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3,11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131

互联网+时代江西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社会支持现状调查 

卢春 
（豫章师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1） 

摘  要：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平台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中，对教师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乡村教师要想实现专业发展，

除了需要自身努力以及学校支持以外，社会给予相应的扶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在以互联网+时代江西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社会

支持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了解政策实施落实、教育投入、工资福利待遇以及进修培训的具体情况，进而结合实际给予行

之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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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教育教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平台与资

源，但是要想将这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需要教师具备较高

的专业技能，可以灵活运用技术手段，为此江西省加大了对乡村

教师队伍的建设，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助力

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并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1]。基于此，

本文重点针对互联网+时代江西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社会支持现

状进行了相应的调查，旨在通过此次研究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中

社会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与方法。 

一、互联网+时代江西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支持现状

调查 

（一）政策的实施落实 

江西省针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出台了大量政策，例如《江西

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江西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的通知》（赣教发〔2019〕4 号）、《关于改革

完善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意见》（赣人社发〔2019〕25 号）

等，政策的实施对教师专业发展促进作业具有差异性。在调查中

了解到，乡村教师中 50%认为政策具有激励性，有利于促进其专

业发展；15%表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也有 30%的教师则认为政

策支持很难满足专业发展需求，5%的教师表示不确定是否会促

进专业发展，由此可见，教育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落实生还是非

常不错的，并且也发挥了一定促进作用。 

（二）教育的投入 

在对江西省教育投入方面的调查中了解到 8%的教师表示非

常不同意教育投入可以个进专业展这一观点，13%的教师则持不

同意的态度，表明教育投入资金明显不足或未真正用于教育教学

中。22%的教师对此观点持模糊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

育投入实际应用不够明确。37%的乡村教师则持比较同意的态

度，20%的教师非常同意教育投入促进专业发展这一观点。由此

可见教育投入虽然能够满足乡村教师专业水平提升，但依然也有

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三）工资福利待遇 

教育投入直接关系着乡村教师工资福利水平，在教育投入出

现问题时必然也会影响教师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2]。在对江西

省乡村教师调查中发现，20%的教师表示目前的工资福利不能够

满足需求，34%的教师对此持同意的态度，20%的教师对此不确

定，持否定及不确定态度的教师占比达到了 74%，另外 26%的教

师表示能够满足需求。由此可见在江西省乡村教师基本的工资待

遇水平有待提高。 

（四）进修培训 

在互联网+时代，乡村教师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专业水平的

不断提升，那么进修与培训便是非常有效的手段，有利于他们专

业知识的丰富，专业技能的增强。针对江西省乡村教师进修培训

的调查中发现，在最近 5 年时间内，从未参加过进修培训的教师

占比为 13%，平均 2-3 年参加一次的占比 8%，平均一年参加一

次的占比为 30%，平均一年参加两次的占比为 27%，平均一年参

加三次的占比 22%。由此可见，江西省大多数乡村教师有机会参

加进修与培训，但依然还有 13%的教师在最近 5 年时间内从未参

加过有利于专业发展的进修与培训活动。 

二、互联网+时代江西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支持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政策导向机制，引导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 

互联网+时代出现了很多现代化的教育教学工具，对于教师

专业能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特别是乡村教师，与城市相比，

本身在资源方面不占优势，这就更需要政府、教育部门给予政策

上的支持，发挥导向及引领作用，为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保

障[3]。为此江西省政府要结合当地乡村教师发展实际情况，综合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3,11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132

考虑客观因素，完善政策，将主导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强化服

务意识，快速转变职能，深入到乡村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了解乡

村教师真实需求，制定出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政策。例如江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出台的《江西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实施办法》（赣府厅发〔2015〕76 号）中涵盖了诸多层面，

有关于乡村教师师德建设、补充渠道、待遇、编制；还有职称（职

务）评聘、荣誉制度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乡村教师专业化发

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以政策为导向，促进乡村教师更好的发展。 

（二）提高工资待遇，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保障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有充足的物质基础给予保障，除了在

政策方面给予支持以外，还应该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更好的

教育环境以及生活保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一是在乡村

教育方面加大投入的力度，促进乡村教师工资水平的提升，平均

工资水平与国家公务员持平，并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同时构

建监督管理机制，确保乡村教师工资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发

放。二是积极落实福利待遇机制，江西省除了要将乡村工资待遇

政策积极落实以外，特别要针对一些艰苦边远地区乡村教师，要

给予特殊津贴，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要给予生活上的补助，同

时依法为这些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各项社会保险费，在现行制

度中，将乡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做到位，另外还要加快乡村

教师周转宿舍的建设，为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建设公租房。 

（三）创建全面培训体系，引领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必要的培训机制保证乡村教师专业水平不断提升的有效方

法[4]。为此江西省政府及教育部门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构建层次

分明，针对性强的培训制度，将乡村教师培训与公共服务机制有

效融合，以此来缓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以达到引

领专业成长的目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积极完成

专项培训项目的设置，当前乡村教师在信息技术运用方面处于弱

势地位，针对此情况，政府可以专设信息技术培训活动，引导乡

村教师在培训中获得最新的教学理仿、教学方法，不断提高信息

技术运用能力。第二，强化培训经费管理，为促进乡村教师专业

发展，实现培训效果的提升，政府可以构建有效的培训机制，经

费投入可以适当向乡村教师倾斜。第三，培训渠道的多样化，江

西省教育部分可以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将培训受益面扩大至乡

村学校，例如“赣教云直播”系统构建，具备了线上直播、预告、

专辑回放、线上教研、互动、视频会议、精品课推荐等功能，鼓

励乡村教师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学习优秀教师课例，参与教学观摩

与研讨，分享教学成果，听专家讲座，通过线上培训与教研的形

式提高专业水平。 

（四）整合教育资源，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 

第一，将高等院校、县级学校优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

此方法解决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时政府

也要给予乡村学校大力支持，鼓励他们可以返聘一些优秀的教师

人才；针对部分农村艰苦边远的学校及岗位，高等院校应该鼓励

应届毕业生积极报考，而政府适当给予这些人才优惠政策上的支

持，让这些优秀的乡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为促进教育优秀资

源均衡发展提供保障。第二，诚邀在教育教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

优秀名师到乡村学校讲座，进行优质课的示范讲解，在与乡村教

师的交流与沟通中，促进他们专业化发展。第三，进一步完善评

价及反馈体系，将评价反馈机制的支持功能充分发挥，这些科学

合理的评价可以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中发挥有效的督促作用，充

分激发乡村教师主动学习的热情，同时也有利于乡村教师不断调

整教学及学习方法，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加积极与自觉，有利于专

业发展成效的提高。评价方法运用中可以过程、发展相结合的形

式，评价内容以乡村教师日常工作、教学全过程为重点，同时还

要关注到教师师德、素养以及不同阶段发展的具体情况。 

结束语 

当今社会已经步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教育领域在

互联网的支持下逐渐推进了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这就要求教师

们在教学中更加专业，进而才能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为此，社会

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既要以政策为导向，同时还要重视乡村教

师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创建全面且完善的培训机制，助力乡村

教师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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