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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幼儿本土化培养不仅契合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理论，响应教师教育改革的紧迫要求，而且顺应了教师

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当下，由于社会层面学校层面，教师个人层面的影响，乡村教师培养普遍存在去

乡土化倾向，乡土情感缺失的倾向，乡村文化知识欠缺的倾向，教师队伍不稳定的倾向等，基于此，开

展本土化职前职后协同支持，培养乡村情感和提高薪资待遇，开展园本课程等措施，实现乡村教师培养

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确保乡村教育的根基牢牢扎根于乡村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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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ized training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not only fits the theory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responds to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of preschool teacher educa-
tion reform,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At pres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kindergartens, and individual teach-
ers, there is a widespread tendency for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to lose their local culture, lack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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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s, lack rural cultural knowledge, and have an unstable team.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carry 
out localized pre-service and post-service collaborative support, cultivate rural feelings and im-
prove salary, develop kindergarten-based courses, and other measures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with local culture, ensuring that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educa-
tion is firmly rooted in rural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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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内涵和价值 

1.1.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概念界定 

1)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是以学生学习需求为起点，调动教师教学需求，通过反思、

教研、培训等方式促进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谊等方面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乡村”指以农

业(狭义的农业——种植业)为基础产业的地区[1]。在我国，一般来讲，乡村指县城(区)以下的广大地区。

乡村幼儿教师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广大的乡(镇)和村所幼儿教师群体。 
2)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本土化本质上是一种转化的过程，就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而言，进行转

化的主体是本地人，即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界定为：乡村教师结合当地教学需求，对专

业发展内容进行本地转化，扩展专业发展内容的内涵与外延，使之适应于当地教学情景和学生，在掌握

基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谊的同时，获悉地方性知识，增益本地转化能力，筑牢为乡信念、乡土

情怀的过程[2]。 

1.2.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时代价值 

1) 加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有助于加强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培养具有乡村情怀、熟悉乡土

文化的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乡村教育的切实需要，提高教育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同时，本土化培养有

助于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减少教师流失。提升乡村教师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能够增强其职业幸福感，

促使更多教师愿意长期服务于乡村教育。此外，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还能够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

通过实施城乡教师互动计划，鼓励城市杰出教师前往乡村进行支教和分享经验。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共享，提升乡村教育的整体水平。 
2) 响应教师教育改革的紧迫要求 
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响应了教师教育改革的紧迫要求。《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乡村教师的专业发

展和能力构建设定了新的目标。通过本土化的培养策略，旨在培育教师对乡村教育的热情，使之成为具

备全面知识结构、精湛教学技艺、深厚教育情感、先进教育理念，并拥有高尚职业道德和健康心理状态

的全能型小学教师。这样的培养模式，不仅满足了新时代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而且有助于实

现乡村教师培养的根本目标，即回归乡村教育的本质，强化教师的乡土文化认同和教学实践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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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教师发展的时代要求 
乡村教师的全科教育能力和跨学科教学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内部分高校正积极探索面向

幼儿教师的培养路径，致力于让幼儿教师具备整合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多领域知识的能力，

在日常保教中以生活化、游戏化、自然化的方式引导幼儿全面发展，这对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具有重要

意义，这种培养模式不仅解决了当前农村教育问题，也指引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它强化了乡村教师

的职业认同和专业素养，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乡村教育需求，承担多门学科的教学任务。随着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快，乡村学校面临学生减少、教师需求多样化的挑战，本土化培养乡村教师可以有效地提升教

学质量。 

2. 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现实困境 

2.1.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偏离本土化倾向 

首先，乡村教师身份地位的去本土化倾向。乡村教师的本土身份和影响力正在经历转变。过去，他

们不仅是教师，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影响力，甚至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有一定

的话语权。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教师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多限制在

校园内与乡村社区的联系减少，导致他们逐渐失去了与乡土文化的紧密联系。其次，乡村教师在职前培

养上存在去本土化倾向。在培养阶段，乡村教师的培养存在明显的去本土化趋势。学者蔡其勇等人指出，

职前培养在课程、环境和观念上忽视了对教师乡土情感的培养。同时，乡村教师在努力与城市教师看齐

的过程中，他们的专业自信和自我认同感逐渐降低[4]。汪明帅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乡村教师认为师范教

育课程体系和教材未能充分涵盖农村教育和文化内容，缺乏对农村特色的关注。这种培养模式导致乡村

教师与乡土的联系越来越弱，难以培养出适合乡村教育需求的知识和技能，乡土素养的不足使得职前培

养的师范生在知识和技能上存在“去本土化”的问题[5]。最后，乡村教师在职后培养上存在去本土化倾

向。当前乡村教师继续教育常采用与城市教师相同的课程没有充分考虑到乡村教师的独特需求和职业环

境，导致乡村教师特别是城市背景的新一代教师，缺乏对乡村教育的认同和乡土文化传承意识，这种脱

节的培训模式削弱了培训效果，降低了教师的职业归属感。 

2.2. 乡村教师出现乡土情感淡薄的趋势 

乡村教师的职业现状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首先，乡村教师对教育教

学中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表现为对教育工作的冷淡，部分教师选择提升学历以求进一步深造，有的则

转投收益更高的行业，还有一些虽然保留了教师职位，但在教学上不尽职尽责，乡村教师的这种疏离感，

源于他们在乡村教育中难以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这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性和专业性相悖。

其次，乡村教师对乡村生活的不适感。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选择在城市居住，导致了“走教”

现象的出现。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与乡村生活产生了隔阂，加之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不匹配，乡村

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大不如前，他们对乡土的情感也日渐淡薄。这种不适应感不仅影响了教师的个人福祉，

也削弱了他们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和热情[6]。最后，乡村教师对自身身份的迷茫感。在乡村地区或农村社

区中，乡土情感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抨击，这使得

他们在实现教育理念时感到困惑，乡村教师需要深入理解和探究乡村生活中的乡土情感，这是他们实现

教育使命的关键。 

2.3.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出现乡土文化知识匮乏的趋势 

乡村幼儿教师在将本土知识融入游戏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乡村教师难以将默会知识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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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难以明确表达和教授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地方性知识。尽管通过培训活动，乡村教师学习

了学科知识和教育学理论，但在如何将这些本土知识与网络研修内容有机结合、适应当地教学需求方面，

他们仍面临不少难题。例如，哪些地方性知识适合融入学科教学，哪些难以融入，以及如何调整学科知

识体系以适应这些本土知识，都是乡村教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乡村教师的能力

水平难以转化乡土知识。乡村教育领域，教师们面临着学科知识深度和应用方面的双重挑战。一方面，

他们可能未能深入探究五大领域知识，缺乏将知识灵活运用与游戏的能力，这不仅限制了他们对五大领

域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拓展，也影响了他们将地方性知识融入幼儿园游戏的能力，从而降低了游戏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乡村幼儿教师在游戏反思方面存在不足，反思的次数和深度均不够，这导致他

们在面对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时，难以进行有效的诊断和改进。这种状况阻碍了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学质

量的提升，最后，乡村幼儿教师“生人”到“熟人”的身份难以转变。不能了解掌握乡村幼儿的身心发展

特点，融入乡土智慧到游戏过程中，以及创设适于幼儿学习的乡土环境。难以实现教育的本土化和现代

化。 

2.4.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存在师资队伍不稳定的倾向 

近年来，乡村教师流失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的数据，乡村

教师中大多数比例呈现出较大的流动性倾向，具体来说，逾七成的乡村教师表达了想要更换工作地点的

意愿[6]。这种“离乡”和“不作为”的趋势对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对乡村学生和教育事

业都是一种伤害。首先，乡村教师扎根乡土的意愿偏弱。在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乡村教师

与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加大，他们在工作中承受更多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土生态的稳定性。

其次，乡村教师责任意识缺失。在功利主义影响下，工作中片面追求对自身有利的事情，在工作中存在

惰性，同时，责任意识不足会影响乡村教师提升专业能力的主动性，不能充分认识到乡土文化在推动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基础价值，这种情况不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乡村教育的平衡发展，使得地域

文化教育和传承无法形成长期体系化的模式。最后，乡村教师单向流动性倾向明显。乡村教师在社会中

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似乎正在减弱，特别是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由于乡村教师的薪资与城市工人

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教育资源向城市流动，进而影响了地区文化的教育传

承。不利于其深层次地保存和发扬，最终可能导致地区文化的消失。 

3.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困境归因 

3.1. 社会环境层面的因素 

1) 乡村教师地位的下滑 
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乡村教师的职业价值认知与社会评价体系高度依赖乡土社会的文化土壤。尽

管“师道尊严”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华文明，但在乡村场域中，历史形成的职业准入标准宽松、薪酬福

利体系薄弱等现实因素，叠加长期存在的城乡教育质量鸿沟，使得乡村教师群体在职业声望排序中显著

低于金融从业者、公职人员等传统优势岗位。这一现象本质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基本论断——在物质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存在显著落差的背景下，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正经历着

结构性的下滑过程。 
2) 时代变迁引发的城市向往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差距日益显著，城市拥有更为优越的居住条

件、便捷的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巨大的差距使得身处乡村的人们，包括乡村教师，不可

避免地产生对城市的憧憬，从而影响了他们扎根乡村教育的决心。年轻教师提起乡村说得最多的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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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娱乐设施少”，而对于在乡村长大的老教师们来说，去城市生活能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享受更优质的医疗环境。当前社会的发展片面追求城市化，又何谈教育乡村教师热爱家乡、树立乡土文

化自信。 

3.2. 学校层面的影响要素 

1) 教育惩戒权的偏离 
惩戒权是保障教育秩序、树立教师权威的关键手段，对规范学生行为、推动教学开展意义重大。特

别是在乡村，学生受成长环境与家庭教育缺位影响，易出现各类不良行为，这使得乡村教师不得不承担

起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任。尽管教育部已明确教师拥有合法惩戒权，但在实施过程中，教师们仍对惩

戒行为避之不及，相关规定未能有效落地。作为教育教学的必要手段，惩戒权对维持课堂纪律、树立教

师威信至关重要。在乡村地区，学生行为失范现象较为突出，而家庭教育的缺失进一步加重了教师的育

人压力。虽然教育部已赋予教师合法惩戒的权利，但在 现实中，惩戒权却成了无人敢触碰的“禁区”，

政策执行与实际教学存在明显脱节。 
2) 非教学事务的繁重压力 
乡村教师身兼数职，既要完成大量教学工作，又要处理行政事务与班级日常管理。在教学、行政、

管理等多重角色的连轴运转下，即便他们能力全面，也无暇顾及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非教学任务的过

度挤压，已然成为横亘在乡村教师专业成长路上的顽固障碍。繁重的教学任务叠加行政事务、班级管理

等琐碎工作，让乡村教师陷入应接不暇的困境。每日在多重身份间辗转奔波，即便他们拥有“一专多能”

的本领，也难以抽出时间精进专业。这些非教学性工作如同沉重枷锁，极大地制约着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3) 职前职后培养流于形式 
学校管理层忽视乡村教师发展的特殊性，教学技能培养缺乏系统性规划。无论是入职前培训还是在

职进修，都流于表面形式，导致乡村教师难以深度参与乡土课程开发，既无法真正体悟乡土文化内涵，

也难以对乡村教育模式进行深入探索这种“一刀切”的培养方式，使乡村教师与乡村教育实际需求渐行

渐远，逐渐丧失了在乡村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由于学校领导未能结合乡村教育特色制定培养策略，

乡村教师培训常陷入走过场的窘境。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下，教师鲜有机会投身乡土课程建设，难以与乡

土文化产生深层共鸣，更无法针对乡村教育特点进行深度思考与创新。这种脱离实际的培养模式，让乡

村教师逐渐游离于乡村教育核心之外，难以真正发挥教育者的作用。 

3.3. 教师层面的影响要素 

1) 成长经历的影响 
乡村教师的本土化发展要求他们能够融入当地环境，产生情感共鸣。教育并非简单的“出席”，而

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教育情境建立有机联系。教师的成长经历对其能否深入理解乡村教育、融入乡村

社会起着关键作用。不同的成长背景会影响教师对乡村教育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进而影响其本土化发展

的进程。 
2) 价值取向的导向作用 
乡村教师的本土化发展，本质是对乡土文化的深度融入与认同，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重新审视和

构建自身的专业价值坐标。而个人价值取向恰似指引这一发展路径的“指南针”，深刻影响着教师的职

业选择与实践方向。秉持正确价值取向的乡村教师，会将乡土视为教育事业的根基，主动探寻乡土文化

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点，让专业成长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反之，若陷入片面价值认知，教师可能将乡村

教育视为“过渡阶段”，忽视乡土文化的独特育人价值，导致教学实践脱离乡村实际，既无法彰显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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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特色，也难以在乡土中实现真正的专业突破，最终在同质化的发展中失去乡村教师的独特优势。 
3) 专业素养的决定性作用 
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决定了其职业发展空间，当教师拥有专业功底，通过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收获

职业认同感，这种成就感又会化作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的驱动力。反观专业素养薄弱的教师，由于难以有

效应对教学挑战，频繁的失败经历极易引发心理落差，久而久之陷入消极情绪，丧失教育热忱与自我提

升的信心。在乡村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教学环境更为复杂的背景下，专业素养的不足会进一步放大发展

困境，成为教师职业成长道路上难以跨越的障碍。 

4. 推动乡村教师本土化培育的实践策略 

4.1. 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基础 

乡村教师的本土化培养需要我们职前培养与在职培养共生，促进乡村教师的本土化专业发展。首先

要考虑“接地气”的职前培养政策，重点在于师资匮乏地区建立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本科师范院校、专

科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等教师培训机构，这是解决乡村教师短缺问题的关键。例如，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打造了职前教师本土化培养项目——“家乡教师”，各州从乡村地区或城市贫困地区选拔有从事

教师职业意愿的当地居民，在当地的高等教育机构、教师教育机构学习和培训，毕业后回到所在社区的

薄弱学校进行任教[7]。这一项目缓解了美国乡村与城市薄弱学校的教师招聘困难、教学质量低下、科学

与特殊，教育教师短缺等问题，为各国教师本土化培养提供了思路[8]。与美国的职前教师培训相比，澳

大利亚的职后培训考虑到了入职后教师更容易主动了解乡村现状、接受乡村知识，也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当地教育委员会实施了广泛的入职培训课程，以使新教师了解当地土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促进本土

教育资源的生成[9]。艾弗里和卡萨姆提到在教师的职后教育中要增加乡土知识的内容，另外还要建设乡 
村教师乡土知识数据库，促进乡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增长[10] [11]，其次，地方师范院校应坚持培养本土教

师。通过开发特色课程，编撰可以彰显本土文化魅力的专属教材，使学生从心底油然而生对家乡的归属

感与认同感。而在职阶段对乡村教师开展针对性培养，更是稳固乡村教师队伍、确保人才留得住的关键

之举。鉴于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对于定向培养的乡土教师，应安排其同步修读涉农专业课程，以此厚

植他们服务乡土的理想抱负，坚定扎根乡村的信念。在日常教学进程中，鼓励教师就地运用身边的乡土

资源，从而切实提升教学质量，让乡村教育更具生命力与特色，做到既通耕种，又事教化。我国学者普

遍认为，乡村教师本土化发展并不是要将乡村教师囿于乡土、限制其流动意愿，而是顺应“教师本土化”

的发展逻辑，依托乡村独特资源，使乡村教师形成有温度、有情意的心理归属，促进乡村教师与乡土社

会的和谐共生。 

4.2. 培养乡村情感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根本路径 

作为乡村社会的一员，乡土情感体现了乡村教师融入乡土的意志以及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

产生的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也是乡村教师本土化发展必须具备的情感，首先，增强乡村教师积极的职场

体验。职场体验是培养乡村教师教育情怀培育的极为关键的路径。在职业生活中的经历会对乡村教师产

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他们对职业的认识和对自我的理解[12]。通常情况下，积极的职场体验往往会催

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所以，致力于增强乡村教师积极的职场体验，能够为培育他们的教育情怀筑牢根基。

在深化乡村教师教育培训这一方面，需要在培训理念层面，着重凸显乡村教师的区域特性，将“下得去、

教得好、留得住”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目标一以贯之。而在培训方式上，应采用体验对话模式，以此充

分激发乡村教师的主体能动性。其次，培养对乡土的热爱知识本土乡村教师，应主动梳理家乡的地质地

貌、风土人情知识，定期在课堂上分享，通过故事、图片等形式，让学生也熟悉并热爱家乡的自然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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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环境。强化土地与身份关联认知土地。鼓励教师将土地与身份关联的认知融入日常教学实践。在语文

教学中，引导学生创作与土地相关的诗歌、散文，通过文字表达对家乡土地的情感；通过跨学科教学活

动，教师将土地知识传递给学生，将自己对土地与身份关联的深刻理解渗透其中，以言传身教的方式，

让学生也能领悟到土地与自身身份的紧密联系，同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自身对土地与身份关联的

认知也会得到不断巩固与深化，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最后，着重强化乡村教师的自我修养，这是

滋养乡村教师教育情怀的核心内驱动力。如果充分发挥其效能，就可以收获超乎预期的显著成果。在提

升自我修养的具体实践中，其一，乡村教师可主动涉猎乡村教育领域的政策法规、专业书籍以及前沿报

刊资讯，精准洞察乡村教育发展的最新态势；其二，积极踊跃地投身于乡村教育的一线实践，在充满生

机与挑战的真实教学场景里，深度探寻并领悟乡村教师职业的独特意义与非凡价值，享受与乡村儿童朝

夕相伴所衍生的纯粹快乐。 

4.3. 提高薪资待遇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保证 

调查显示城乡教师在收入、工作量和职业发展上的差距。省会城市中小学教师月薪较乡村教师分别

高出 456 元和 1026 元，在教学负担上；城市教师每周少上 4.9 节课在职称晋升速度上；城市教师比乡村

教师平均年轻 6 岁[13]。此外，乡村教师在家庭、居住和职业尊重等方面也面临挑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不足，导致许多教师选择离开乡村，转向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正如教

育家陶行知所言，由于乡村教师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待遇不足，优秀教师往往不愿留在乡村工作，更倾

向于向城市的政治或军事领域发展。为了激励教师投身于乡村教育当中，一方面，需要对乡村教师给予

全面的支持和关注。具体来说，提升物质待遇，我们必须确保乡村教师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为他

们提供与城市教师相媲美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建议优先考虑国家级贫困县，尤其是那些条件最为艰

苦的地区，实施乡村教师收入增长计划，显著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尊重和维护精神尊严。另一方面，

我们还需要重视乡村教师的个人尊严和情感需求。资金投入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理解和尊重乡村教师。

例如，我们应该提供针对性地培训，加强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避免一味模仿城市学校的培训模式，

以免削弱乡村教师的自信心。只有通过改善乡村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我们才能真正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教师，让他们愿意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 

4.4. 开展校本课程是实现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发展的手段 

首先，提升乡村教师教学质量与专业成长。乡村学校开展以学校为本位的教研方法，这种方法可以

帮助乡村教师针对教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同学科教师进行讨论合作与交流。通过参与

学校为本的教研活动，乡村教师可以增强开发符合当地特色的课程能力，将课程实施转变为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的机会。这不仅能够增强乡村教师的教学技能和研究能力，还能进一步提升教育的整体质量。其

次，着力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进而推动其专业素养发展。乡村教师应着重培养自身本土化校本

课程开发意识，充分挖掘乡村所蕴含的本土化资源，紧密围绕乡村幼儿园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序开展园本课程开发工作。 
这不仅增强了乡村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归属感，还增强专业发展能力，通过和其他优秀教师的合作与

交流，引起自我反思，从而进行改进，这对于乡村教师的生存状态至关重要。最后，通过多方协同合作，

增强对乡村教师乡土文化认知的培养。政府、学校以及教师进修学校需凝聚教育力量，共同致力于提升

乡村教师对文化的理解。其中，政府应构建乡村教师乡土文化素养提升管理制度，以此保障教师能够了

解并学习本土文化内涵，并为其开展文化教学活动提供指导，乡村学校需制定计划，促进教师个人和专

业发展，鼓励将乡土文化融入教学。教师进修学校要了解乡村教师需求，开展校本教研等培训，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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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指导，帮助教师提升乡土文化教学能力[14]。 

5. 结语 

卢梭曾言：“现代教育的构成，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即自然孕育，

人之培育，与物之滋育，本研究针对乡村教师缺乏对乡村的深厚情感和文化认同，教师队伍流动性较大

等问题，从加强职前和职后教育的本土化协同，培养教师对乡村的感情，增强他们的乡土归属感，提高

乡村教师的薪酬待遇，开发与乡村文化紧密结合的校本课程，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等方面

提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本土化的实践路径，从而为推动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与乡村教育的繁荣发展提供

有益的思考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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