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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比抱怨更实际
我们不能只是抱怨教师编制不足，这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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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去甘南藏区的中小学、幼

儿园考察，发现近些年来藏区的基

础教育硬件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然而，使人忧虑的是，在硬件

条件迅速改善的同时，教育质量并

没有同步提升。民族地区特别是边

远地区，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

高，是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瓶颈。

大家虽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抱怨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少。是大

学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合格教师吗？

近几年，全国师范类大学毕业生一直

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即使像甘肃

这样的教育欠发达省份，师范类大学

毕业生也是供大于求，大约平均每3

个毕业生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是因

为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待遇低，

导致毕业生不愿意去那里就业吗？

事实也不完全如此。各级政府采取

了各种奖补政策，大学毕业生到边远

民族地区学校就业，实际收入并不低

于在城市学校就业的收入水平。我

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教师事业编制不

足。很多时候，毕业生更看重的是

——能不能顺利入编。

以学前教育为例。近几年，甘

南藏族自治州学前教育发展十分迅

速。短短几年，独立新建或在小学

附设的幼儿园达到了数百所。藏区

新建的幼儿园条件都很好，活动

室、寝室、卫生间、各种玩教具一

应俱全。可是，教师严重不足仍然

是甘南藏区学前教育发展的最大短

板，甚至有些建好的幼儿园因为没

有教师而不能顺利招生开展教学活

动。问题的核心是缺少教师编制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因人口分

散导致学校和教学点多、生师比

大。怎样才能破解这个难题呢？

近两年，甘肃省积极探索“大学

与地方政府合作支教模式”，有效地

缓解了藏区幼儿教师严重不足的问

题。甘肃全省学前教育专业在校的本

科生有近5000人，每年有1000多名在

校生需要支教实习。两年来，省里每

个学期都从需要实习的大四学生中选

拔300名学生到藏区幼儿园顶岗实

习，每半年轮换一批，既解决了岗位缺

教师的困难，又满足了在校大学生的

实习需求。实习费用采取由省财政、

县级财政和大学共同分担的方法，解

决了实习学生的生活补助问题。

我所在的西北师大，上个学期就

有74名学生在藏区的23所幼儿园支

教。这些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扎实，

普通话标准，对去藏区支教抱有很高

的热情。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那些只

会讲母语的藏族孩子非常喜欢城里来

的大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幼儿园生

活，都能主动地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现在，最早的一批孩子已经入园一年

半了。每个学期我都去藏区看望我们

的学生，观察孩子们语言和行为的变

化。我惊奇地发现，孩子们普通话口

语交往能力进步之快超乎想象。

学龄前的孩子们正处在语言学

习的关键期，每天在幼儿园里听老师

讲故事、一起做游戏，一起通过视频

看外面的世界，晚上回到家里又可以

和家人讲母语，两种语言相互支持转

换的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这些孩

子将来进入小学后，不但视野开阔，语

言适应上也没有障碍，这就从源头上

遏制了少数民族孩子由于语言适应困

难导致的学业成绩不良现象。

我们不能只是抱怨教师编制不

足，这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大学

与藏区地方政府合作支教模式为我

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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