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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留教意愿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 

——基于 H 省 L 县乡村教师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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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灵寿县灵寿镇第一中学  河北石家庄  0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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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乡村教师留教意愿对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发展乡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实证调查了 H省 L县 264名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 L县乡村教师留教意

愿有待进一步加强；乡土情怀与家庭关涉对乡村教师留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政策激励、职业地位、学校环境产生影响但并不显著。

因此，稳定乡村教师队伍的关键在于厚植乡土情怀、解决家庭生活之忧、提高工资待遇、优化学校内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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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teachers leave teaching intention survey and promotion strategy research 

——based on H province L county rural teacher's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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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hebei province lingshou ling shou town，the first secondary school in hebei shijiazhuang 050500； 

2. Th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25） 

Abstract：the willingness to improve rural teachers leave teaching with stable rural teachers，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study adopts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H province L county 264 rural teachers leave teaching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 county rural teachers leave teaching will further 

strengthen；Relate to rural teachers leave teaching localism and family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policy incentives，

occupational status，school environment impact but not dramatically. Therefore，stability of rural teachers is the key 

to strengthen the localism，solve the family life of，higher wages，optimization of school internal managemen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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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教育的振兴更需要走在前列，

去引领、指导、支撑乡村的振兴，而乡村教育的振兴，离不开教师，

因此，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甘于奉献、乐于扎根乡村的

教师队伍尤为重要。但目前乡村教师队伍仍存在数量不足、结构失

衡、稳定性较低等问题，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1]要紧紧抓住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的这些问题，精准施策、补短板、强弱项，大力

推进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而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就是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的教师愿意留在乡村学校任教，愿意

奉献乡村教育事业。因此，调查了解乡村教师留教意愿，分析影响

乡村教师留教的因素，并提出让乡村教师安心留教的策略建议，对

稳定和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一、调查现状 
本研究选取调查区域为 H 省 L 县，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 5

个乡镇 11 所学校，共发放问卷 289 份，全部收回，其中剔除无效问

卷 25 份，剩余 264 份，有效回收率 91.3%。调查结果显示，愿意长

期留在乡村任教的教师占比为 46.9%，不愿意或不确定是否留在乡

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占比 53.1%，可见，L 县多数乡村教师留教意愿有

待进一步加强。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深入的分析影响乡村教师留教的因素，研究者从乡土情

怀、家庭关涉、政策激励、职业地位、学校环境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回归分析摘要表见表 1 

表 1  阶层回归分析摘要表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名称 Beta t 值 Beta t 值 

（常量）  21.308**  0.830 

户籍（外地户籍=1） -0.074 -1.182 -0.065 -1.274 

年龄（46 岁以上=1） 0.031 0.437 0.003 0.053 

教龄（20-30 年=1） 0.149 2.056* 0.081 1.372 

学历（本科及以上=1） -0.118 -1.906 -0.020 -0.402 

婚恋（已婚=1） 0.098 1.557 0.046 0.911 

乡土情怀   0.364 5.899** 

家庭关涉   0.226 3.122** 

政策激励   0.091 1.167 

职业地位   0.066 0.949 

 

 

控制变量 

 

 

 

 

自变量 

学校环境   0.019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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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 4.825** 19.289** 

R2 0.086 0.410 

ΔF 4.825** 30.952** 
回归模型  摘要 

ΔR2 0.086 0.347 

注：* p<.05    ** p<.001 

模型 1 中，投入的变量为控制变量，即人口学变量与人力资本

变量中对乡村教师留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投入回归方程前，

将户籍、年龄、教龄、学历、婚恋状况五个变量均转化为虚拟变量。

模型 1 中，解释变异量 R2=0.086，F=4.825，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模型 1 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极其显著水平。控制变量对乡

村教师留教意愿的解释变异为 8.6%，此解释力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

水平（ΔF=4.825，p=0.000<0.05） 

模型 2 中，投入的变量为自变量，即乡土情怀、家庭关涉、政

策激励、职业地位、学校环境五个自变量。整个回归方程的解释变

异量 R2=0.410，F=19.289，达到 0.001 极其显著性水平。自变量对乡

村教师留教意愿的解释变异为 34.7%，此解释力达到统计学上的极

其显著水平（ΔF=30.952，p=0.000<0.001）。五个预测变量中，回归

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的是乡土情怀、家庭关涉两个变量；未达到显

著性检验的有政策激励、职业地位、学校环境三个变量，这三个变

量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并不代表对校标变量没有影响，有可能是在

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之间有中高度的相关存在，则这些预测变量会

排除在回归模型之外。具体每个因素的分析如下。 

1.乡土情怀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乡土情怀越浓厚，乡村教师留教意愿越强

烈。乡土情怀每增加一个单位，教师留教意愿就增加 5.889 倍。教

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意见》明确写明：

厚植乡村教师情怀，激发教师奉献乡村的内生动力。[2]有学者基于全

国 300 位优秀乡村教师典型案例中，分析得出优秀乡村教师身上具

有的特质即乡土情怀，即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强烈

责任感、使命感；[3] 

2.家庭关涉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层面正向显著影响乡村教师留教意愿。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是每个人的栖息地，家的概念深入到我们生

活中的每个角落，在我们国家，“家本位”思想、“家文化”对人们

的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此调查中家人支持、照顾家庭及家

校距离均显著影响乡村教师留教意愿。 

3.政策激励因素 

（1）生活补贴方面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文

件中，明确指出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那么乡村教师目前获得的乡村补贴能否起到留教的作用，研究者做了

相关的差异分析，分析结果显示，F=1.340 P=0.262>0.05 没有达到显

著性水平。可见，目前乡村教师获得的生活补贴不足以消除偏远贫困

艰苦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教师的留教行为激励效用甚微。 

（2）职称评定方面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文件中，明确写明职称（职

务）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教师的职称关涉工资、地位、荣誉，关

乎到教师的切身利益。职称评定难易是否影响乡村教师留教意愿，

研究者做了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F=8.696   P=0.000<0.001  

达到 0.01 水平上显著性检验，职称评聘难易对其留教意愿有极其显

著的影响。即在乡村学校评聘职称容易，则教师留教意愿强烈，反

之，则留教意愿式微。 

4.职业地位因素 

（1）工资待遇方面 

分析乡村教师每月获得的工资收入对其留教意愿的影响，分析

结果显示，F=3.920  P=0.004<0.01  达到极其显著性水平，说明改

善工资收入会对教师的留教意愿产生极其显著的影响。第一，教师

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具有追求利益 大化

的愿望和动机。第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阶层分层理论，还是韦伯

“三位一体”分层理论，都强调经济的重要性。经济收入，作为社

会地位的核心维度，对其职业选择、职业认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2）社会地位方面 

此次调查借用《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来测量乡村教师

的主观感知社会地位，1 分代表社会地位 低，10 分代表社会地位

高，1-10 分之间，由教师来填写相应的分数。分析乡村教师主观

感知社会地位对其留教的影响，结果显示，F=2.702  P=0.005<0.01 

达到 0.01 水平上显著性检验，即乡村教师的主体感知社会地位对留

教意愿有极其显著的影响。教师主体感知社会地位越高，表明社会

对乡村教师职业的认可程度和尊重程度较高，其留教意愿较强；反

之，则表明社会对乡村教师职业的认可程度和尊重程度较低，其留

教意愿较弱。 

5.学校环境因素 

（1）学校硬件环境 

学校硬件环境对教师留教意愿的影响，研究者从学校教学设备、

教师周转房宿舍及校园环境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学

校教学设备、学校教师周转房或教职工宿舍、校园环境均对教师留

教意愿产生极其显著性影响，即加大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可以显

著提高教师留教意愿。 

（2）学校软环境 

学校软环境对教师留教意愿的影响，研究者从学校管理制度以

及学校领导人本管理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学校管理

制度与领导的人本管理对留教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学校领导的人

文关怀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人的重要地位，学校领导

以教师为本就要充分相信教师、尊重教师，关注教师各方面的需求。 

三、提升策略 
由以上分析可知，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家庭关涉、工资待遇、

社会地位及学校环境均对其留教意愿产生极其显著的影响。据此，

提出以下策略： 

1.重视乡村教师乡土情怀培育 

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是影响教师留教意愿的重

要因素。有学者提出解决乡村教育的师资问题关键是在于培育具有

乡土情怀的教师。[4]具有乡土情怀的教师，是自发和自然流露的一种

感情。厚植乡村教师乡土情怀，第一，学校要把乡土情怀作为教师

专业特质，评优评先优先考虑乡土情怀浓厚的教师。进而激发教师

热爱乡村儿童，热爱乡村教育事业。第二，在学校或社区大力弘扬

奉献、担当等精神。引导教师应切实肩负起育人的伟大使命，将学

生全面发展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和义务，做乡村教育事业的接班人，

奉献于乡村教育事业。 

2.改善乡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家校距离、子女教育等生活问题的改善能够显

著提高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首先，学校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抓

住乡村振兴的契机，主动将教师的需求及不满意的方面汇报上级主

管部门，主动成为上级主观部门获取信息的有力渠道。其次，主动

联合当地政府或学校所在的社区组成联合体，解决教师面临的生活

方面的问题。比如：针对于乡村学校位置偏远，教师不能每天下班

照顾子女的问题，学校领导或教育行政人员可以考虑建立乡村教师

弹性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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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呈现给学生。比如教材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

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怎样才能让学生记得住

呢？我们就编为“一二三四四五五五”即一个梦想、两个主体（党

的领导、人民至上）、三步走战略（2020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 全面实现现代化）、四个自信、四个全面、

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五大目标（改革、法治、强军、外交、

统一），这样归纳，学生也能够全面地记住了。 

三是思政课要让学生有兴趣。兴趣是 好的老师。让学生产生

兴趣，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就要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故事的作用。当

然，故事的选择一定要围绕理论，而不是为讲故事讲一些无关的故

事。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诠释理论，学生就容易产生兴趣了。比

如讲《形势与政策》扶贫专题时，即讲过去的老故事，又讲扶贫的

新做法、新效果，对比起来就把党的执政理念、人民至上讲清楚了。 

要让学生有兴趣，教学还要有较强的感染力。一堂有效的课堂

教学，需要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调动，语言文字、肢体语言、情感渲

染、氛围引导都是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因素。从教学语言

使用看，要生动优美具有亲和力，做到循循善诱，节奏适中，高低

起伏。从教学情绪调动看，讲课要富有激情，通过感染力去带动学

生。比如《思修课》、《形势与政策》课，都要讲爱国主义，教师就

要保持慷慨激昂的情绪，要把为祖国未来发展强烈责任感带入到课

堂中，用优美的语言和饱满的情绪融入课堂、感染学生。以带动学

生领悟爱国主义的情怀，形成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建设国家的责任感、

使命感。 

四是思政课要让学生收获大。注重学生收获，要抓好以下四个

环节：一要构建价值体系。教师要架构课程体系，给学生以整体知

识框架，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内容，知道自己主要学什么。二要进

入价值情境。教学中教师自己要先进入角色，以情境去带动学生。

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教师和学生要先提高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感

悟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伟大情怀。三要

让学生形成价值判断。教师通过比较、案例等方式教学，让学生自

己进行价值判断。比如新旧中国的对比、中外社会制度的对比、家

乡今昔的对比、国家团结分裂的对比，对比中贯穿案例教学，这样

学生就能形成价值判断，学生把知识内化为价值认同。四要养成价

值行为。价值行为是在价值认同的前提下，为价值奋斗甚至牺牲的

一种行为方式。这是思政课教学方式成功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常说

培养什么人的大问题。学生把知识内化为人生的价值追求，明确该

做什么、为什么做，这样立德树人的目标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 

三、关于教学改革的后续思考 
1.教学改革要从关爱学生心灵出发。 

思政课教育是爱的教育，思政课教学首先要做到关爱学生成为

有情怀的课堂。教师要学会从学生出发，考虑学生的求知需求、职

业愿望、人生规划和价值理想，尽可能的实现学生对于思政课的期

待，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做出指引。 

2.教学改革要从提升教师素养出发。 

“教不严，师之惰”，高校思政教学实效性的提升，教师的综合

素养起关键性作用。教师综合素养提升才能保证课堂质量，才能吸

引学生，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教师是教的主体，对提升教师

素养提出要求是教学改革的必要一环。 

3.教学改革要从增强学校内涵建设出发。 

在校园内涵建设上，学校既要投入硬件，更要注重人文关怀，

让师生具有归属感。在教学理念、办学思想、决策管理、课程设置

等方面要按照职业教育规律和市场需要办事，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

所用，让教师身心愉悦，具有成就感，使师生的个人发展实现可持

续。 

综上所述，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提高教学实效性，是当前思

政课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客观要求。思政

课教师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追求，切实推进教学方式、教

学艺术的改革和创新，为培养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探索出一条行

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新路，这也是本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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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乡村教师支持政策落实力度 

正如美国政策学者艾莉森所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

案拟定的作用仅占 10%，而剩余的 90%则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5]通过此次调查了解到，目前 L 县政府落实的乡村教师支持政策，对

激励教师留教的效果不太明显，有待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笔者认

为，第一，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政策执行队伍。比如，选拔人员上，

一方面应挑选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度责任心、敢担当的人员；另

一方面，也要挑选懂教育、热爱乡村教育并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发

展的人员。第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乡村教师支持政策内容

的宣传和解读，能够为政策有效落实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第三，

强化督导检查。 

4.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 

通过研究表明，提高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能够明显提高教师的

留教意愿。薪资待遇，是职业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地位的表

征。首先，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强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和省级统筹

力度。其次，要建立长效的工资增长机制，确保乡村教师的工资收

入与城市教师的工资收入具有同样的竞争力，要真正做到待遇留人。

后，科学制定补偿标准，增加补贴类别，起到留教激励作用。 

5.优化乡村学校内部管理环境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学校管理制度的公平合理、教师民主参

与及学校领导的人文关怀显著影响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第一，学

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应以人为本。积极鼓励引导教师参与学校组

织的制度建设，切实成立教代会，保证教师充分的参与权、表达权。

第二，营造人文的学校环境。学校领导应真诚的鼓励、支持、赞赏

教师，给予教师精神层面的关照。第三，提高学校领导的自身素质。

学校校长要加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担当乡村教育振兴使命，强化舍

我其谁的奉献精神，在教师群体中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感染教师，

进而加强教师的留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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