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补齐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短板

华桂宏

我省最近出台的《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全省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各级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完善支出保障机制，

优化经费投入结构，主要用于按规定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和实施教师教育创新行动

计划；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优化制度设计、破解发展瓶颈。根据笔者观察与调研，我省教师队伍建设的

突出问题、最大瓶颈与短板在于乡村义务教育领域，必须多管齐下坚决补好短板。

必须正视乡村教师短缺的大问题

江苏教育素来领先，但与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要求相比，必须关注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存在的

短板。

我省基础教育短板何在？全省教育领域似乎有一个“悖论”，经济发达地区不缺教师也不缺经费，而

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县乡村以下学校缺教师更缺经费。其内在机理在于受教育人口与可用教育经费不成

比例。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的教师队伍严重短缺。由于设区市及以下县市

区财政无力支付，就只能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编制外招聘教师，不少镇村学校甚至自行聘任教师。

从目前来看，苏北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突出短板表现为：投入不足但又无力加大；缺编需

补但又补不起；存在大量代课教师但又一时替代不了，部分基层教师待遇实在过低导致队伍极不稳定。苏

北苏中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短板”的现实，的确需要我们充分重视并有效解决。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与补偿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强调，到 2020年，要努力造就一

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师资保障。2018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强调要落实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继续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要落实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2018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

心乡村教师生活。

很显然，每一个文件都专门强调要建设好乡村教师队伍，并且在投入保障方面，指出要健全以政府投

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的积极性。江苏省委省政府也

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在 2018年关于深化我省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到 2020年全省所有义

务教育学校要达到比国家标准更高的省定办学标准，要坚持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事业。

实际上，这几年我省及各市县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放了不少事业编制。2018年，

全省设区市招收新入职教师数以千计。但由于苏北欠发达地区历史欠账多，而且以 2020年为界时间紧迫，

补好乡村教师队伍的短板的任务就显得很艰巨。



多管齐下补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短板

一是要提高认识。我们要站在新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以“补短板”为重要内容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打赢扶贫攻坚战、“六个高质量发展”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高度来全面认识新时代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及其战略意义。

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对苏北苏中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保障力度。人口统计表明，欠发达地区

受教育人口净流出是不争之事实，他们为发达地区不断提供从农民工到大学生等各类受教育人口与人才。

发达地区享受着受教育人口净流入的红利，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县镇、乡村基础教育活动存在着明显

的正向外部性效应，需要以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进行支持。除设区市及县区量力而行加大投入外，还需要省

财政继续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支持教师队伍建设的积极性。可以适量发行面向乡村教育的地方教育债券并且不纳入地方政府

“问责”负债统计范围。可以鼓励民间发起和设立面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公益基金。有理由相信，我省

还是有一批马云这样的企业家具有支持乡村教师的教育情怀的。

三是要创新谋划实施面向乡村义务教育的新的专项扶贫计划。长远看，扶贫要通过教育投入来消除代

际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扶贫不仅要给予资金支持，扶贫也要扶志，扶贫还要扶智。“扶志”和“扶

智”这两者都需要有良好的基础教育作为坚实保障。省委书记娄勤俭 2019年初在参加省人代会徐州代表团

讨论时谈到，如果做好农村住房改造工作，人口相对集中居住，教育资源分配也会好很多，所以农村住房

改造这项工作是一个好的抓手。他同时还指出，即使校舍建好了，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教师，事实上还是不

公平。

四是要发挥师范院校作用。赋予师范院校以及设置师范专业的高校以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使

命职责。要建立增长机制，不断提高师范生培养的生均拨款，鼓励高校提高师范生招生比例，以提供更多、

更稳定且更优质的教师来源。同时，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中小学一道统筹安排好师范生实习

事宜，给予一定收入补助，鼓励大学生到乡村学校实习支教。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国家有不少于六个月教

学实习的制度规定，我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包括本专科生和数量可观的教育类硕士生在内的师范实习生，

统筹做好实习工作对于缓解乡村教师紧张状况大为有益。安排师范生到乡村学校实习，对于立德树人工作

扎实推进以及对师范生的未来职业生涯发展也必将大有裨益。

五是要合理解决在职乡村教师困难和实施大规模培训计划。考虑到现实性和可行性，对于长期坚守在

乡村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可以用人事代理方式部分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对于优秀的乡村教师则应依法依

规解决编制问题。同时，也要制定并实施严格的全覆盖的在职乡村教师的培训计划，以使其逐步具备胜任

岗位工作需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