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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voluntee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reserve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t present. However, due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lfare policie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e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volunteer 
education is affected. Therefor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teaching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reluctance to volunteer teaching in rural areas, 
and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dagogy and sociology, in order to open up new ideas for college 
students’ rural volunteer education and encourage schools and aspiring youth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volunte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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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乡村支教是当代社会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目前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但由于东西部地域差异、福
利政策、未来发展等因素，影响了大学生参与乡村支教的意愿。因此，调查乡村振兴战略下当代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现
状，了解其不愿前往农村支教的原因，并对此提出相关的促进建议，有助于中国乡村人才发展的建设、乡村振兴的改革与
实践。本研究从教育学与社会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为大学生乡村支教开拓新思路，提高有志青年乡村支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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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党

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

人才支撑”作为一个单独部分，充分体现了人才是教育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建设中流砥柱，对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今由于中西

部乡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生活条件艰苦等原因，乡村支教

意愿日渐疲软。因此，探究大学生支教意愿，了解其不愿前

往农村支教的原因，有助于中国乡村人才发展的建设、乡村

振兴的改革与实践，以此推动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探讨

影响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的心理与社会因素，并依据重要的

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促进对策，以期为后续更好地落实“乡

村振兴”提供思路，带动更多有志青年参与乡村支教，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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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力量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2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支教的相关概述

2.1 研究背景
支教问题关系到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关系到

乡村地区的发展。因此，支教问题既在教育学领域有重要地

位，也在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1.1 教育学领域
教育学领域对于支教问题的研究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

创新性。过往研究以研究对象为支教扶贫研究点，将参与支

教活动的大学生群体视为人才资源，提出在精准扶贫战略下

大学生支教扶贫创新模式——互动新模式 [1]。也有研究结合

支教实践，形成合作开放的“大学 + 政府 + 企业”大学生

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新模式，进一步完善大学生西部农村

支教志愿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2]。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有学者在梳理已有支教模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组建“互联

网 +”条件下的教师教学共同体，构建“接力式”支教模式

原型，并形成完善的“接力式”支教模式 [3]。

2.1.2 社会学领域
社会学领域对于支教问题的研究发展历程较短，但以

往研究角度不同，方向较为多元化。以往的研究以政治视角

出发，提出了在多元共治视阈下，研究生支教团参与社会治

理的优化对策，并从提升内部治理能力的方面规范研究生支

教团社会治理行为 [4]。有研究立足经济视角，从社会系统结

构功能分析的角度出发，提出以“顶岗支教”为中心的高

校、政府和基层学校三个系统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功

能定位之间具有互通性和一致性，并共同作用于和提高教育

扶贫的实效 [5]。相关学者立足心理角度，采用多种问卷或量

表对支教生进行了调查，发现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前大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大

学生，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前大学生已具备良好的心理准备状

态 [6]。结合既往，本研究探究大学生支教意愿的研究，了解

影响其支教意愿的原因，并对此提出相关的促进建议，推动

中国乡村人才发展的建设、乡村振兴的改革与实践。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中国东部某市的高等院校随机挑选 500 名大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482 份。在收集整理

并分析数据后，挑选出 15 例典型样本进行实地访谈，了解

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现状，并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进一步

提出相关优化对策，更好地将大学生乡村支教意义最大化。

2.3 研究方法

2.3.1 问卷调查法
①问卷来源。本研究所需问卷分为 2 个部分：基本信 

息；大学生下乡支教意愿问卷。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就读学校、

年级、学科大类，以及生源地。

第二部分是调查学生的下乡支教意愿现状，论文采用的

是学者梁燕芳研究编制的大学生下乡支教意愿问卷 [7]。此问

卷涉及大学生下乡支教的了解、看法、意愿及原因、对国家

支教政策的建议等方面，旨在了解当代大学生对支教的意愿。

②调查对象的选取方法。本研究以东部某省市为地域

限制进行调查，以该省教育厅官方网站认证的普通高校（本

科）为依据进行抽样。为使调查结果合理，更具代表性，尽

可能地将样本涵盖所有层次的学生。本研究依托问卷星软件

进行问卷发放，共发出问卷 500 份，收回问卷 100%，除去

无效问卷外，其余有效问卷 482 份，有效率 96.4%。

2.3.2 访谈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情况，本研究采

用半结构化访谈建立初测项目池。运用 SWOT 分析法，参

考王建民（2023）对大学生支教动员机制的研究，同时补充

本人及周围同学对乡村支教的理解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编制

初始访谈提纲。邀请 5 位同学进行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和

反馈，修改了部分问题的表述，将问题由浅入深的重新排序，

随后邀请相关专家对访谈提纲进行评审和完善，最终形成共

9 个条目的访谈提纲。

①您所学的专业，年级是什么。

②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

③您对乡村振兴和大学生支教的信息有哪些了解？

④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上述信息的呢？

⑤您身边有参与到支教之中的人吗？

⑥您是否有意愿参与到大学生支教和乡村振兴之中？

⑦您愿意 / 不愿意去参与到大学生支教的原因有哪些？

⑧您认为以上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⑨您对大学生支教政策有什么期待或者建议吗？

3 大学生乡村支教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3.1 大学生乡村支教现状
通过对中国东部某市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大部分

大学生对乡村支教有一定的兴趣和意愿，但实际参与率较

低。其中，对乡村支教了解程度较高、有过支教经验、对乡

村教育有较强认同感的大学生，其支教意愿相对较强。大学

生乡村支教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3.1.1 在支教认知与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较为了解的大学生

占比为 43.03%，一般占比 45.49%，不了解占比 11.48%。可

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对乡村振兴战略有所了解，且对支教

活动持支持态度，愿意或者正在考虑参加支教。其中，大部

分被试认为支教活动可以积极有效地提高受支教地的教育

状况。大学生对支教活动的认知普遍较为积极，这可能与他

们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有关。然而，仍有

部分学生对支教持保留或反对态度，这可能与他们对支教活

动的了解和参与程度不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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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支教参与意愿
根据研究结果可得，有 48.98% 的人表示愿意参加，

37.09% 的人正在考虑，而只有 13.93% 的人表示不愿意参加。

愿意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占多数，但也有部分学生对支教持保

留或反对态度。在选择支教类型时，国家官方的支教活动最

受欢迎，占比为 64.55%。有支教意愿的大学生占多数，其参

与动机不尽相同。这反映出大学生在参与支教活动时具有多

元化的需求和期望。同时，不愿意参与支教的学生所担忧的

问题也需要引起关注，以便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3.1.3 支教动机与顾虑
大学生参与支教的动机主要包括热爱教育事业、锻炼

自己以及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等。而对支教意愿产生消极影响

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条件艰苦（19.12%）、不适应当地环

境（17.65%）、自己不想去（17.65%）、经费少（13.24%）、

外界联系不便、孤独感体验（7.35%）、社会不认可（8.82%）

等。其中，生活条件艰苦和不适应当地环境是最主要的原因，

占比分别为 19.12% 和 17.65%。这表明个人对于生活条件和

环境的适应性是参与支教活动的重要考量因素。

表 1 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调查

维度 问题 选项 占比 %

支教认知与态度 您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吗？

了解 43.03

一般 45.49

不了解 11.48

支教参加意愿

您对于参加支教的态度

愿意 48.98

正在考虑 37.09

不愿意 13.93

您更倾向于参加哪种支教

国家官方 64.55

民间组织 20.29

自己组团 15.16

你认为该活动是大学生给孩子们带来

的益处大还是大学生从活动中获益大

前者 29.71

后者 22.13

两者都有 42.21

其他 5.94

支教效果评价 您认为短期支教对受教学生的作用

有一定好处，学生们会受到积极影响 47.54

非常有益，对他们以后的理想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27.46

支教大学生缺乏必要的支教技巧，浪费受教学生的假期时间 15.98

可有可无，受教学生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对他们没有意义 9.02

支教现状与问题
你认为现在的支教活动存在哪些问题

( 多选 )

支教生活缺乏保证，个人支出难以维持 68.85

教组织平台不完善，支教团队难以持续 55.12

国家宣传和鼓励力度不强 39.55

短期支教会打乱当地教学计划 41.19

支教活动缺乏统筹规划，资源不均 48.98

其他 9.22

支教动机和顾虑

参加支教的原因

缓解就业压力 13.39

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23.43

热爱教育事业，锻炼自己 45.19

父母期许 7.95

其他 10.04

不愿意参加支教的原因

自己不想去 17.65

生活条件艰苦 19.12

父母不支持 5.88

难于外界联系，感到孤独 7.35

经费少 13.24

不适应当地环境 17.65

社会不认可 8.82

其他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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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支教效果评价
数据表明，有 42.21% 的人认为大学生参与该活动既可

以给孩子们带来益处，又可以让大学生从中获益，但也有部

分学生认为支教大学生缺乏必要的支教技巧，可能浪费了学

生的假期时间。尽管大部分大学生认为支教活动对受教学生

有积极影响，但支教活动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了支教活动的效果，也可能对参与支教的大学生造成

一定的困扰和挑战。

3.1.5 支教现状与问题
当前支教活动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数据表明，支教生

活缺乏保证、支教组织平台不完善和支教活动缺乏统筹规划

的问题比例较高，分别为 68.85%、55.12% 和 48.98%，表明

这些问题在支教活动中较为突出。在提高现今大学生支教意

愿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这些问题，以有效促进大学生支教

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3.2 大学生乡村支教的影响因素
首先，个人因素方面，大学生自身价值观、社会责任

感、兴趣爱好等对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有重要影响。结果表

明，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参与

乡村支教；另外，学校因素对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学校对乡村支教的宣传力度、支持程度以及相

关课程和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等会影响大学生对于乡村支

教的态度。学校重视并积极推动乡村支教工作，大学生的支

教意愿会相应提高；除此之外，社会对乡村支教的认知和评

价、乡村支教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等因素均会影响大学生对乡

村支教的态度与意愿。综合而言，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受到

个人主观因素影响，同时，来自学校与社会层面的外部因素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4 大学生乡村支教的促进措施及展望

4.1 促进措施

4.1.1 加强宣传教育
从宣传力度上，利用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

杂志）和新媒体（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网络直播）进

行广泛宣传。确保信息能够覆盖到不同的目标受众，并适应

他们的信息接收习惯。同时政府应投入更多资源，增加宣传

预算，用于制作高质量的大学生支教的相关宣传材料提高宣

传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同时，学校可以组织不同形式的宣

传活动，如讲座、比赛、公益活动等。吸引大学生注意，提

高他们对乡村支教的关注度和认同感。

从宣传内容上，相关部门应深入了解大学生的需求、

兴趣和行为特点，制定符合他们需求的有关乡村支教宣传内

容。同时，在宣传内容中明确传达核心信息，采用生动有趣

的表现手法：运用幽默、感人、励志等情感元素，以及图像、

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使其宣传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从

而更好地提高大学生对乡村支教的关注度，提高他们对乡村

支教的认知和理解。

4.1.2 完善政策支持
政府方面，应增加对支教大学生的资金投入，用于提

高他们的生活补贴、实习补贴等，以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鼓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支教活动。此外，强化基础保障体系。

在支教期间，政府应加强对支教大学生的生活保障和服务保

障，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心地

在乡村学校进行教学工作。

学校方面，应建立长期培养机制。针对支教大学生，可

以制定长期的培养计划，包括定向培养、专业培训等，以提

升他们的教学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好地满足乡村教育的需求。

4.1.3 优化支教环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善校舍环境、更新教学设备、

增加图书资源等。这可以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以及企业

合作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确保资

金的利用率和项目的可持续性。从而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学条

件和生活环境，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支教条件和保障。

4.1.4 建立长效机制
政府和学校应建立双向评估和激励机制，即建立支教

大学生评估和当地学校评估，以及激励机制。支教大学生评

估指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支教大学生的工作表现、教学

效果等进行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

罚。这有助于激发支教大学生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当地学

校评估是指要对当地学校的配合工作进行评估，确保支教工

作能够得到当地学校的全力帮助、支持和配合。激励机制是

指，根据评估结果，对表现优秀的大学生和当地学校进行表

彰和奖励，如颁发荣誉证书、提供奖学金等，以激励他们更

好地参与支教工作。政府和学校通过建立良好的乡村支教的

长效机制，促使大学生能够持续参与乡村支教。

4.2 未来展望
①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本研究仅以东部高校为例，

未来可扩大研究范围，对其他地区高校大学生的乡村支教意

愿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取更全面、更具代表性的数据和结论。

②深入探讨影响因素：结合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现状，

可进一步深入探讨个人、学校、社会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机制，为制定更有效的促进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③加强实践探索：在促进大学生乡村支教意愿的对策

方面，可加强实践探索，通过开展试点项目、建立示范基地

等方式，验证和完善提出的对策建议，推动大学生乡村支教

工作的深入开展。

④关注乡村教育的长期发展：乡村支教不仅是解决当

前乡村教育师资短缺的问题，更要关注乡村教育的长期发

展。未来可研究如何通过乡村支教，促进乡村教育的改革和

创新，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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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论文通过调查大学生对于乡村支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

素，对大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并深入分析了其个人因

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维度对大学生支教意愿的影

响。结果发现，大学生不愿意前往乡村支教的原因主要包括

生活条件艰苦、缺乏安全保障、教学资源不足等。这些因素

对于大学生的支教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他们前往乡村

支教的意愿减弱。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积极因素，如乡村教

育的特殊意义、支教经历对个人成长的帮助等。这些因素对

于大学生的支教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提高他们前往

乡村支教的意愿。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促进大学生乡村支教

的对策。首先，相关部门应加强乡村教育的宣传，让更多的

人了解乡村教育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提高公众对于乡村教

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其次，应完善政策支持和优化支教环

境，政府和社会应该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改善乡村支

教的生活条件，提供更好的住宿、饮食和安全保障；最后，

努力建立长效机制，使大学生能够持续投入乡村支教事业

之中。

总之，大学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助力，其支教意愿对于

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人才发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改

善乡村支教的生活条件、提高乡村教育的教学质量、加强乡

村教育的宣传等措施，可以提高大学生乡村支教的意愿，从

而促进乡村人才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未来，我们将

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为推动大学生乡村支教工

作、促进乡村教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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