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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training plan for rural normal students, more and 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pened 
relevant courses 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policy.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 implementation time and lack of experienc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process. Therefore, we have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Directional Normal Students”. 
This project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directional normal 
students, and actively seeks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Keywords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cultivation; causes of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与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存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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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乡村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响应国家政策，开设了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的相关课程。但是由于计
划实施时间不长，缺乏经验，笔者发现现阶段的培养过程中存在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开展了“乡村定向师范生
培养与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存因与对策”的研究项目，本项目从分析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与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存在的原
因入手，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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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存因与对策”

项目的实施极具必要性和时效性，其特色体现在响应国家教

育强国的政策需求，发现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并且通过调查采访了解其形成原因，最终针对相关问题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并且将研究成果在乡村定向师范生的相关

培养院校中进行试点与推广，同时进行改善，帮助“乡村教

师定向人才”培养方案的高效实施。

2 乡村定向师范生政策解读

根据 《江苏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2015-2020

年）》，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政策可以归结为40个字“乡村教师，

定向培养；本科层次，提前录取；按需培养，定向委培；县

来县去，有编有岗；到岗退费，服务五年。”本政策实施的

目的在于通过高校师范生培养，为全省乡村学校培养一批扎

根农村、甘于奉献、一专多能、素质全面的本土化的乡村教师。

3 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自乡村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实施以来，中国各省高校响

应国家政策，开设了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的相关课程。但是

由于计划实施时间不长，缺乏经验以及学生和家长对政策理

解不足等原因，我们发现现阶段的培养过程中存在很多急待

解决的问题。例如，从定向师范生角度来看，大家报考定向

师范生的目的趋向功利化，部分定向师范生错误地认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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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铁饭碗”，从而失去了学习方向和目标，失去学习方

向和目标带来的最坏的影响就是再也没有初高中那股拼搏的

劲了，学习没有驱动力，更有甚者彻底不学习，在大学课堂

上沉迷网络完全不听教师讲解，这样就完完全全偏离了定向

师范生政策的本质。从高校培养层面看，高校对定向师范生

培养的经验不足，定向师范生与普通师范生有一定的不同。

由于定向师范生最终要回归乡村进行教育活动，因此在高校

培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目前乡村的发展现状对定向师范生进

行指导 [1]。

4 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存因

为了找出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我们对相关教师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我们发

现乡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包含以下四点。

第一，同学们对所在专业的认知大多由自己通过某些渠

道的了解而来，也有很多同学的认识来源于教学计划书与入

学教育，而对相关政策的研读较少，对专业的认知存在明显

的片面化特点。

第二，乡村定向师范生的报考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倾向，

毕业后工作稳定，有编制，社会地位较高以及较长时间的假

期是同学们选择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却寥寥

无几。

第三，部分学生在录取后存在一定的怠惰倾向，认为自

己获得了所谓的“铁饭碗”，在毕业时能够如期去的毕业证

书与学位证书成为他们的目标，失去了更进一步学习的目标

与方向。学习驱动力下降，具体表现为沉迷网络，荒废学业，

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这就背离国家实施定向师范生政策的

初衷。 

第四，部分高校在学生专业学科水平提高的相关制度上

有待改进。

5 解决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措施
5.1 加强政策解读，明晰政策认知

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计划着重体现国家对于乡村教育振

兴的强烈意愿，竭力为农村和偏远贫困地区培养一批能够“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乡村教师。

就培养对象的定向师范生而言，他们报考相关专业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毕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毕业后履约与否

的认识还是不够明确。对于这种情况，当地政府相关部们在

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可以应用现代媒体对乡村教师定向教育政

策进行报导与宣传，对于相关要求进行适当地解读，提醒毕

业生理性选择。作为毕业生也应当结合自身的兴趣，职业理

想所在进行报考的选择。

古人云：“名师出高徒。”针对乡村教育事业这一短板，

世界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弥补和应对，暗中较量的

竞争压力可想而知。故而师范生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的执业

前途，更与国家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需要一批有责任，有

志向，有担当的优秀青年学子潜心研教、耐心施教，尽可能

多的培养出下一代栋梁之才。可谓使命光荣，任重而道远。

5.2 支持专业学科深入发展

从专业课程安排和专业发展的调查结果上看，定向师范

生对定向教育政策总体上持比较认可的态度，但是对于师范

生在校、毕业当年及后来 5 年不得报考研究生、不得在专业

学科方向深入发展等不合理规定方面持较低的认同程度。鉴

于此，由衷建议在确保定向师范教育政策目标基本实现的前

提下，需要相关高校加强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价值教育，引

导定向师范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培养奉献精神。同时，还

应尽可能尊重定向师范生的需求，对于定向师范生在职就读

研究生学历给予一定的支持 [2]。

此外，高校本身也需要优化管理方式，将教授、讲师有

充足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定向师范生的教育方面。调查中大

多数学生反应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去找教师时，教师在开

会或是看文件，只能向后拖延或者不了了之的情况。同时，

高校教师也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与相关学生交流沟通，以达

成一个更加适合的培养方案。根据不同师范生的特征因材施

教，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具有开拓性、前瞻性、实用性及可持

续性的考评机制。以达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一目标。

5.3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实施乡村定向师范教育政策的初衷是培养“甘愿扎根乡

村，服务基层且具备多重教育技能”的优秀人民教师和教育家。

应大力支持各科方向定向师范生提高专业水平，如在保证学

业本身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支持有兴趣、有能力的小教专业

英语方向定向师范生报考专四、专八等。同时，也应为乡村

定向师范生拓展职业发展途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此外，

需要社会不断提高教师福利待遇，优化乡村教师在职业晋升

方面的渠道，让乡村教师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能够真正

的“留得住”“有发展”。

提出相应的对策后，我们便寻求指导教师的帮助，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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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院校取得联系，取得试点机会。笔者与相关院校进行深入

讨论，共同商讨合理的解决方案。针对对策中的第一点，笔

者一致认为解读相关政策不应只是院校或教师的事情，它更

需要学生与家长的配合。在学生与家长得知有此政策的前提

下，相关院校可以适当宣传，并针对学生与家长的疑虑做出

解答。由此，学生与家长才能对该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打

消顾虑，各院校也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源。

由于部分学生缺乏学习的激情，有一些院校提出鼓励学

生报考雅思、托福、小学奥赛教练员等证书的措施；有一些

院校选择增设选修课，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资源；还有一些院

校则鼓励学生积极去图书馆、自习室等地进行自习，拓宽知

识面。每个院校都定时开办教师知识技能大赛，给学生们锻

炼教师知识技能的动力与机会，提升个人能力。鉴于部分同

学缺乏学习动力的情况，部分院校提出鼓励学生进行专业能

力的进阶考试，部分院校增设选修课，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

的学习资源，拓宽知识面。每个院校定期举办教师只是技能

大赛，并建立积极有效的奖惩机制。借此不断锤炼定向师范

生的专业技能与个人能力，同时推进学生不断学习深化对于

教师专业知识的认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定向师范生培养过程中还

存在师范生理论知识较强但教师基本技能较弱的情况。对此，

相关高校在设置课程时不仅需要考虑定向师范生的专业理论

水平，还需要结合定向师范生在毕业后就进入工作岗位的实

际情况，加强对定向师范生相关教师基本技能的训练，定期

到附近中小学进行实际授课活动，不断提高定向师范生的基

本技能，才能让他们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更好的为国家培养

人才。

考虑到定向师范生平时在高校中，很难接触到实际的教

学现状，各院校积极组织定向师范生前往当地优秀学校进行

见习活动，在见习活动中让定向师范生找到将平时课堂上学

到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的途径。通过与在职优秀教师的交流，

也能够促进定向师范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认识。同时，各院校

也积极设立了微格教室，让学生在真实模拟上课的情况下寻

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正，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牢固

的基础。这样，当师范生们走进真正的课堂时，才不会手足

无措。

6 效果预期，展望未来

以上措施的实施效果必定都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师范

生们的配合与长期的坚持。笔者相信，作为 21 世纪的新青年，

每个师范生必定都想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身为定向生的我们更要

有所意识。有了各院校的支持，各位师生的配合，师范生们

的专业知识、教学知识、教育技能等一定能更加完善。

《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对每一个

民族的崛起和发展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重视教育、

尊师重道，才造就了我泱泱中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的精

神文明，历万种灾厄而愈加不朽的文化图腾。同样，放眼全球，

自古强大的民族，都是将教育置于治国之前列。例如，在战

火中依然强大的以色列，以色列从小学便开设宗教课；再如，

在二战废墟上崛起的德国与日本，在德国中学生哲学是必修

课、日本大学生除了繁重的学业之外，还有茶道培训、艺术

鉴赏等此类活动，这些教育活动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让

后来人更加了解自己，了解本民族文化的源起。在中国，习

总书记也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与使命之于

教育，诚如灯塔之于渡轮、晨钟之于行人。时刻保持与牢记“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为实

现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3]。

我们既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要始终秉承言传

身教的终极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4]。教师这份职业是光荣且神圣的，教师肩负

着世代成长责任。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教育资源的

配置仍旧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承接了这一光荣事业，

我们选择的不仅是稳定的职业，更是为建设祖国出力的机会。

我们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努力扩充专业知识，努力提升

教学技能，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到家乡，回到师资力量相对落

后的乡村，为家乡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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