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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小学教师生成乡村教育情怀的重要意义

2015 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中指出,“发

展乡村教育,教师是关键”,“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

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这是当前国家关于乡村教师发展

的最新、最有力的政策性支持文件，旨在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施

行，把乡村教师作为重要抓手，以变革“乡村教师”为核心

来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局,面对新时代新任务,迫切需要大力创新体制

机制,着力完善政策制度,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稳定、结构优化和质

量提升,加快形成“引得来、稳得住、流得动、教得优”的良好局

面,充分发挥乡村教师知识优势和职业作用,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

素养对于振兴乡村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乡村

小学教师乡村教育情怀作为乡村教师的核心情感素养，是激发乡

村教师的教育热情与教育信念的重要源泉，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

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1]。

2　乡村小学教师生成乡村教育情怀的基本要求

2.1热爱乡村教育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

我们整个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

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

念着他们所想得到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

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乡村生活的新使命。”正是出于对农民疾

苦的深刻体验，对乡村教育的热爱，陶行知放弃高校教授的工作，

扎根到乡村创办晓庄校，探索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行

知先生博大的教育情怀最本质的就是要热爱乡村教育，热爱乡村

社会、村民以及乡村学生。陶行知先生对乡村教育的热爱也正是

他乡村教育情怀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他们对乡村教育的热爱，

他们将乡村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志业，愿意用毕生的经历为乡村

教育事业做贡献[2]。

2.2敬畏乡村教育

“敬畏”字面来看，应该是有一种“尊敬”和“畏惧”综合而

成的姿态。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斯普朗格曾经说过：“凡是值得尊敬

的不仅吸引着我们，同时也会形成一种距离，有谁想要接近它，会

为自己的卑微而觉形秽；有谁想要远离它，却又深感与所悦者分

离有怅然若失的感觉。”乡村教育主要以广大乡村地区的学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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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村民为教育对象,旨在以教育为主要手段,促进乡村儿童和村民

的自我发展,促进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社会建设。乡村建设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梁漱溟曾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

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

（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乡村教师正是梁漱溟口中的“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的、有

技术的人”，他们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者。这无疑是对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为乡村教师来讲不仅需要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更

需要他们在完成乡村学校教书育人任务之余，理应还要担当乡村

文化的传承者、乡风文明的守护者、乡村治理的协助者和乡民生

活改造的领导者等重要社会角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努力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3 ]。

2.3守望乡村教育

“靠”教育而生存的教师是把教育当成生存的手段，而“为”

教育而生存的教师是把教育当成生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只有

当乡村教师把乡村教育的发展当成是生活目的，将乡村教育与自

己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联系起来，重视和认可自己所从事职业的

价值的时候，他们便会对乡村教育产生强烈的职业认同感，进而

形成强烈的职业意志，并愿意坚守在脚下的热土里。首届马云乡

村教师奖获得者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瀛湖镇三星小学青年教师丁

茂洲，大学毕业后通过参加“特岗教师”考试当上了乡村教师，他

所教的小学只有五名教师和29名学生，并面临着教师和学生不断

地流失，但自从成为乡村教师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促进改变乡村学校的现状，坚守在乡村七年之久，为乡村学

生以及乡村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探索

新出路[4 ]。

3　乡村小学教师乡村教育情怀的生成路径

3.1 融入乡村本土文化，生成浓厚的乡土情怀

虽然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教师“下得去”的现象明显好转，

但薪资待遇的提升以及职称评定的倾斜依然无法转换成乡土情怀，

职业吸引力较差，师资的严重流失，依然是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

关键因素。因此，乡村小学教师自觉融入乡村文化，在学习的过

程中自主自觉的生成乡土情怀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的讲，乡村

小学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融入乡村本土文化，生成浓厚的乡土

情怀。一方面，乡村小学教师应通过学习乡村教育相关的课程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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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评价。再就是教师的晋升机制，学校可以根据国家的相关

要求，根据学校现有的教师数量来确定职称比例，对不同层次

的教师进行分类评审，公正、合理地选出符合各项条件的教师

进行晋升，且保证每个教师所享有的机会都是公平公正的。

4.2.5适度增加教师编制数量

对于当前S 县的镇区小学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师资匮

乏，一个教师兼任好几门课程，或者一个学科的教师同时教授

3、4 个班级，这种现象的发生更容易引发教师的厌岗情绪，进

而发展为工作积极性减弱，尤其是对于代课教师来说。于代课

教师而言，他们到手的工资本身就低于编制内的教师，与此同

时，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内容甚至超过了编内教师的工作，再加

上代课教师的社会认可度比较低，综合这些因素，工作积极性

就更难以调动起来。因此，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就需要适度增

加教师的编制数，根据实际情况，让优秀的代课教师进入编内

教师的预备岗，以此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能缓解学

校教师匮乏的问题[8]。

5　结语

教师队伍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发展中的重要难题，难以从

根本上来解决，也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内容，所以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阶段，仍然需要将这一问题摆在重要位置，着力

解决这一难题，为义务教育早日实现优质均衡做出显著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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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唤醒他们的乡土情怀，帮助乡村小学教师了解乡村教育，

深入认识乡村教育。通过课程的学习，使乡村小学教师深入到

乡村社会，融入乡村文化之中，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乡村社会、

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调动他们建设乡村积极性，让他们体验

乡村教育发展做贡献的幸福和快乐，进而生出对乡村教育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乡村小学教师应自觉主动参与乡村文

化建设，传承乡村文化。乡村小学教师可通过参与乡村民俗风

俗的展览、举办文艺汇演以及乡村教育题材的展示活动，使其

感受乡村特色，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

发展乡村文化，体悟乡村文化的魅力，生成浓厚的乡土情怀，

为生成乡村教育情怀建立良好的基础。

3.2 确立乡村教育信念，培植专业教育情怀

“信念是个体对于有关自然和社会的某种理论观点、思想见

解坚信不疑的看法, 会给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以深远的影响, 是从

事一切活动的激励力量。”一方面，注重从日常教育中形成教

育信念。在一定程度上讲，乡村教师的专业情怀是在日常教育

活动中生成的，离开了日常的教育生活，其专业情怀也就无从

产生，乡村教育情怀的生成更是无根之木。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乡村小学教师在日常生活以及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专业信

念，也应在师范教育以及乡村从教时期渗透和强化其专业信念，

形成对教育的情感依附，进而促进自身建立对乡村教育的情感依

附，确立专业信念。坚定的专业信念是充分保证乡村教师生成

专业情怀的笃定。另一方面倡导反思机制，确立信念情怀。杜

威认为反思性思维就是“对于任何信念和假设的知识，主动

地、持续地和仔细地考量它赖以成立的基础以及它所倾向的结

论。因此，乡村小学教师首先应具备反思意识，倡导其对教育

活动、教育实践形成积极的反思，不断促进其教育信念的养

成。其次培养自身的反思能力，进而形成反思习惯，最终将内

隐的教育信念经过客观总结提升为教育情怀,在教育活动中探索并

予以强化，不断提升自身的乡村专业情怀，进而生成乡村教育

情怀[5 ]。

3.3 扎根乡村教育沃土，培养实践教育情怀

“实践是理解人与教育、教育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关系

的理论支撑点和扭结点。”只一方面，“实践育师”。教育实

践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对于乡村小学教师来讲，

应立足于乡村教育实践，在乡村教育实践中感受乡村学生的朴实

与天真，感受乡村文化的源远流长，感受村民的热情好客，进

而促进乡村小学教师生成乡村教育情怀。其次，“实践成

师”。乡村教育的实践沃土是孕育乡村教育情怀的必然路径。

另一方面，乡村教育实践是鲜活生动的教育境遇,在乡村教育的

过程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境，需要教师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克

服，在其改变困境的过程中生成其教育智慧，塑造了乡村教师

教育情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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