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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费定向师范生是当今各地师范院校着重培养的人才，是乡村队伍教师最核心的组成结构，其发展决定

着乡村教师奠定坚实建设壮大的基础，对促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地方师范院校

作为主体单位，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不仅获得了培养公费定向师范生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师范院校必须加强人才培养环节，重视关爱教育，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学校

的三方合作，造就一支合格且优秀的乡村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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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mal undergraduates at public fees are the talents that normal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focus on cultivating, and they are the core structure of rural teachers. Their development deter-
mines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teachers to build and grow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
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As the main or-
ganization,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respond to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
zation, which not only obtains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cultivating oriented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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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ublic fees but also obtain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must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attach importance to caring education, strengthen tripartite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schools, and create a qualified and excellent team of rur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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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8 年教育部将完善免费师范生制度转为公费师范生培养后，在我国许多省份开展了各个阶段的

乡村定向师范学生培训项目，为我国农村乡村学校输送大量的新鲜师资血液，对于我国推动城乡结合建

设，教育并进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对于我国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能力、文化总体提升有着举足

轻重的意义。但是我国偏远地区及农村当中，教师的总体素质还是没有显著提升，这是由于目前我国农

村面比较广，条件还没发展出来，教师之间的教学能力差距比较大，而且农村之间的学校也存在教学水

平发展不均衡不完善的瓶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教师存在师

资质量、运输通道、资源配置、教师结构、师风师德等影响着中国农村教师的健康成长的问题，所以，地

方院校应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提高师范生的乡土情怀。 

2. 培养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背景 

(一) 国家推进乡村战略规划 
在农村复兴和精确帮扶的政策背景下，国家将农村的开发改革、文化建设放在工作首位。《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和一批政府文件的实施，都要求进一步促进教师本土化培训，并向农村

师资补充困难地区进一步把招生范围扩展开来，协助好地方院校培训出“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

优秀品质教师。乡村振兴，必兴教育，农村教师是搞好农村教育的根本保障，也是推动农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力量，农村教师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短板，要想提高我国农村教育整体水平，最关键的就在于农

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品德修养，培养优质的农村教师就成为了农村基本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使每个农

村儿童接受平等素质教育，帮助农村儿童学习和成长，从教育方面上遏制贫困一代一代地传播，促进小

康社会建设和实现农村复兴。成为农村社会智库，成为当地的良知和思想并存的乡村教师，对于农村的

意义不仅在于农村基础教育，而且与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建设和文明进步息息相关，乡村教师肩

负着农村复兴的多重责任。 
(二) 国家倡导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教师是基础教育优先发展的首要资源，是中国繁荣、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重

要基础。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他们日积月累地坚持和精益求精的教学质量，农

村教育将难以实现振兴的目标。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联合发布有关教师建设改革新形

势下综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教师的发展方向做了顶层建筑设计，绘制教师教育大纲、培训发展蓝图，明

确重点必须首先分工，全面了解教师工程建设的意义和总体需求。2022 年 4 月，教育部和其他 8 个部门

发布了《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为我国全面深化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乡村教师队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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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提供了行为准则[1]。 

3. 培养公费定向师范生的意义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民，但是核心却在于教育。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不断为农村

输送优质乡村教师的源泉，师范生学成毕业后，将回到自己的生源地，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为教育

事业发光发热。地方师范院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职业能力优秀、拥有无私的奉献精神、热爱乡土文化

的教师，是我国大多农村实现脱贫复兴的最佳保障。总体上，农村教师建设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迎来了有

利形势，地方公立学校师范教育政策契合我国推进的脱贫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不仅为我国农村大量的

贫困生提供了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机会，还能切实地为农村学生的家庭减少相应的经济负担。因此，需

要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农村公立师范大学生的培训体系，真正保障农村公费定向师范生毕业之后在农村学

校“进得来、学得精、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从根源上提升农村教师的整体教育水平，推进城乡教

育势均力敌地发展。 

4. 培养定向师范生面临的挑战及分析 

(一) 乡村师范生缺口大 
一方面，目前对中国教师的需求仍然巨大。据估计，无论教师流动的影响如何，2010 年和 2020 年之

前的实际全职教师人数大约 300 万人，以当前我国受教育的学生数量来看，教师的数量仍然欠缺，特别

是农村教师的数量更是远远不够，这就跟当前农村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际师资需求出入很大，但是教育的

改革需要解扩大阶级，二子女政策逐步释放各种原因，对未来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需求仍将增长。 
此外，优秀的教师也不能在农村扎根。虽然中国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但优秀教师在农村教书

的比例仍然很小，无法深入农村。作为当地教师的主要补充剂之一，他们也面临着“留下来”的问题。一

是在当下不管城市乡村，教师的师资都比较欠缺，一些高学位、高素质、年轻的新老师基本被安排到县

里或者镇上的学校，从而导致安排到边远乡村地带小学的老师屈指可数，导致优质教师“下不去”；二

是这部分老师即使是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农村学校任职，也并不能够长时间地呆在农村任教，他们也许会

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也许任职几年后就会通过考调或者其他方式离开岗位，而农村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就

成了教师实现个人目标的一个短期跳板，即“留不住”。三是因为师范生面临毕业或者毕业后各类问题

违规的现象仍层出不穷，更别说去农村，谈不上支持农村教育[2]。 
(二) 乡土情怀缺失——适应地方性服务的能力不强 
随着全国城镇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教育界也日益出现了新的面貌，根据师范类高校教育的发展趋势，

师范院校应注重大学教师的主要业务，注重提高师范生的人才培养素质，受教育的学生也应具有正常的

师德性质。不仅要培养普通大学生的基本技能，还要培养不忘初衷、回归基础、坚守道德的精神。这对

于“普通培训”、“中学教师”和“多重能力”也是必要的。 
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培养和普通师范学校培训有所不同，回归源头教学后，不仅利用知识发展农村文

化，还借助农村地方教育资源培养自身的技能，公费学生除了必要的基础知识、专业素质、教学技术、

职业道德外，还需要借鉴农村的生活方式，需要了解农村教学模式，从事农村文化教育教学、科研和改

革。为此，公费学生培训地区高校，一般培训也是学生服务当地意识，培养公共取向的当地情感，培养

公益学生“农村特征”，否则缺乏当地的感情只会培养出生在农村的“陌生人”。 
(三) 高校对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培养大同小异 
经过考察，对于学校内在对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培训问题也存在着部分定向师范生表示，他们的培训

方式与一般师范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学生中有不少人对乡村院校的实情也不是很熟悉，不少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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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在乡村院校上课的经验，再加上与非定向学生一般相比，整个人都处于了一个茫然状态。本人在大

学填完了高考志愿后的一腔热血，有时候竟会出于义愤自责之中，如果选择了教育事业，就远离了一些

可以创造财富的东西可能。该校提供的教学，关于乡村历史、乡村文化方面等都不是一项全面的教学，

所以缺乏家乡的根，更谈不上对家乡的热爱。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冲突却得不到合理的处理。不少学

子为了未来可能就觉得自己一辈子待在了乡下，也有些学校则是带着某种矛盾的情绪，因为一方面没有

了就业的压力，对于学业上的动力也不会那么强大，一方面，没有了农村校园，对于上学的经历也就没

有了相应的感同身受，因此有时候学校也会处于一个长期的死循环之中。 
(四) 国家政策理想差别化实施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也了解到推进师范生教育对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性，

便加强公费定向师范生的体系建设，也希望利用独特的高等教育体系使所有贫困学生与高等教育接触，

更有希望利用这样的形式来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优质教师到农村学校中去，进一步推动农村文化软实力的

建设发展需求。虽然我国逐步增加高等教育，特别是农村高等教育投资，但由于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广泛，

教育条件差、学生突出、历史债务、城乡差距和农业很大，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完善的阶段性问题仍然没

有得到妥善解决。 
定向师范生在毕业之后，前往农村学校任教时，不仅要时刻提醒自己要注重自己身为老师燃烧灵魂

实现生命价值，还要面临一系列影响其个人职业发展前景的外部影响，工资水平是职业竞争力的核心因

素。此外，学生入学考试公开取向普通学生的动机也需要考虑，调查显示，当地公立教师专业学生入学

考试的主要因素有“热爱教育，对教学感兴趣，”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学生毕业有岗位编制，有

就业机会保障”，男大学生更认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3]。然而，一些农村学生往往选择在父母的压

力或其他压力下选择就读师范生，而不是为了自己而专注于农村教育。因此，当这些学生进入学校时，

学习动机、学习的学习态度、职业感情，都会造成大学人才培训和管理障碍，要么是在学习上拖拖沓沓

混吃等死，要么就是不按规定签署毕业后的三方协议，这种违约率存在的情况不仅有悖国家教育有关规

定的本意，而且也挤走了因名额有限而不能入学的立志祖国教育事业的国内学子。 

5. 地方院校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策略 

(一) 准确定位，立足地方服务的人才培养 
目前的培训模式也有很大的变化，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三类：全科型教学模式、分科型教学模式、分

向综合模式，各种教学模式都适合于各个阶段的培养。 
首先，明确界定了公立型师范大学生培训规划的目标。在正规教育学科认证制度规定的基础上，人

才培养计划应扎实、慷慨，突出教育的基本特点，慷慨地反映高等教育的综合特点要求。 
其次，建设公费师范生学习的课程体系，坚持综合能力成为优势，努力培养本科项目发展和研究意

识、教育教学技能、知识创新能力和教育教学研究意识、终身学习意识、现代教学科技意识和依法教学

意识，使公立普通高校毕业生未来受教育应具有教育意识和能力。 
最后，要注重满足地方农村教育的需要。公立师范大学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不符合当地的要求，

因为公立师范大学生必须回到学生源教学，注定当地师范学院闭门培训，鉴于农村教育教师的要求也不

同，每个教师有自己的特点，缺乏农村教师的学科基础，农村教师专业素质低，农村教学学科意识等问

题，地方师范院校应该在前期做足调查研究，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才能做出有

针对性的改变，从而确保受过培训的学生立即进来，只要很好地使用它。 
(二) 营造氛围，重塑新生代乡村教师乡土情怀 
首先，明确道德第一“现实立足点”，可以结合教师培训计划加强乡土教学、把乡情与乡土教育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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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综合教学；采取了参观、讲座、学校辅导员、下乡支教、义务辅导、与农村学校的班主任进行面对面指

导等形式多样、生动有内涵、扎实有效的方式，来做好对广大学生们乡土情怀的指引。 
其次，找到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佳突破点”，大多具有深厚的办学传统，并能够全面挖掘本校的优

良教学传统，以及学校现存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新旧结合，齐心协力地形成一个新的优质的文化氛

围，为学校教育风格和形成学生的个性精神与个性化、微妙的铸造。 
最后，将知识掌握与实践技能培养相结合，掌握知识与情感培养的行动相结合。在培训计划中，设

立包括教学实践、培训实践、教育实践内容的现场实践，特别是设立农村实地实习项目，让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全方位实地，进行全面的培训教学过程，进一步巩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4]。 
(三) 丰富手段，无差别培养公费定向师范生 
农村公费定向生应当要能适应农村的教学，弥补目前乡村没有老师的现状。而目前不少青年教师由

于对农村学生缺乏一种归属感，相应地老师也就没有了归属感。所以，在教育方案中各大学校教师应当

与一般师范生区别对待，在科目设计方面应当尽量本地化，也不能由于无差异化而导致农村上岗学生出

现的不适应。 
另外，在教学技能训练上应当更多地面向广大农村的孩子学生。目前，不管是在学校培训阶段或是

招考过程中，学校基本上面向的对象都是城市教学的学生，也极少有以乡村为模板的。不少人都觉得乡

下的小班化教学很好教，可是实际上乡下的小班化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好教，对于没有惩治权的小教师

又应该怎么处理？熊孩子与没有落实的家庭合作又该怎么处理？学过的知识和技术却无法正确运用，这

都将成为定向毕业生上岗后要面临的棘手难题。所以，培训教师必须以农村教育为背景。 
(四) 协同培养，完善地方院校录取退出机制 
政府资助的定向师范生的培养是一项有系统的工程，全国各地师范院校的培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何真正实施政府资助的师范大学生培养方法，就需要形成与各地人民政府、“三位一体”协同人才培

养体系。一是形成培养实施方案的体制。农村学校公费定向招生项目，在由各地高等学校研究确定后委

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农村代表机构共同研究商定项目，确保高校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能够

满足社会上各个教育学校或机构地实际需要；二是实施协议签约管理。在学生正式选拔入校之前，由学

生的父母、学生与当地县(市、区)政府和培训机构将共同签署公共费用培训和有针对性的就业协议，以加

强深入磋商和有效的沟通，促使我们学校和当地的部门、三方的深入协商、高效交流。 
此外，各地学校要扩大招生自主权。在进行入学选拔前，可增加测评内容，或者更加注重测评内容，

以了解毕业生的文化情怀、爱好特点及其个人的需求。要继续健全公务员定向师范生退出制度，在二年

级升学阶段可增加一次考试，通过设立相应要求和指标，使得那些岗位不符合或不愿定向从教的毕业生

退出公务费师范类专科毕业生队伍，并可以按照要求返还所获得的补贴；条件符合要求并希望落地生根

乡村教师的毕业生，在相应情况下按照有关要求允许转入公费师范类专科毕业生，并按照要求给予补贴。 

6. 结语 

综上所述，部分学校在招收公费定向师范生中，要想真正贯彻到教育方针，就必须从培养能力素质、

丰富乡土情感、师风职业道德、稳定管理等方面下功夫。陶行知老师曾讲：“真教学，是心心相印的活

动。唯独从心底发出来的，才可以到达灵魂的最深处。”在这里，“发自内心”的是定向的普通大学生的

地方感受和职业道德，这也是他们未来坚持和为农村教育作出贡献的内在力量。近年来，张桂梅教师、

朱敏才教师、蒋国珍教师、支月英教师等“最美丽的农村教师”相继涌现，在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强烈的

乡土气息和教育情怀以及优秀的师风师德，他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去学习。因

此，要想建设好强有力的乡村教师队伍，培养好公费定向师范生才是关键任务，地方院校通过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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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氛围、丰富手段、协同培养等方式，立足地方服务的人才培养，以更好的状态去培育好公费定向师

范生的乡土情怀，有助于实现我国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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