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３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３ꎬＮｏ １
Ｍａｒ.ꎬ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９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 年四川省教育厅第二批省级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民族地区全科型”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

(川教函〔２０１６〕６８１ 号)ꎻ四川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ＳＴＥＡＭ 教育在民族地区小
学全科教师培养过程中的探索与实践(ＪＧ２０１８－７９４)ꎻ四川省 ２０１９ 年度教育科研课题:四川深度贫困地区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川教函〔２０１９〕５１４ 号)ꎮ

作者简介:李俊佐(１９９０—)ꎬ男ꎬ四川会理人ꎬ讲师ꎬ硕士ꎬ研究方向:民族教育、教育信息化ꎮ

ｄｏｉ:１０ １６１０４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１８８３ 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２１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就业意向调查
———以西昌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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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７ 年国家实施免费师范生政策以来ꎬ期间免费师范生更名为公费师范生ꎬ至今已逾 １０ 余年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

育薄弱地区师资匮乏的问题ꎬ同时也暴露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ꎬ如公费师范生对相关政策和专业了解程度不

高ꎬ履约行为意向低等ꎮ 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学院自 ２０１７ 年起开始招收小学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生ꎬ为了了解当前民族

地区小学教育公费师范生就业意向ꎬ以该校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为调查对象开展问卷调查ꎬ发现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

公费师范生超九成主观愿意履约ꎬ超九成就业意向为教师ꎬ不足六成愿意就业乡村小学ꎬ以数学为首要任教学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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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发布«乡村支持计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指出:“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一专多

能’的乡村教师ꎮ” [１]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教育部直

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对师范生公

费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

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ꎮ” [２]在政策实施

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ꎬ如公费师范生对相关政

策和专业了解程度不高ꎬ履约行为意向低等ꎮ 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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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作为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凉山州唯一的本科

院校ꎬ以服务地方为主旨ꎬ积极为地方开展公费师

范生培养ꎮ ２０１７ 年开始招收小学教育专业免费师

范生(２０１８ 年根据国家政策改为公费师范生)ꎬ至今

已有 ３ 届学生ꎬ２０１７ 级即将面临毕业ꎮ 本研究旨在

通过调查的开展ꎬ了解公费师范生就业意向ꎬ为即

将面临就业的公费师范生提供就业指导参考ꎮ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一)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的形式进行ꎬ通过问

卷星发放电子问卷ꎬ以西昌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公费

师范生为调查对象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ꎬ对 ２０１７
级、２０１８ 级、２０１９ 级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发放

问卷ꎬ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西昌学院小学教育专

业公费师范生在就业意向方面的相关情况ꎮ
(二)研究工具

此次调查采用自编问卷«小教专业公费师范生

就业意向调查»ꎮ 问卷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ꎬ第一

个部分是人口信息ꎬ第二个部分是就业意向调查ꎮ
人口信息包括性别、年级、民族、居住地、是否为独

生子女、复读情况以及理想职业ꎮ 就业意向问卷分

为三个维度ꎬ分别是专业报考、专业认识、就业意

向ꎮ 专业报考维度包括报考原因、报考动机ꎻ专业

认识维度包括对公费师范生政策相关信息的了解

程度与了解途径、对小教专业的了解程度与了解途

径、学习动机与规划、全科培养认可度、公费与非公

费一致性培养认可度、学科培养倾向ꎻ就业意向维

度包括小学乡村教师意向、小学教师任教学科意

向、履约意愿ꎮ
(三)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西昌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含
免费师范生)为调查对象ꎬ分别对 １７、１８、１９ 级发放

调查问卷 １９７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７３ 份ꎬ有效回收

率 ８７ ８２％ꎮ
根据表 １ 可知ꎬ调查对象中女生人数远高男生ꎬ

女生 ７６ ３％ꎬ男生 ２３ ７％ꎬ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

生男生比例略高于小学教育专业男生比例ꎮ 调查

对象中ꎬ１９ 级 ５０ ９％、１８ 级 ２７ １％、１８ 级 ２２％ꎬ各年

级调查对象比例与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各年

级学生比例基本一致ꎬ 同时ꎬ 调查对象中汉族

７５ ７％、彝族 １６ ７％、７ ６％ꎬ各民族间比例与小学教

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各民族比例基本一致ꎬ均能表明

本文调查结果能较准确体现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

业公费师范生就业意向ꎻ来自城镇的人数是 ８１ 人ꎬ

占 ４６ ８％ꎬ来自农村的有 ９２ 人ꎬ占比 ５３ ２％ꎮ
表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维度 人数 百分比 / ％
性别 男 ４１ ２３ ７

女 １３２ ７６ ３
年级 ２０１９ 级 ８８ ５０ ９

２０１８ 级 ４７ ２７ １
２０１７ 级 ３８ ２２ ０

民族 汉族 １３１ ７５ ７
彝族 ２９ １６ ８
其他 １３ ７ ５

居住地 城镇 ８１ ４６ ８
农村 ９２ ５３ ２

二、调查结果

(一)专业报考

１.报考原因

学生报考地处民族地区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

公费师范生时的影响因素众多ꎬ在报考原因方面涉

及父母建议、亲戚朋友建议、老师建议、自己意愿

等ꎮ 根据图 １ 可知ꎬ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

范生报考原因处于第一位的是“自己的意愿”ꎬ第二

位是“父母的建议”ꎮ

图 １　 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报考原因

２.报考动机

调查对象报考本专业公费师范生的动机中如

图 ２ 所示: ３０ １％ 是为了成为一名小学老师ꎬ有

２５ ４％的同学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状况ꎬ 还有

２３ ７％的同学是为了上大学ꎬ其他因素占 １６ ２％ꎬ受
他人影响占 ４ ６％ꎮ

图 ２　 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报考动机

(二)专业认识

１.公费师范生政策方面

(１)就读前、后对比分析

据图 ３ 可知公费师范生政策了解情况ꎮ 就读

前、后学生对公费师范生政策了解程度有较大的变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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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就读后了解程度上升了 ２７ ８ 个百分点ꎬ仍有超

五分之一的人表示对公费师范生政策不确定或不

清楚ꎮ

图 ３　 就读前、后公费师范生政策了解程度

(左为就读前、右为就读后)
(２)了解途径

学生了解公费师范生政策的途径主要有 ３ 种ꎬ
从高到低依次是老师介绍、自己了解、同学或朋友

介绍ꎮ
(３)认同度

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对公费师范生政策的认同

度上ꎬ根据图 ４ 可知ꎬ整体认同度较高ꎬ仍存在近三

成的学生对公费师范生政策未能表示认同ꎮ

图 ４　 政策的认同度情况

２.公费师范生专业发展状况

(１)就读前、后对比分析

学生就读前、后对自身专业发展状况的了解程

度ꎬ根据图 ５ 可知:就读前ꎬ了解本专业的占 ４７ ４％ꎬ
不确定或不了解的占 ５２ ６％ꎻ就读后ꎬ了解本专业

的上 升 至 ６８ ２％ꎬ 不 确 定 或 不 清 楚 的 下 降

至 ３１ ８％ꎮ

图 ５　 就读前、后公费师范生专业发展状况对比

(左为就读前、右为就读后)

(２)了解途径

学生对专业发展状况了解的 ３ 大途径依次是:
老师介绍 ８０ ９％ꎬ自己了解 ６７％ꎬ同学或朋友介

绍 ５９ ５％ꎮ
３.培养方面

(１)全科培养认可度

目前ꎬ小学全科教师是全国小学教育专业发展

的重点方向ꎬ作为民族地区高校的西昌学院更是以

培养小学全科教师作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

培养的方向ꎮ 根据图 ６ 可知ꎬ学生对小学教育专业

公费师范生全科培养的认可度:７９ ２％认同全科培

养ꎬ２０ ８％不确定或不认同全科培养ꎮ

图 ６　 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全科培养认可度情况

(２)学科培养倾向

根据调查数据ꎬ在全科培养背景ꎬ学生对民族

地区小学教育专业中学科重点培养倾向ꎬ从高到低

为:语文学科为 ３４ １％ꎬ英语学科为 ２９ ５％ꎬ数学学

科为 ２６ ６％ꎬ音乐美术类艺术学科为 ９ ８％ꎮ
(三)就业意向

１.就业意向

(１)从事乡村小学教师意向

调查结果显示: 调查中愿意成为教师的占

９５ ４％ꎬ不确定的占 ４ ６％ꎮ 从总体上看ꎬ参与调查

的学生愿意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占 ８６ ７１％ꎬ不确定

的占 １０ ９８％ꎬ不愿意的占 ２ ３１％ꎮ 毕业后成为一

名教师ꎬ愿意到乡村的小学工作的占 ５８ ９％ꎬ不愿

意的占 １０ ４％ꎬ３０ ７％不确定ꎮ
(２)任教学科意向

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在毕业后任教学科

选择倾向上ꎬ数学学科表示 ４１ １％愿意ꎬ５８ ９％不确

定或不愿意ꎻ英语学科表示 ３９ ９％愿意ꎬ６０ １％表示

不确定或不愿意ꎻ语文学科表示 ３７ ０％愿意ꎬ６３ ０％
表示不确定或不愿意ꎮ
２.履约意愿

调查数据显示ꎬ占 ９１ ９１％的人毕业后会履行

签订的公费师范生相关协议ꎬ有 ８ ０９％的人表示不

确定或不会履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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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一)学生报考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

个人意愿居首位

地处民族地区的西昌学院在地理位置和社会

经济发展上ꎬ与其他同等院校具有一定的差距ꎬ学
生报考其公费师范生的首要原因是学生个人意愿ꎬ
其次是父母的建议ꎮ 过去学生选择报考院校和专

业时父母、老师建议为首要原因转变为学生个人意

愿ꎬ表明一方面学生在重大事件中自我选择的权利

变大ꎬ另一方面父母、老师等长辈对学生意识和行

为的尊重ꎮ
目前ꎬ学生选择成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

的首要动机是毕业后成为小学教师ꎬ其次是缓解家

庭经济状况ꎬ再次是为了上大学ꎬ排名前三的报考

动机差异不大ꎮ 首先ꎬ当前就业状况还是十分严峻

的ꎬ公费师范生毕业后能够较容易地进入教师行

业ꎬ学生就业有保障ꎻ其次ꎬ学生中农村家庭的占比

５３ ２％ꎬ公费师范生政策能够缓解学生家庭负担ꎬ对
于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能够有效地缓解家庭经济

压力ꎻ再次ꎬ公费师范生招生秩序处于普通招生之

前ꎬ同时民族地区院校收分较同层次院校较低ꎬ学
生报考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ꎬ能够为

自己增加上大学的机会ꎮ
(二)学生就读后对公费师范生政策和专业发展状

况了解程度较高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就读前、后
对公费师范生政策和专业发展状况了解程度差异

较大ꎬ与报考原因中学生个人意愿情况基本一致ꎬ反
映出学生在报考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

时ꎬ自身对专业和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了解ꎻ从侧面

反映出当前学生对个人未来职业发展的关注ꎮ
就读后学生对公费师范生政策和专业发展状

况的了解程度有较大提升ꎬ但均未超过 ８０％ꎬ其中

专业发展状况不到 ７０％ꎬ其主要了解途径为老师介

绍ꎮ 上述结果表明学生就读后对公费师范生政策

和专业发展状况的了解在主要途径是老师介绍ꎬ具
有一定效果ꎬ但效果并未达到最佳ꎮ 老师介绍主要

有二种方式:一是入学教育ꎬ学生就读之初ꎬ由学院

安排专人为学生开设入学教育课程ꎬ进行学生学籍

管理、专业沿革、现状和发展等介绍ꎬ一般学时不

多ꎻ二是老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提及的介绍ꎬ主要

在小学教育学等课程中少量提及ꎮ
(三)学生对全科培养的认同度较高

２０１４ 年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小学教师全科培

养后[３]ꎬ各地区院校结合自身实际对小学全科教师

进行了解释ꎬ民族地区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应是分

层培养ꎬ首先是培养在了解民族地区文化基础上能

够独立承担国家规定的小学阶段各门课程的教学

工作、研究和管理的教师[４]ꎻ在此基础上培养“一专

多能型”的小学全科教师ꎮ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

公费师范生培养是为了解决偏远地区、民族地区小

学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ꎬ全科培养是民族地区小学

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的必然选择ꎮ 结合调查数据ꎬ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对该专业进行

全科培养持认同态度的接近 ８０％ꎬ说明学生对自身

专业定位与国家对本专业定位保持了较高的一致

性ꎮ 同时ꎬ学生在全科培养背景下需加强培养的学

科方向上语文学科处于第一位ꎬ其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社会对不同学科教师的认可度ꎻ二是学科间知

识学习的难度ꎻ三是大量学生来自农村地区ꎬ艺术

类学科基础薄弱ꎮ
(四)学生履约愿意与就业意向不一致

研究表明ꎬ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

履行公费师范生协议的履约意识非常高ꎬ达到了

９０％以上ꎮ 同时ꎬ８５％以上学生毕业后就业意向为

小学教师ꎮ 然而ꎬ仅有不到 ６０％的学生会选择按照

协议成为乡村小学教师ꎮ 经分析得出ꎬ民族地区小

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履约意识与就业意向出现

了明显的不一致ꎮ 根据本文中关于学生专业报考

方面与专业认识方面调查结果分析ꎬ学生出现履约

意识与就业意向不一致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ꎬ
学生对公费师范生政策了解程度仅限于个人的认

识ꎬ对政策的认识程度不足ꎬ同时有大量的学生不

了解政策ꎬ甚至部分学生认为履约就是成为教师或

小学教师ꎻ另一方面ꎬ大量学生在报考的过程中并

非以成为小学教师作为报考动机ꎬ甚至有学生以上

大学为目的ꎬ学生的初始的就业意向不是小学教

师ꎬ造成了学生高履约意识下的就业意向与签订协

议之间相违背ꎮ

四、建议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就业意向

调查中ꎬ反映出学生履约意愿与就业意向的不一致

性ꎬ其关键在于学生对公费师范生政策和自身专业

发展的认识ꎮ 对于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

范生ꎬ通过加强民族情怀培养、坚定民族地区服务

的理想、做好"１＋Ｘ"全科培养、改善民族地区小学教

学环境是切实落实好民族地区公费师范生培养"下
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的重要途径ꎬ从而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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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履约意识与就业意向不一致的问题ꎮ
(一)加强学生民族情怀培养ꎬ树立服务民族地区

意识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选择本专

业的原因和动机ꎬ虽然占首位的是个人意愿和成为

小学教师ꎬ但还有大量的学生是因为其他原因和动

机报考的ꎬ在此背景下加强学生民族情怀培养ꎬ树
立服务民族地区的意识ꎬ才能有效加强学生毕业后

履约行为的达成ꎬ实现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公

费师范生的目标ꎮ 民族情怀的培养应贯穿公费师

范生培养的始终ꎬ情怀培养是一个持久的过程ꎬ要
让民族情怀渗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ꎮ 加强学生民

族情怀的培养ꎬ积极培育学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树立服务民族地区的意识ꎬ使公费师范生秉持着为

民族地区奉献力量、服务民族地区的决心积极投入

到基础教育的工作中ꎬ以思想引领行动ꎬ从而实现

知行合一ꎮ
(二)“全员全课程”宣传民族文化和公费师范生政

策ꎬ坚定扎根民族地区服务的理想

学生民族情怀的培养不是学生个人的问题ꎬ也
不是个别老师或者部分老师的问题ꎬ而是民族地区

小学教育专业老师共同的问题ꎮ 在对学生开展民

族情怀培养的过程中ꎬ要做到“全员全课程”的培

养ꎮ “全员”指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开展专业课

程的老师和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老师ꎻ“全课程”指
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ꎬ从课程体系上

看由教师教育类课程和专业教育类课程组成ꎮ 过

去教师虽然地处民族地区ꎬ但自身对民族文化的了

解程度不深ꎬ为了更好地开展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

业公费师范生培养ꎬ进一步加强教师民族文化和公

费师范生政策了解十分必要ꎮ 教师通过深入了解

民族文化和公费师范生政策ꎬ才能够在教学过程及

学生管理过程中将民族情怀融入其中ꎬ对学生实现

“全员全课程”的民族情怀培养ꎻ学生在清楚了解民

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的培养背景和发

展前景后ꎬ才能有效地为培养学生民族情怀打好基

础ꎬ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归属感ꎬ逐步养成

履行协议的责任感ꎬ督促自身就业时能够正确履约

协议义务ꎬ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民族地区小学

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ꎮ
(三)做好“１＋Ｘ”全科培养模式ꎬ培养适应民族地区

的小学全科教师

就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而言ꎬ毕
业后能够在民族地区完成小学阶段各学科教学任

务的小学教师ꎬ以现行的小学全科教师考核标准

(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ꎬ应该掌握语文、数学、
英语、音乐和美术学科的教学能力ꎮ 民族地区小学

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以五大学科为基础开展培养

形成“１”个基础ꎬ在基础之上由学生自由选择学科

能力提升方向形成“Ｘ”方向ꎬ最终形成“１＋Ｘ”全科

培养模式ꎮ 在该模式下ꎬ在了解民族文化的背景

下ꎬ以夯实学生五大基础学科的教学能力ꎬ保障其

在民族地区小学中能够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ꎻ再根

据学生的兴趣进行一个学科方向的提升ꎬ保证学生

成为“一专多能型”的民族地区小学全科教师ꎮ
(四)改善民族地区小学教学环境ꎬ稳定师资队伍

公费师范生政策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学生报考

公费师范生ꎬ但民族地区艰苦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微薄的工资收入、不明朗的发展前景让就读公费师

范生的学生不愿意去民族地区当老师ꎬ并且很难保

证公费师范生不出现再择业的可能ꎮ 因此ꎬ要完善

公费师范生政策ꎬ增加经费投入ꎬ改善民族地区小

学教学环境ꎬ提高民族地区小学教师待遇ꎬ增强职

业吸引力ꎬ从而稳定教师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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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安排给学生ꎮ 在“规则”中设置学生ꎬ要充分发挥

学生的创造性ꎬ引导学生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ꎮ
建立学生劳动素养公示、审核制度ꎬ确保记录

真实可靠ꎮ 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

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ꎬ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和毕业依据ꎬ作为高一年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

依据ꎮ 学校可以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自我服务

等方面对学生的劳动素养进行评价ꎮ 志愿服务活

动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是否热爱祖国ꎬ热爱

社会ꎬ是否愿意为人民服务ꎬ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评

价体系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劳动素养的提升ꎮ 社

会实践活动能够锻炼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ꎬ培
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ꎬ建立社会实践评价体系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ꎮ 自我服务是

最简单的一种日常劳动ꎬ劳动教育一般都从自我服

务开始ꎬ建立自我服务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树立

良好的独立意识ꎬ使劳动变成人人都需负担的平等

的普遍义务ꎮ
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将热爱劳动内化于心ꎬ外

化于行的教育活动ꎮ 正如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所

说:“劳动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ꎬ对于一个农夫的

孩子来说ꎬ长大成人意味着最初适应于他将在余生

中所从事的日常例行公事ꎮ” [６]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

展的希望ꎬ也关乎着民族的未来ꎬ国家重视民族地

区教育的力度一直在加强ꎮ 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

制度的重要内容ꎬ在中小学阶段ꎬ劳动教育开展得

如何决定着国民的劳动价值观和基本劳动素养[７]ꎬ
重视基础教育阶段劳动教育问题ꎬ特别是在农村、
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ꎮ 劳动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ꎬ
对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发展、身体素质和

审美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劳动教育

是目前的普通教育体系中能够促进兴农事业发展

的重要部分ꎮ 兴农的科技手段真正地进入贫困地

区ꎬ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ꎬ而且让贫困人民

真正掌握这些科技手段ꎬ在此过程中ꎬ劳动教育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８]ꎮ 劳动教育对于贫困地区的

教育与发展至关重要ꎬ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

家长予以重视ꎮ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中ꎬ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参考文献:
[１] 　 张志勇ꎬ杨玉春.深刻认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思想与新论断[Ｊ] .中国教育学刊ꎬ２０２０(４):１－４.
[２] 　 曹孚.劳动教育问题[Ｍ]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５５:２０.
[３] 　 马卡连柯.马卡连柯论青少年教育[Ｍ]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ꎬ１９８４:７１.
[４]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Ｍ]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１９.
[５] 　 上海市马桥强恕中学课题组.初中生劳动习惯培养的实践研究[Ｊ] .上海教育科研ꎬ １９９８(１１):３４－３７.
[６] 　 赫勒.日常生活[Ｍ] .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２０１０:３６.
[７] 　 萧宗六.学校管理学[Ｍ]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８:１１２.
[８] 　 杨文坚.将脱贫攻坚融入劳动教育[Ｎ] .吉林日报.２０２０－０５－２７(００８) .



(上接第 １１８ 页)

[９] 　 刘志杰.公费师范生志愿填报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 ２０１８ 年小学教育(专科层次)公费师范生为例[ Ｊ] .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１９(５):６７－７１.

[１０] 　 钱芳ꎬ郭雨涵.公费师范生培养实施情况调研及政策建议[Ｊ] .中国教师ꎬ２０１９(６):１１－１６.
[１１] 　 曹婧ꎬ马玉芳.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探究[Ｊ] .黑龙江高教研究ꎬ２０１９(５):７９－８２.

８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