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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教育事业
需解决哪些问题

光明日报记者 杨飒

这是小雪成为教师的第一年。今年7月，她走出大学校门，9月，迈入乡村
小学校门。从学生到老师，人生角色得以顺利转换。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基层任教。9月2
日起，全国31个省份启动2022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
作，笔试将于10月29日举行。当日，“教资笔试报名系统崩了”的话题冲上热
搜。数据显示，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由10年前的17.2万人次跃升至今年的
1144.2万人次。与此同时，相关政策正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走进基层、走上教
师岗位。

一端是基层教师岗位的内生需求，另一端是教师岗位的吸引力不断增
强。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择业中表现出对教师职业的青睐。9月7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回信中，嘱托学子们“毕
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这让无数大学生心中的“基层教书梦”更加坚定。那么，在促进和引导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任教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今年毕业、原打算留在深圳工作的
刘蒙最终选择了河南一所中学的教师
职位。这本是她等待深圳工作录用通知
过程中随手报名的应聘考试，没想到很
快收到了学校的入职邀请。

尽管学校“远离市中心、交通不甚方
便”，但“离家近、待遇也不错”，对她很有
吸引力。

最终，她选择了成为一名教师，因为
不想放过“当下最好的机遇”。

师范专业录取分数线上涨和师范专
业日趋热门，已经变成不争的事实。扬
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刘佳认为，教
师职业的稳定性、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
和教师身份认同的强化已经成为普遍的
社会共识。所以，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
教、到中西部任教也成为“热门”的职业
选择。

同时，近几年为吸引更多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任教，各地各校采取了不少措
施。加强政策引领、提升人才培养的适
应性、加大特岗教师培训力度……为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任教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近年来，西南大学在云南、新疆、西
藏、贵州等地建立了12个教师教育创新
实验区，近8年培训教师10万余人，为
云南昌宁、重庆石柱、贵州遵义等地累计
送教100余次，协同培育教师5000人

次。
华东师范大学举办“新生第一课”讲

座，鼓励学生到基层学校任教。学校设
有全国首家以师范生为主体的孟宪承书
院，邀请校内外专家和就业工作者进行
就业政策解读和宣讲。该校2022年已
落实去向的本科毕业生中，约43%选择
去基层中小学任教。

自2016年起，江苏师范大学为江
苏省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培养乡村定向
师范生，打造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努力
培养乡村“四有”好教师。至今，共有
6563名毕业生在江苏中小学就业，其
中乡村定向教师1063名。

河南师范大学专门为毕业生开展特
岗教师考前培训，帮助2022届毕业生
掌握特岗教师考试相关内容，做好考前
准备，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截至目前已
培训28场。5年来，已有1500余名毕
业生选择加入特岗教师队伍。

实际上，从刘佳在河南、贵州、甘肃
等地的调查情况来看，近几年来，部分地
方特岗教师的数量正趋于饱和，有些地
区甚至已经出现外溢的情况。“从教师教
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来讲，政策效果非
常明显。其中地方人才归乡现象很明
显，高校师范生留在中西部任教的意向
逐步增强，并逐渐成为当地教师队伍中
的专家型教师。”

“下得去”，更多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教育事业

促进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
教，师范院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在
北师大“强师工程”县域教育发展论坛
上指出，实施“强师工程”，师范院校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我国人口多、学
生多、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国情，师范
院校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应成
为教师教育的主体。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
绍，启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
央安排50亿元支持师范院校建设。实
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
养计划，每年为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
境县培养1万名师范生。实施“师范教
育协同提质计划”，依托高水平师范大
学支持薄弱地方师范院校建设。

任友群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建立了以215所师范院校为主体、
510所非师范院校共同参与的中国特
色教师教育体系，实现由“中师、专科、
本科”三级教师教育向“专科、本科、研
究生”三级教师教育跃升。基础教育教
师培养培训成效显著，实施部属师大师
范生公费教育，十年招生 8.5 万人，
90%毕业生到中西部任教。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介绍，
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招不来、
留不住、教不好”等突出问题，北京师范
大学积极思考、主动作为。实施“启航
计划”，通过自筹经费设置奖金，开展校

企、省校合作保障职后发展等举措，引
导优秀毕业生投身中西部基础教育事
业，实现“扶上马、送一程、服务终身”；
实施“教师能力提升计划”，探索“线上+
线下”“能力+学历”培训模式，搭建教师
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立交桥”，建强扎
根地方的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实施“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诊断计划”，对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精准把脉，提供改
进提升方案，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持。

今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即《新时
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文件提到，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支持下，实施教育强
国推进工程，支持50所左右师范院校
加强教学科研设施建设。同时，建设一
批国家师范教育基地，加强一流师范大
学群和一流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这是
师范教育的“高水平”。另一方面加强
“整体性”，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
划，聚焦薄弱师范院校建设，由高水平
师范大学和地方高水平师范院校一起，
以组团方式帮助30余所薄弱师范院校
加强人才队伍、学科建设，促进师范教
育协同发展、整体提升。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教授钟秉林
表示：“在学会工作期间，我明显感觉到
这几年各级各类教师的培训力度在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正在走向关注素
质能力提升的新阶段，符合教育和教师
工作规律，符合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

“用得好”，高水平师范教育持续引导毕业生赴基层任教

宁萌是一所非师范类大学的硕士
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一
年多来，她已经逐渐适应小学英语教师
的工作。常常有人问她：“你一个研究
生，怎么来教小学呢？”她回答：“能在自
己热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有什么不好
呢？”

乡村教育和想象中相比有落差
吗？“肯定是有的。”宁萌笑笑说，“比如
学校离家比较远，单程30多公里，通勤
时间比较长。但只要热爱，再疲惫也能
坚持。”

为实现年轻教师在基层和乡村安
居乐业，近年来，关于保障性住房、绩效
工资、编制保障、职称评审等各方面的
政策落实与改革都实现了较大飞跃，教
师们的“痛点”得以有效解决。

刘佳认为，新毕业生有不适应的情
况，原因在于很多学生局限于课堂、校
园之中，触摸不到真实的乡土，学校课
程很难涉及地域文化特色，缺乏开发承
载地方性知识的乡土课程的意识和制
度安排。“学生们对乡村的情感，依然是
一种概念式、理想化的情感，而不是来
自真实的生活情境。对乡村认知的薄
弱、乡村取向的缺乏是师范生培养过程
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刘佳认为，即将成为教师的毕业生
们乡村认识、乡村情感、乡村文化责任
相对薄弱，这些问题不能等他们到了当
地才去解决。对传统师范院校来说，在
学校课程设置里就应该增加学生对乡

村文化、乡村风貌的实践体验，增强毕
业生对乡村、对基层的认同感。并且，
不少师范院校的教师也存在城市取向
或书本取向的问题，再加上相对封闭的
课堂，导致高校毕业生和真正的乡村生
活有很大距离。“我正在做的一项尝试
是，通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教学，
培养服务乡村振兴人才‘一懂两爱’(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情怀。”刘佳介
绍，在传统师范课堂上，从培养高阶能
力及情感价值入手实现“课程扶志”，在
专业理论课程体系中，加大对“一懂两
爱”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课程设计和实
施，形成整体性、系统性、融合性的“一
懂两爱”“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体系，有
助于培养具有“归农”情怀和时代精神
的“美丽乡村”建设者。

另外，毕业生到了基层之后，教师
专业发展能否得到有效提升也是能否
“留得住”的关键。刘佳提供了一个解
决问题的思路：基层学校，尤其是县域
一级学校，可组织整体化、专业性的培
训活动和教研活动。各个学科选取较
为突出的教研员，通过资源共享、课程
开发等方式，给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做出
示范，实现专业引领，以此带动刚入职
的年轻教师，形成教育教学共同体。这
样能切实帮助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也能使其发现乡村任教的乐趣、增强职
业认同、身份认同，进而产生对当地的
文化认同。

（摘自《光明日报》）

“留得住”，高校课堂要增加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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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月28日，在山东省齐河县祝阿镇马坊社区乡村“复兴少年宫”，老师在教小朋友
捏面塑。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