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乡村教师需要树立新立场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以下简称《计划》）的颁布实施，无疑是近期我国乡村教育发展中的大事、喜
事。据统计，有近 300 万乡村教师坚守在基础条件最薄弱的老少边穷岛地区的中心校、村小和教学点。同时，乡村教师
工资水平低，不同程度存在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的缴纳等问题，职称评定的种种限制也让大批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
失去晋升资格。而且，今日乡村教师还经受着时代变迁的更大冲击、诱惑和挑战，“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境界已
不足以支撑他们留在乡村安心从教，流失现象日趋严重。基于这样的事实，《计划》提出从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和师德水平、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
倾斜、推动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八个方面全方位提
升乡村教师素质，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切实支持乡村教师能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但是，对《计划》的关注，人们还是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数百万乡村教师的待遇有望由此得到大幅提高”上。从
2012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乡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到 2013 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决
定对连片特困地区教师给予生活补助，再到如今国务院专门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乡村教师的待遇和处境一直备
受人们关注。但所有待遇和处境的改善，目的是使乡村教师能够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用心从教。而要安心、舒心、用心，
不仅需要物质环境的改善，也需要心理环境的改善；不仅要促进乡村教师良好的自我职业认同，也需要“我们”对乡村
教师有理性的认知与理解。
《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曾讲过一句话：“人们对于西北的想象总会在犯两个错误，或者夸大它的荒凉和苦

寒，或者奢望于它的崭新和发展。”许多时候，我们对乡村教育的讨论也容易犯这样两个错误，要么描述它的穷苦与可
怜，要么批评、抱怨、指责它的不如意，要么就是希望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不能这样。正因此，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
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笼统抽象、优越定势的方式形成对乡村教师模糊、消极甚至是误解性的判断与认识。当我们从应
然的立场为乡村教师提出各种普遍要求时，其实已经忽略了他们多样化的思想、愿望和困难；当我们讨论培训要满足
乡村教师的需求时，其实已忽视了他们需求的丰富与不同；当我们热烈讨论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时，其实已抹去了他
们的真实处境而预设了诸多理想前提；当我们强烈要求乡村教师应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变革自我时，其实在无视他们
的困惑、无奈与无助。如此等等，都表明太多站在乡村教师对面的我们，多么需要改变局外人、旁观者的心态与姿态。

所以，支持乡村教师，基于政策的物质、待遇、素质提升固然重要，而我们树立对乡村教师认识与理解的新立场同
样是对乡村教师最重要的精神支持。首先，对待乡村教师要有辩证的思维方式与态度，不能仅仅站在贫困、艰难、落后
的立场来判断、批评、指责和抱怨，尽管这些是客观、现实的，但我们更要从理性、发现、发展的角度来反思和审视乡村
教师的成长路径。其次，不能仅仅描述乡村教师面临的环境与条件的状况和体制与制度的限制，更要展示和表达他们
的成长经历和愿望，以及为乡村教育艰守努力的精神品质。第三，要拭去对乡村教师认识与了解上已有的层层“灰尘”，
寻找问题内在、深层的原因，才能看到真实乡村教师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实质所在。第四，要用心体味乡村教师在各自
教育世界中的处境、困惑和愿望的不同状态，感悟他们虽辛苦坚守乡村教育家园，但不失思想、信心和信念；虽面对诸
多困难与问题，但仍有追求的目标和美好的愿望。第五，对待乡村教师的思路也要从关注转向关心。关注的思路是乡村
教师没有做什么、没有做到什么、没有做好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怎样做什么，而关心的思路是用心了解乡村
教师的真实处境，了解他们做了什么、在做什么、能做什么、还想做什么，要理解和探究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做好。因
此，支持乡村教师，不只是关注他们处境的穷苦从而投去同情的目光，更要能唤醒与焕发我们对乡村教师的理解、支持
与帮助，到乡村学校去，到教师中间去，体验他们的生存状态，感悟他们的内心世界，真正成为乡村教师的同路人，这
样，乡村教师才能获得真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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