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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师是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主体，因此教师的质量尤

为重要。国家倡导要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所谓的结构合理其中必然包括教师性别
结构合理。然而纵观我国初等教育的教师队伍不难发现，女性
教师数量远大于男性教师。缺乏小学男教师这种现象在初等教育
领域越来越突出，它使得男性越来越少的选择小学教师职业。
基于此本文探究小学男教师职业发展的现状，分析所遇到的问题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1　小学男教师职业发展中的问题
1.1 现有工资待遇让小学男教师“骑驴找马”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一提到教师就要和无私奉献联系

起来。但是提到教师的奉献精神，并不意味着教师不能获得丰
厚的物质待遇。给予教师所付出的等量的物质待遇，才能真正
保障一个职业的良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明确规定：
教师的工资平均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
水平，并逐步提高。虽然法律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现阶段大
部分地区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并未达到公务员的程度。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延续的今天——男人就是家中的主要
经济来源，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用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去
养活一大家子人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刚入职已经立业的男教
师来说即将面临的是成家，对于即将成家以及养家的男性来说，
小学教师的工资捉襟见肘，因此在职的年轻男教师也在边工作边
寻找更好的工作。

1.2 男女教师性别比例失衡让男教师在发展中被边缘化
工作环境中女教师数量太多会使得男教师羞于或者不屑于表

现自己，即使是一个外向且善于表达的男教师在这75%都是女教
师的环境下也会有些不自在，甚至想要逃避。人是社会的人，需
要从周围的人的同质性、认可度来获取自己在群体中的归属感，
但男教师和女教师在生活中的兴趣点并不一致，这就导致男女教
师虽是同事，但在非正式交流中却没有共同话题。有些男教师并
不愿意与同校女教师竞争，甚至有些人认为，在和女性竞技中取
得的成就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在社会文化的刻板影响下，男性
就应该取得比女性更优秀的成绩。可见这种小学中男女教师性别
比例失衡无形中给男教师带来了压力，更多的男性教师未找到合
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在社会文化的压力下无法调整自己的心态，
最终使得他们选择回避竞争，默默无闻，长此以往加剧了他们的
边缘化。

1.3 现阶段教师社会地位低让小学男教师难寻心仪的另一半
当前社会，在适龄婚育年龄的女性少的情况下，男性的在择

偶上，竞争压力大了许多。而小学男教师社会地位偏低、工资收
入不高，这样的条件使得他们在追求另一半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竞
争力。这一方面不仅使即将选择小学教师的男性望而却步，也使
得在职的未婚男教师犯愁。在某一教育网站上开展了一项调查，
内容是是否愿意选择小学教师做你的另一半？对于不同的性别的
回答，差异非常大。当回答者是女性时，将近有78%以上的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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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改革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不可忽视的改革重点，国家倡导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结构合理很重要的
一方面就是教师的性别结构要合理，但是纵观我国小学教师队伍，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女教师的比例远大于男教师。这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男性教师的职业发展。本研究分析小学男教师在职业发展中的问题有工资水平低、男性教师在职业发展中被边缘化和小学教师
的社会地位低致使男性教师难寻另一半。依据问题提出了四点解决策略——用鼓起来的“钱袋子”提升小学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建
立小学男教师教研活动机制、改变男性传统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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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选择了“不愿意”。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女性不愿意选择
小学男教师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
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男性从事小学教师这个职业是一种没有挑
战表现。同样的问题回答者是男性时，结果就大不一样了。超过
50%的男性对于该问题选择了“愿意”。原因有小学教师这个职业
对于女性来讲很稳定、工作环境单纯、小学阶段所面临的升学压
力小，因此教师压力小。再加上一年有两次带薪休假，有更多的
时间去照顾家庭。

2　促进小学男教师发展的对策
2.1 用鼓起来的“钱袋子”提高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向大会作了政

府工作报告，在涉及教育领域的报告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
“持续抓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同样，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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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明
确说明了“要不断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
羡慕的职业”。

男性面临着比女性更大的社会压力，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经
济方面，因此小学教师工资稳步提升有助于从事小学教育的男教
师从容应对这份压力。教师是一份光荣的职业，但教师更是一
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让教师的“钱袋子”鼓起来，才能让在
职的男教师没有后顾忧、安心执教。也可以吸引更多优秀男性
参与到小学教育的事业中。

2.2 用男教师教研活动交流机制促进其职业发展
男性在小学中被边缘化，一方面是男性教师在小学的数量确

实是少数，女教师群体由于数量占多数而更容易带动教师队伍的
方向，这是社会历史、社会环境和大众观念所造就的现状，改
变这样的局面不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与改
变。另一方面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教师并不愿意同女教师一
起竞争，那么男性教师就不会有动力和压力来推动自己进步。如
此一来，男教师自然而然的在专业技能上落后于女教师。既然如
此，我们不妨在区域内建立小学男教师的教研交流机制，让同处
于一个区域的小学男教师在教育教学、班级管理以及和学生相处
的方式方面进行交流分享。也可以定期举办教师技能比赛。处于
同样环境的男教师们有着相相似的问题，在交流的时候更能设身
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出谋划策。男性间有着共同的话题，共
同的兴趣，定期的交流会让男性教师感觉到自己并不是被边缘化
了的，而是男性教师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从而获得归属感。和同
性别的人进行竞争，避免了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影响。有利于男性
教师专业技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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