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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公平：重视县中教师队伍流失现象的必

要性

（一）超越马太效应：振兴县中是实现公平而有

质量教育的应有之义

县中作为县域最优秀的教育资源的集聚地，可

以说是乡村子弟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通道，更是实

现乡村振兴、补齐乡村教育短板的关键一环。截至

2020年底，在我国1.42万所普通高中中，县中据其

“半壁”。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制度环境的不

断变化，以及公共教育政策的“市场化偏好”，我国县

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县中在教育资源配置

上，已然形成了“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县中发展

不断陷入了“生源之困、师资之困、硬件之困、质量之

困以及保障之困”的五大困境，严重违背了教育均衡

发展和公平发展的要求。在县中治理的五大困境

中，师资之困的破局尤其紧迫。

（二）破局之要：留住优质教师是振兴县中的关键

发展县中教育，关键在教师，稳定教师队伍是根

本。县中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发展县域教

育事业、实现乡村学生代际流动，以及提升全民素质

有着重要影响。骨干教师拥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和较高的职业素质，往往担任着县中主要的教育教

学任务和课程创新任务，积极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以

及县中教育的发展。加快探索对策解决县中教师流

失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历史与现实交织：县中教师流失的致因分析

（一）历史原因

1999年之后，我国大学开始扩招，并逐渐取消

了教师分配制度，县中依靠师范院校的稳定师资来

源被逐步“掐断”。其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

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对立

的二元体制”逐渐转变为“城乡对立的差序体制”。

在市场化的分配体制下，那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

优秀的骨干师资，不再选择留在逐渐“边缘化”的县

中，而是前往对于个人发展和子女教育更有利的省

市级城市工作。稳定的师资来源和精英式的教师团

队被一一打破，县中优质师资流失现象便愈演愈烈。

（二）社会原因

首先，在片面教育政绩观的驱使下，省市政府培

育重点超级中学的策略，最终导致县中与省市高中

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越来越大。其次，省市级

超级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不惜花“重金”聘请县中

优秀名师、学科带头人和中层干部等人员，导致县中

完整且精英化的师资结构遭到破坏。此外，“唯升

学”教育评价痼疾，也严重打击着县中教师的积

极性。

（三）经济原因

工资报酬不高、经济地位偏低，以及物质条件难

以满足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引发县中教师流

失的重要原因。待遇和地位的差异、繁重的工作压

力和不平衡的收入，致使县中教师“苦不堪言”，教学

热情备受打击，县中教师显性流失现象加重。较差

的工作环境也直接影响了县中教师的职业选择和流

失走向。

（四）个人发展原因

对于有职业抱负的县中教师而言，发展平台匮

乏、职业机遇受限，也会导致他们的单向流失。县中

学校财政经费短缺，难以为教师提供有效的进修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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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机会，以及进行教学科研所需的专业技术支持。

再加之缺乏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机会，一些优秀的县

中教师为了达到自我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纷纷前

往发达地区学校，以寻求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

三、走向发展驱动：县中教师流失问题的治理路径

（一）双轮驱动：政府和高校共同发力稳定县中

师资队伍

1.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解决教师供给难题

国家政府层面，需做好县中教师队伍建设的顶

层设计工作。省级政府层面，需统筹管理县中师资

建设，创新县中教师队伍供给制度。县级政府层面，

应结合县中对师资队伍的实际需要，统筹分配教师

编制。

2.地方高校加大定向培养力度，优化县中教师

来源质量

首先，地方重点高校在招生时，应注重对县中教

师培养优惠政策的宣传。其次，地方高校与县中联

手开展定向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工作，切实提升他们

的实际教育教学能力。最后，县中在新聘教师时，加

强对其户籍和职业性向的考察，对于拥有本县市户

籍、适合教师岗位的重点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应给予

更多机会，从而在原有的县中师资中注入新鲜且高

质的“血液”。

（二）重塑教育生态，促使优质县中教师主动回归

一方面，政府要统筹建立高中办学秩序，规范

“超级中学”办学。另一方面，政府要带头落实全面

教育质量的评价思想，打破唯升学、唯分数教育评价

现象，切实减轻县中教师工作压力，提高县中教师职

业认同度。各级政府要坚持正确的育人质量评价

观，不得单纯以高考升学率作为考核县中办学质量

和教师工作能力的依据，更不能将升学率与学校教

育经费分配以及评先创优等挂钩。

（三）聚焦教师真实生存需求，提高县中教师职

业幸福感

1.健全薪资保障机制，提高教师工资福利水平

一方面，改变县中教师“比上不足比下无余”的

尴尬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可通过提

高县中教师医疗保险水平，提供子女就学支持和看

护服务，建立住房安置和补助制度，以及增加教师带

薪休假时长等一系列福利待遇，增强县中教师岗位

的吸引力，以提高县中教师的留任意愿。

2.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满足教师发展需求

一方面，着力优化县中教师的物质环境。省市

相关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项资金，制订县中校舍修缮

计划，用以改善县中的办公设施、教学设备等硬件，

配齐配足县中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全面提高县中教

师的工作条件，使县中教师和省市高中教师享有同

等的办学环境。

另一方面，提升县中教师生活质量，关注县中教

师的精神需求。教育管理部门可通过开通县中学校

网络、举办以教师群体为主的联欢活动，定期组织优

质教师免费观看最新电影等手段，丰富县中教师的

业余生活，缓解县中教师的心理压力。

（四）建构教师职业发展体系，助推县中教师专

业成长

1.搭建专业发展平台，提升教师教研能力

首先，政府部门可立足县域偏远地区高中的实

际发展情况，拓宽以教育教学为主、符合教师教龄差

异的多方位的继续教育路径，切实提高每位县域教

师的教学水平。其次，加强各学科师资匹配和专业

培训内容的针对性，确保各学科都能有与之匹配的

专业培训内容，确定的培训重点应与新高考改革、高

中育人改革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出的要求紧密相连，

使师资结构和整体素质得以优化和提升。最后，增

加县中教师中高级岗位供给比例，均衡配置城乡高

中教师岗位，拓宽县中教师职业发展的“入口”。

2.完善学校管理机制，营造和谐组织氛围

第一，提升县中校长的专业魅力，促使学校给予

教师积极的专业支持和心理支持。第二，改善学校

组织氛围，鼓励县中教师之间互相信任与帮助，以形

成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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