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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脱贫时代“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
——以凉山彝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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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实施“一村一幼”项目后，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学前教育师资“下得去”的问题基本解决，但师

资的稳定性仍面临较大挑战。教师职业生存状态关系到教师能否“留得住、教得安”。“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面临：职业

热情与现实生活博弈；身份不明，前途迷茫；工资待遇低，缺乏保障；环境条件艰苦的困境。凉山彝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需要从

制度立场、待遇立场、专业立场和文化立场中定位和设计改进思路，通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聘期责任与权益；制定符合实

际的编制、薪酬社保政策；提供培训机会与资助；发挥彝族传统家支教育作用等途径形成健康长效的教育脱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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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ne Village One Preschool" Survival Status of Teachers in
the Post-Poverty Era：Take Yi Region of Liangshan as an Example

LING Lu1，2
（1.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00 China，；2.Faculty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As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enter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preschoo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ill open a new anti-poverty journe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village，one kindergarten" project in Li⁃
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Sichuan Province，preschool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and the number of pre⁃
school teachers has been effectively increased，but the stability of teachers still faces great challenges. The survival status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 is related to whether the teacher can "retain and teach safely". The professional survival status of
teachers in "One village，One kindergarten" is faced with：the game of professional enthusiasm and real life；unclear
identity and confused future；low salary and lack of security；and the dilemma of difficul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Dur⁃
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chool teacher team in Liangshan Yi District needs to be
positioned and design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stance，treatment stance，professional stance and cultural stance，and
through the signing of labor contr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the employment period
are clarified；the actual establishment and salary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are formulated；training opportunities and fund⁃
ing are provided；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Yi family education is brought into play to form a healthy and long-term edu⁃
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Keywords: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Liangshan Yi District；"One Village，One Preschool"；preschool teachers；pro⁃
fessional Survival State

当前，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全面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教育扶贫是从根本上

破解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治本之策［1］。“扶贫先扶

智”“治穷先治愚”，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

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州作为民

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教

育水平滞后，始终是阻碍其进步的瓶颈。为从根本

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5年，四川省在大小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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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区启动“一村一幼”计划，使得近 20万名山区幼儿

得到了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截至 2020年底，全州

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 84.03%，较计划实施前提

高近 30个百分点［2］。该项目为凉山州学前教育事

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师

资问题仍是制约凉山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截至

目前，全州累计选聘“一村一幼”教师 1.49万人［3］，基
本解决了从“无教师”到“有教师”的问题，但在后脱

贫时代，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应考量从“有”

到“优”的新需求。在对“一村一幼”计划进行政策

绩效评估时发现“一村一幼”教师流动性大、师资队

伍不稳定是导致保教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4］。
可见当前的学前教师队伍面临“留不下”和“教不

安”的双重困境，致使民族地区乡村持续振兴的内

生动力严重不足。后脱贫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学

前教育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队伍稳

定、结构优化的高质量学前师资。

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一村一幼”教师稳定性

差？该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师资、改善

教师职业生存状态，吸引优秀教师投身山区幼教事

业，让他们不仅“下得去”更能“留得住、教得安”？

这些均是后脱贫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对

“一村一幼”教师群体进行了调查，在分析其面临的

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对策与建

议，以期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乃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

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一、“一村一幼”教师群体特征

全面深入剖析“一村一幼”教师的群体特征是

探究“一村一幼”师资队伍建设的事实基础和客观

依据。本研究采取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方法，选

取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的L县作为样本开展抽样调

查。L县人口 27万，其中彝族人口占 59%，是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L县在自然环境、人口结构和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典

型性。本研究自编《“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

调查》问卷，既包括教师的外部评价指标如职业回

报与职业条件；也包括内部体验性指标如职业认同

与满意度、职业负荷、职业适应与发展职业声望与

社会地位，共六个维度，27个指标构成，问卷信效度

良好。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方式，并为正

向计分，发放问卷 350份，回收有效问卷 336份。问

卷统计结果见表 1。通过田野调查中的深度访谈、

参与性观察，与教师共同生活、学习、上班，较为真

实、全面地了解其职业生存状态。

表1 凉山彝族自治州L县“一村一幼”样本教师的基本情况

（N=336）

性别

年龄

教龄

婚恋情况

民族

学历

专业

有无教师资格证

籍贯

未填写

男

女

未填写

20岁以下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不满一年

一至三年

三年以上

未填写

单身

恋爱中

已婚

其他少数民族

汉族

彝族

未填写

本科

大专

中专/高中

初中及以下

未填写

学前教育

非学前教育师范类

非师范类

未填写

有

无

未填写

本村人

本乡镇其他村人

2
104
230
2
17
201
90
23
3
10
212
114
5
68
7
256
5
95
236
4
13
127
116
76
9
97
61
169
2
115
219
3
163
84

0.6
31
68.50
0.60
5.10
59.80
26.80
6.80
0.90
3

63.10
33.90
1.50
20.20
2.10
76.20
1.50
28.30
70.20
1.20
3.90
37.80
34.50
22.60
2.70
28.90
18.20
50.30
0.60
34.20
65.20
0.90
48.50
25

类别
人数/
人

比例/%

··38



第 4期 凌 鹭：后脱贫时代“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以凉山彝区为例

本县市其他乡镇人

本省其他县市人

外省人

77
8
1

22.90
2.40
0.30

续表1

类别
人数/
人

比例/%

（一）本土、本民族教师为主

“一村一幼”教师主要来源于本乡本土。在属

地来源方面，73.5%的教师籍贯为本村或本乡镇其

他村（48.5%的教师为本村人，25%的教师为本乡镇

其他村人），仅有 0.3%的教师为外省人，具有“本土

化”特征。与当地社会有着密切血脉和人情联结的

村幼教师，更便于和同事、幼儿及其家长进行交流

与沟通。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让彝区的儿童在家门

口就能上学，同时也吸引了部分有志于从事教育事

业的彝族青年。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走路十分钟

就能上班”，是不少村幼老师选择继续留任该岗位

的重要因素。从民族来看，70.2%为彝族教师，熟悉

当地风俗文化，具有“双语教学”优势。

（二）年轻女教师为主

“一村一幼”教师在年龄结构上呈现年轻化特

点。64.9%的教师年龄在 30岁以下。项目的推进

给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青年

教师的加入为凉山学前师资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性别结构来看，女教师人数占比较大，约合

68.50%，男教师比重为 31%。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有所差

异，男性通常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而目前的

待遇无法使男教师承担起该责任，经济困窘带来的

压力是男教师离职的重要原因。对女教师而言，婚

恋问题是其难以扎根山区的重要因素。

（三）学历水平和专业资质低

学历水平和专业资质是教师专业素质的重要

表现［5］。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有赖于学历水平和专业

素质良好的教师。调查发现，“一村一幼”教师学历

水平普遍偏低，94.9%的教师学历为大专及以下水

平。同时，出于吸引师资的现实考虑，招聘门槛较

低。部分县份村幼教师的学历要求仅为“初中及以

上学历”，若是招不满，学历条件还可以放宽。

（四）教龄短，学前教育专业占比低

教师的教龄关系到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知识

与技能以及教师的教育教学热情，很大程度地体现

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数据显示，64.1%的教师

教龄不满 3年。33.9%的教师教龄为 3年以上，调研

的教师中教龄最长的为 31年，还有 18名老师先担

任代课教师，而后转岗为“一村一幼”教师。

从专业背景来看，50.3%的“一村一幼”教师为

非师范类，其专业主要集中于会计、市场营销、汉语

文学、护理等专业，仅有 28.9%的教师拥有学前教育

学的相关专业背景。可见教师普遍存在学前教育

专业理论知识相对不足的情况。

二、后脱贫时代“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

态困境

（一）职业热情与现实生活间的博弈

职业认同感是教师对山区儿童发自内心的接

纳，对学前教育价值和意义有着真诚的肯定与追

求，也是影响学前教师入职、激发从教动机与留任

的深层次因素［6］。本研究对职业认同与满意度进行

调研。表 2显示，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具有较

高的职业认同与满意度。“一村一幼”教师工作生活

总体感受良好，对这份工作总体上感到满意，认同

并喜爱这份幼教事业。几乎所有受访教师都认为

幼儿教育对彝族幼儿的未来和社会发展很重要，半

数以上的教师高度认可它的重要性。教师在做自

我介绍时，乐意提到自己是一名“一村一幼”教师；

当有人无端指责“一村一幼”教师群体时，他们会感

到难过和生气。

被调查的教师中，大多数是高中毕业后，没有

接受过任何学前教育方面的专业教育就直接进入

幼教点做教师。还有一部分教师由于没有找到满

意的工作而临时选择“一村一幼”教师作为过渡，一

边复习“公招考试”，一边上班。

一方面，村幼教师们怀着对山区彝族儿童的喜

爱以及对幼教事业前景的乐观，他们选择了留在偏

远、条件艰苦的幼教点。另一方面，不少教师也仅

仅只是把从事该工作视为一种暂时的谋生手段，而

非实现自我价值的长期事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当出现更加优越、更有前景的职业机遇时，将干扰

“一村一幼”教师的职业忠诚度和坚持度。当教师

发现专业发展机会太少，生活保障难以实现，工作

环境、工资待遇得不到改善，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会

促使部分教师对人生价值进行自我修正，寻找新的

从业机会。

（二）身份不明，前途迷茫

“一村一幼”教师属于临时聘用人员，不使用正

式事业编制，处于缺乏认可的尴尬处境，甚至只能

用“辅导员”一词指代。本研究中 65.20%的村幼教

师并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不具有法律上的教师身

··3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4卷

份，教师待遇也就无从谈起；根据《凉山州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的意见》（凉府发［2016］
25号）文件精神，“受聘一村一幼教师与聘用单位所

在村两委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式三份，本人、

村两委、县教育局各执一份）实行一签三年”。实际

上，该县与村幼教师签署合同存在较多弹性，与政

策预期不一致。这意味着未签署合同的村幼教师

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不用遵守正式编制的各种

规定，可以相对随意地离开“一村一幼”教师岗位，

对山区幼教点教学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制约了山

区学前教育质量。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随时面临解

聘风险，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7］。
由于缺乏身份的基本保障，无法给予“一村一

幼”教师一个明确、统一的身份，形成与身份相应的

一系列规范以及权利义务体系。虽然他们在实质

上行使着教师的职责，承担着教师的工作，却无法

获得教师身份所具有的制度性“权利”，在医疗卫生

及养老等各类保险的获得上仍不能对等正式教师，

在关于幼教点建设发展的决议工作中拥有较少的

话语权。因此，他们游离于主流教师圈之外，对于

职业的认同感也相应较低。

“一村一幼”教师身份不明的困境，边缘感以及

安全感缺失，导致其对自身职业的认同低，工作参

与度低［10］。稍遇困难便容易产生离职心态，不利于

学前师资队伍的稳定和健康有序发展。

（三）工资待遇低，缺乏保障

付出与回报不对等会降低“一村一幼”教师们

的留任意愿。调查结果显示，教师们对工资待遇和

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普遍偏低。

首先，“一村一幼”教师工资待遇标准偏低。自

2015年 9月实施学前教育“一村一幼”计划以来，省

级财政给予 2 000元/人/月的劳务补助，按一年十个

月发放，此外没有任何福利、奖金与补贴。为稳定

师资队伍，2017年以后当地教科局为教师们争取到

了寒暑假工资。但相比当地较高的物价，28.1%的

幼儿教师月生活支出在 2 000元以上，处于入不敷

出的状态。不少年轻教师需要“家里补贴”或者“回

家会帮着干农活，放羊”来增加收入。调查显示，

25.9%的教师年收入在2万以下，73%的教师年收入

处于 2到 3万之间，仅有 1%的教师年收入超过 3万。

在问及“对自身工资的满意度”时，62.1%的教师表

示不满意，仅有5.1%的教师满意现有的工资收入。

其次，“一村一幼”教师工资待遇“一刀切”。教

师均为 2 000元/人/月的劳务补助，没有根据幼教点

艰苦偏远程度进行差异化补贴。离家较远的教师

每月交通费会比其他教师多花费 150元到 200元不

等。无差异的工资待遇，使得环境偏远、工作更为

艰苦的幼教点教师心理失衡。

此外，社会保障的缺失，也是影响教师工作积

极性的重要因素。由于没有政策依据，“一村一幼”

教师难以享受国家规定的医疗、工伤、失业等基本

社会保险和福利。社会保障缺失，使其既对自己的

生、老、病、死等问题存在后顾之忧，也对未来的职

业和生活缺乏信心，难以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给

表2 “一村一幼”职业认同与满意度得分情况表

指标

职业认同与满意度

题目

对幼儿和社会重要

实现人生价值

乐意提到

感到难过和生气

认真对待职责范围内工作

愿意继续从教

能力价值得到发挥

经常疲倦

报酬满意

与领导相处良好

与同事相处良好

总体满意

个案数

334
333
334
333
334
334
331
334
334
333
333
333

题目均值

4.58
3.80
3.80
3.94
4.51
4.21
3.73
3.19
2.22
3.94
4.37
3.84

最小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最大值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指标均值

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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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个人生活和专业成长带来诸多不便［11］。
（四）工作环境虽有改善，仍困难重重

通过对比 2018年、2019年凉山州 L县“一村一

幼”教师生活条件状况（见图 1），结合调研数据显

示：总的来看，随着国家“精准扶贫”以及“三区三

州”脱贫攻坚投资资金的不断加大，现阶段“一村一

幼”幼教点办学条件在硬件设施方面相较于 2018年
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改善。

2018年调研数据显示，凉山州 L 县只有约

14.2%的幼教点能够为教师提供基本的洗漱条件，

如有自来水或冬天有热水。2019年则得到了一定

改善，约有 26.79%的幼教点能够为教师提供基本的

洗漱条件；2018年仅有 6%的幼教点为教师提供煮

饭或加热饭菜的设施，2019年已有 19.4%的幼教点

可为教师提供煮饭或加热饭菜的设施。洗漱与饮

食两项基本生活条件分别有了 12.59和 13.4个百分

点的改善（见图2）。

除了基本生活条件，在教育教学条件上，2018
年至 2019年间均有较为显著的改善。首先，2018年
凉山州L县 80%的幼教点不具备在上图中所列的任

何教育教学设备，在 2019年这一情况有了根本性转

变，仅有约 0.6%的幼教点无法为幼儿与教师提供任

何所列教育教学设备。其次，虽然有所改善，然而

教育教学设备的“单一性、局限性、传统性”仍是大

多数“一村一幼”幼教点所面临的难题。2019年 7月
的调研数据显示，已有 86.0%的幼教点配备电视机，

63.1%配备玩具、教具等基本教育教学工具。电子

琴或钢琴、多媒体设备和电脑等现代化教育教学工

具，普及率仅有9.8%、8%（见图2）。

可见，截至 2021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三区

三州”帮扶政策的落地与推进，凉山州 L县“一村一

幼”幼教点师资配备和硬件设施方面得到了较大改

善。但在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上，教师们的生活、

工作环境仍十分艰苦。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工具的

“单一性、局限性、传统性”是很多幼教点执教过程

中面临的难题，无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全面、现代

的教学环境。

三、后脱贫时代学前教师“留得住、教得安”路

径探析

后脱贫时代如何改善“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

存状态，是在解决“下得去”的困境后，凉山彝区学

前教育工作的关键。面对凉山州L县“一村一幼”教

师较高职业热情与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身份不

明，定位尴尬的局面；待遇较低，缺乏保障的难题；

工作环境艰苦等现实问题。只有探索出能够长效

稳固“一村一幼”教师队伍的制度机制，才能使其

图1 “一村一幼”教师生活条件对比状况

图2 “一村一幼“教师生活与教育教学设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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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住、教得安”。为落实“十四五”时期高质量教

育体系建立的要求，凉山州学前教师队伍建设需要

从制度立场、待遇立场、专业立场和文化立场来定

位和设计改进思路，为凉山州提供稳定优质的学前

教育资源，以此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一）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聘期责任与权益

学前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是国家教育职能的具

体履行者，该职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公共事务的

性质和责任。无论是在编幼师或代课幼师，他们的

工作都具有不可替代性［12］。
在现有条件无法解决编制问题的情况下，首

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一村一幼”

教师签订劳动合同，一经聘用，若不是因法定事由、

经法定程序，不得解聘、辞退。在一定程度上，这是

对教师的身份保障。同时依法完善“一村一幼”教

师聘任制度，明确教师的身份和地位。坚持从依法

治教的高度，出台相应的“一村一幼”教师法规和政

策性文件，制定教师的聘用标准、考核办法以及辞

退制度等。其次，在聘任合同中明确聘期、工资待

遇基本结构、标准、考核评价方式等内容以及双方

的相关具体责任和权益。再次，要将合同的签订与

幼教点申请政府补贴挂钩，作为评价与考察幼教点

办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借此规范用人行为，减少教

师流失严重等问题，将“一村一幼”教师队伍建设纳

入法制化轨道。“一村一幼”教师奉献于少数民族偏

远山区的学前教育事业，应当享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保护。

（二）制定符合实际的编制、薪酬、社保政策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教师需要在物质支持

和精神支撑上得到保证，并在富有安全感和稳定感

的氛围中才能增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进而成长为

一名合格的或优秀的教师［13］。
一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一村一幼”教师编制

政策。根据凉山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争取每村设

置一名正式幼儿教师编制。编制对岗不对人，增强

职业吸引力，确保师资队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完善“一村一幼”教师薪资报酬体系。适

度提高其收入待遇，并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可根据

幼教点艰苦边远程度和从教年限，实行差异化补助

政策。按照公平化、差别化原则和艰苦边远地区幼

教点倾斜的原则，划分不同档次，通过发放交通补

助、高寒补助等，提高生活待遇［14］。
三是，尽快将“一村一幼”教师纳入到社会保障

体系中，由财政保障解决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

保险问题，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帮助其找到职业

热爱与现实困扰之间的平衡。

（三）提供培训机会与资助，多途径提高教师的学历

水平与专业资质

有质量的师资队伍是保教质量提升的前提和

基础。对幼儿教师胜任力的研究表明，幼儿教师胜

任力总体水平随其自身学历和专业资质的提高而

不断提升，幼儿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资质直接影

响着保教质量［15］。目前，师资缺口量大、流失率高，

存在学历水平低，教师资格证持证率低的“一村一

幼”教师或许是一种应急措施。但短期行为和长期

目标应该结合，不能把应急措施当作理所当然的解

决办法。因此，为其提供在职培训机会与资助，多

途径提高“一村一幼”教师的学历水平与专业资质

是当务之急。

在现有“一村一幼”教师资格证持证率低的情

况下，让教师们以自费和个别的形式考取教师资格

证存在低效且效果不佳的问题。组织或资助尚未

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的教师进行统一的、有组织的

免费培训机会，可提高资格证的通过率与持有率。

此外，鼓励和支持学历较低、无专业背景的“一村一

幼”教师提升自己的学历，创造条件让村幼教师通

过进修学习、参加成人高考等方式获得更高的学

历。力争让更多的“一村一幼”教师通过此类培训

提升专业能力和素养，达到合格学前教师标准。

另一方面，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基础素质，组织

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和职后培训，提升在岗教师专业

化水平，给予教师更多专业支持。充分发挥教师的

主体性，建议让教师们结合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困惑，通过总结归纳出共性的问题以及幼教点发

展所要解决的难题，积极商讨决定“培训什么”，从

被动地“听培训”到主动地“设计参与培训”。培训

内容方面，增加有关于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

深化他们的家国意识、民族意识，培养乡土情怀，扎

根乡土生活。让“一村一幼”教师在山区也能获得

专业的成长，获得被肯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四）发挥彝族传统，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保护“一村一幼”教师可贵的教育情怀，需要在

全社会营建凸显“尊师重教”的精神文化，让教师真

正体验到被社会重视和尊重的存在感、获得感和荣

誉感。

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加大表彰“一村一幼”教师

力度，举办“最美一村一幼教师”评选活动。重视先

进人物的表彰仪式和宣传，让获奖教师珍惜这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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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感和成就感，激发其他教师以自主发展的内在意

愿对标身边的优秀教师，同时唤醒整个社会对“一

村一幼”教师的尊重和肯定［16］。除了精神奖励之

外，还应配套适度的物质奖励，建议以省为单位建

立“一村一幼”教师专项奖励基金，以省政府为主

体，利用省财政建立奖励基金，用于专项奖励。同

时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对优秀的

“一村一幼”教师出资奖励，提高社会对“一村一幼”

教师的关注度。

另一方面，发挥彝族传统文化观念在宣传教育

家支成员方面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家支认同越

高的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从而个体的归属

需要感更易得到满足，幸福感也更高［17］。在彝族人

的社会关系中，家支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影

响着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近年来，彝族家支依靠

家支宣传、集体盟誓、教育规劝的功能，在遏制毒品

蔓延、失依儿童救治等工作上卓有成效。今天，彝

族家支对凉山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经济繁荣仍然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按照当地文化传

统，发挥传统家支观念在增强教师获得职业认同、

社会认同、家人支持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村委会应协调村落里德高望重的家支头人，发

挥家支活动在宣传、教育、精神引领方面的作用，宣

传“一村一幼”对民族发展的长远意义，营造尊重

“一村一幼”教师的氛围，对家支成员进行广泛教

育，塑造“一村一幼”教师是肩负着彝族儿童健康成

长职责的光荣职业形象，理应敬佩和尊重。不仅能

为在职教师提供来自社会的尊重和家人的支持，让

他们“舒心从教”，同时也能鼓励和吸引当地更多优

秀青年为家乡幼教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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