年
级、家庭年收入、有无兄弟姐妹等个人家庭因素对师
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师范生的家庭
居住地对师范生农村从教的意愿有显著影响，相比于
家庭居住地在城市的师范生，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师
范生农村从教的意愿更强。另外，父亲职业是农民的
师范生相比父亲职业是服务业、教师、工人等其他职
业的师范生更倾向于选择成为农村教师。

使用logistics回归分析后发现（0=具有农村从
教意愿，1=不具有农村从教意愿），个人培养因素中
的职业认同认知的胜算比Exp(B)为0.660，表明职业
认同认知增加1个单位，不具有农村从教意愿的师
范生降低34%。职业认同情感、职业认同意愿、职
业认同行为的胜算比 Exp(B)分别为 0.414,0.151,
0.275,表明随着职业认同情感、职业认同意愿、职业
认同行为的增强，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也在不断
增强。

师范生学科能力的胜算比Exp(B)为0.851，但其
结果不显著（p=0.303）,表明师范生的学科能力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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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无显著影响。专业能力的胜
算比Exp(B)为 0.716，结果显著（p=0.026）。师范生
的职业认知程度胜算比Exp(B)为0.470。表明随着
师范生专业能力的增强，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也会
增强，另一方面，师范生对农村教师的实际接触情
况与职业认知程度也会影响从教意愿，表现为师范
生越是深入接触过农村教师这一职业，其不愿成为
农村教师的意愿越低。
（四）师范生农村从教的学校层面影响因素

师范生农村从教的学校层面影响因素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培养因素，二是农村
学校的条件因素。经过logistic分析后发现，高等师
范学校的培养目标设定的胜算比Exp(B)为0.773，但
结果不显著（p=0.094），表明高等师范院校的培养目
标设定对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无显著影响。高等
师范学校的培养方式的胜算比Exp(B)为0.792，但结
果不显著（p=0.160），表明高等师范院校的培养方式
对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无显著影响。

在课程设置层面上，学校的学科知识能力课程
设置的胜算比 Exp(B)为 0.734，其结果不显著（p=
0.087）,表明高等师范院校的职业认同课程设置对
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无显著影响；学校的学科知
识能力培养课程设置的胜算比Exp(B)为0.722，其结
果不显著（p=0.064）,表明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科知识
能力培养课程设置对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无显
著影响；学校的教师专业能力与技巧培养课程设置
的胜算比为0.582，结果显著（p=0.004），表明高等师
范院校的教师专业能力与技巧培养课程的设置分
值增加1个单位，不具有农村从教意愿的师范生降
低41.8%。除课程设置外，大学的实习与见习经历
的胜算比Exp(B)等于0.290，表明高等师范院校的实
习和见习越丰富，师范生农村从教的意愿越强；大
学的社团实践活动的胜算比Exp(B)为0.386，表明高
等师范院校中师范生参与社团实践活动越积极、内
容越丰富，其农村从教的意愿越强。

农村学校的条件因素的题项描述均为反向，其
分值越高，表明师范生认为农村学校的发展前景、
待遇工资、工作环境与职称评定不如其他教师。农
村教师发展前景的胜算比Exp(B)为1.123，但其结果
不显著（p=0.434）,表明农村教师的发展前景对师范
生的农村从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农村教师待遇工
资的胜算比 Exp(B)为 0.840，其结果不显著（p=
0.248）,表明农村教师的待遇工资对师范生的农村
从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农村教师工作环境的胜算
比Exp(B)为 0.952，但其结果不显著（p=0.758）,表明
教师的工作环境对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没有显著

影响。
（五）师范生农村从教的社会层面影响因素

师范生农村从教的社会层面影响因素包括两
个层面，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舆论方向。国家政策
导向的胜算比Exp(B)为0.447，表明国家政策导向越
是有利于农村教师的发展，师范生选择成为农村教
师的意愿更强；社会舆论方向的胜算比Exp(B)为
0.637，表明社会舆论方向越是有利于农村教师的发
展，师范生选择成为农村教师的意愿更强。

四、讨论与建议

（一）确定乡村教师培养的政策与机制，制定乡村教

师培养专项计划

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是优质乡村教师队
伍的重要来源。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在高等师
范院校对乡村教师定点对口的培养项目、课程设置
等都是一个盲点。因此，要形成一支素质优良、甘于
奉献、扎根农村的教师队伍，可以选择加大省属免费
师范生定向培养力度，或是增加“一专多能”乡村中
小学教师专项培养计划，鼓励乡村学校与师范院校
加强合作，根据当地实际强化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

在乡村教师培养的专项计划中，可以完善高
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的到岗学费奖补机制，
对取得教师资格并到乡村学校任教一定期限的高
校毕业生，按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鼓励、引导优秀高校毕业生服务乡村教
育发展，在高校培养的政策与发展层面上为乡村
教育补充优秀师资。同时也应特别注意高校与乡
村学校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互利共赢，一方面，高
等师范院校为乡村学校培养与提高优秀的师资，
另一方面，乡村学校也为师范院校的师范生们提
供就业岗位。
（二）兼顾教学专业能力课程设置与学科课程设置

施红星[10]指出高师院校的课程主要由普通教育
课程（即通识课程或公共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
育专业课程这三类课程构成。传统高师院校这三
类课程的比例为2∶7∶1。有研究者发现，教师职
前教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学术性轻师范性的弊端[11]。
本研究也发现高等师范院校在课程设置上过于偏
重学科课程，甚至设置了一些不必要的学科课程，
让学生对于学习过程与内容产生了怀疑，同时，专
业技能的实践课程又太少，学生空有理论的学习，
却缺少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的机会。

根据调查，高等师范院校在实习见习的时间安
排乃至监督机制上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果师范
生在从业前没有足够的实习见习经验，对如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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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学实践没有切身的体会，在成为教师之初
难免会遇到更多的挫折与打击，特别是在教学氛围
相对恶劣、教学形势更加复杂的乡村学校，更需要
师范生掌握娴熟的教学技巧与一定的实践教学经
验。为了培养优质的教师，也为了乡村学校储备优
质的教师资源，高等师范院校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
更多地考虑教学专业能力课程设置上的不足。
（三）培养师范生更强烈的职业认同与价值感

尽管我们对乡村教育未来的蓬勃发展抱有很
大的期望，但不得不承认目前乡村教育各方面的条
件与待遇与城市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在这种情
况下，要想吸引优质的教师资源放弃物质条件更好
的教学岗位而选择乡村从教，或是要让已经选择乡
村从教的教师克服种种阻力保持教学热情，就需要
培养师范生或未来教师们保持高度的职业认同以
及自身具有较强的价值感。

事实上，即使不愿意成为乡村教师，大部分师
范生也会认为成为乡村教师是一件奉献性的、建设
性的、有意义的事情，阻碍他们选择乡村从教更多
的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也有部分是因为害怕学
校的环境和学生的叛逆会导致教师的教学热情被
消磨。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师范生克服种种阻碍选
择乡村，要让乡村教师在较为恶劣的教学环境下坚
持下来，要建设优质的乡村教师队伍，就需要培养
师范生们对成为乡村教师的更强烈的职业认同与
价值感。如果师范生或者乡村教师失去了这份职
业认同与价值感，那么他们会选择乡村教育事业的
可能性就会非常渺茫，即使在乡村教育岗上也会变
得失去热情、毫无作为。
（四）为师范生提供真正接触乡村学校与乡村教育
事业的机会

高等师范院校的师范生们对于大学期间的实
习见习和社团活动有一定程度上的不满意，其中主
要是对实践教学机会缺乏的遗憾。事实上，即使他
们去实习见习，也多是在城市较好的重点中学而非
乡村学校，这使得大部分的学生对于乡村教育的实
际情况其实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了解。而真正接触
过乡村教师这个职业的师范生们，其实会更倾向于
选择乡村从教。

因此，为了锻炼学生的教学技巧能力，也为了
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教师、学校、教学等现状，高等
师范院校可以在可行的范围内举办一些社会实践

活动，给学生真正接触与了解乡村学校与乡村教育
的机会，这样既不会让本可以成为优质的乡村教师
的师范生因为想象中不可接受的困难就否定了乡
村从教的选项，也不会让部分仅凭一腔热血而对困
境一无所知的师范生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成为
乡村教师，最终教学热情被消磨殆尽。
（五）乡村学校待遇的提高与乡村的改革进步是乡
村教育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

高等师范院校固然能为乡村学校培养与储存
更多的优质师资，但是，乡村学校环境的改善、乡村
学校待遇的提高才是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最根
本动力。要想在乡村形成一支优质教学队伍，要想
真正形成良性的、积极的乡村教学氛围，首先要确
保教师的工资福利、职称评定等方面能得到公平公
正的待遇与机会。虽然国家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是当真正落实到村岛，落实
到最偏远地区时，这些福利往往已经层层递减，或
是因为乡村学校本身管理的不规范导致了教学环
境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的教学环境使得优质
教师即使怀有奉献的情怀也难以忍受。因此，对乡
村学校的规范与监督也是改善乡村教育环境必不可
少的工作之一。另一方面，比起一时的工资待遇等
条件，师范生们其实更看重成为乡村教师后的发展
机会。如果成为乡村教师也能有晋升或者转换环境
的平台，能让教师们看到进步与发展的可能性，师范
生们可能会更加有意愿成为乡村教师。

同理，国家政策或是社会舆论对乡村从教的有
利导向固然有利于吸引优质的师资，但乡村经济、
社会、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与进步才是让
乡村教育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在发展，城市
在发展，乡村也在发展，可以看出现在人口有向城
镇移动的集中趋势，而乡村也在探索一条自己的发
展道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改善交通，繁荣文化，
以及在教育上撤点并校等政策，都是为了建设更美
好的乡村而做出的改变。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有先
有后，相对后发展的乡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跟上城
市的步伐，而在乡村全面改革完成之前，需要师范
生用更多的情怀与耐心，需要国家用更多具体的帮
扶政策，也需要社会用更宽容多元的态度去改变、
去等待，直到有朝一日，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的意
涵仅仅只体现在任教区域的不同上，再也没有其他
隐含的差异，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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