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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2 年第 13期】

（总第 89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2年 9 月 5 日

一、【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重要论述的概要综述

地位作用：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专业素养：师德师

风是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待遇保障：要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

重的职业。培养培训：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来源《教育研

究》2022 年第 4 期《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研究之四》易凌云 卿素兰 高

慧斌 李新翠 文）

二、【教育堵点】

◆乡村小规模学校“自我边缘化”带来的办学困境

1.规模认识固化:办学思路囿于传统。乡村小规模学校通常

将“规模小”视为自身发展劣势,并在规模固化认识与自我否定

中窄化学校的发展思路。其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自我边缘化”

限制了学校对“规模与教学”的认知。其二，小规模学校的教学

尚未超越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其三,在对小规模学校教学时空

的把握上，缺乏大胆组合学校时空观念的规划意识。

2.文化自觉缺失:办学定位偏离乡村。其一，“自我边缘化”

矮化了学校的办学定位，忽视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对于乡村社会的

文化寄托意义。其二，“自我边缘化”倾向忽视了“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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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学生成长的独特“精神土壤”。其三 ,“自我边缘化”使

学校缺乏立足乡村文化与现实的视角,办学定位与乡村现实、乡

村文化联系不紧密。

3.发展认同解构:办学效能持续降低。其一 ,“自我边缘化”

降低了教师的职业认同,加剧了新聘教师的倦怠与流失。其二，

“自我边缘化”带来教师的教学价值认同偏低、教学改进动力不

足等问题。

(来源 《教育发展研究》2021 年第 24 期《乡村小规模学校

“自我边缘化”的困境与突围》马莹 曾庆伟 文)

◆乡村小规模学校问题的研究诉求

1.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协同发展的价值实现。一方面，乡村

教育的振兴有赖于乡村的振兴，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是乡村教育留得住人、办得好的基础前提。另一方面, 乡村教育

振兴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和实现方式,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的如期实现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根基。

2.“补齐短板”与“卓越追求”双重目标的接续推进。如何

协同“补齐短板”与“追求卓越”双重目标的接续推进，是乡村

小规模学校问题研究的时代议题。其一,作为“最短板”的乡村

小规模学校。现实中，我国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实属“薄弱学校”

的代名词，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短板”与精准教育扶贫的“关

键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质量普遍较差，依旧是整个义务

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有悖于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时代

诉求，且面临被迫撤并或自然消失的境遇。其二,作为“卓越追

求”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地区一直把缩

小学校和班级规模作为教育变革的应然目标，小规模学校成为一

种学校形态的理想追求。由于学校规模与社会状况是自然相适应

的，小规模学校并未因“小”而成为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问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规模问题，

更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推进的“缩小学校规模”“小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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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等问题。

3.乡村“城镇化”与“教育流动”背景下的生源回流。城镇

化进程的推进加速了乡村人口和学生的流失，人口出生率的自然

降低又加剧了学龄儿童的减少，二者交互叠加导致越来越多乡村

学校的规模不断缩小和小规模学校的萎缩。一方面 ,在地方教育

决策主体看来，撤并小规模学校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促进教育

均衡。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表明，简单机械撤并小

规模学校不但有损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益，而且

加剧了乡村文化的衰落和乡村社会的空心化。既要满足少数群体

‘就近人学”的底线需求，又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上好学”

的优质诉求，乡村小规模学校逐渐陷入“撤留两难”的发展困境。

生源持续流失是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难题。一

方面,无论是现有编制制度还是经费拨付制度，维系大量规模日

渐缩小、生源持续流失的乡村学校，无疑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地方

教育经费不堪重负。另方面，由于学生有限、教学形式单一，缺

少必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文化，限制了小规模学校改进教学质量

的空间。迫于乡村学校的质量困境,以“进城上学”为目的“教

育流动”成为乡村生源流失的新趋势。小规模学校主要服务于乡

村处境不利群体，使小规模学校更加缺乏竞争力和认可度，这又

强化了教师“跳槽’的意愿与行为。

(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2022 年第 2 期《新时代乡村小规模

学校问题研究的逻辑进路与方法论原则》满忠坤 李慧慧 文)

三、【国际前沿】

◆当前国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个关注点：1.不断升级改造

数字化基础设施；2.稳步提升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能力；3.推行数

字技术支持的教育教学创新；4.注重培养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技

能；5.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研制；6.优化完善数字技术

应用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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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远程教育》2022 年第 7 期《教育数字化转型：

国际背景、发展需求与推进路径》吴砥 李环 尉小荣 文）

四、【国际观察】

◆美国：为乡村教师提供心理支持以提升其职业幸福感

舒茨等人指出，一方面，情感通过形塑或改变教师信念继而

引发其相应的教育教学行为;另一方面，情感也与教师身份认同

关联密切,负面的感情可能对教师自我身份认同有所威胁。教师

的主观心理体验对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与维系极为重要,在一定程

度上是其选择、坚守抑或弃离教育教学岗位的决定因素。因此,

为了提高乡村公立中小学教师的保留率，近年来为教师提供心理

支持也愈发受到关注和重视。基于此，美国各州采取了多种措施，

旨在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一方面，努力创设基于尊重、信任和协作的环境氛围。在专

业领域上，通过领导决策透明化营造一种“家庭式”氛围:赋予

教师参与学校乃至社区决策的权限;公开认可和支持教师的工

作，提高其教学成就感和影响力。在个人生活方面，部分学区为

教师子女提供日托或课后看护服务;对于需要参加子女表演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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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活动的教师，允许其灵活安排工作时间;部分学校还成立了专

门的支持小组或运动小组，为乡村教师组织活动以促进友谊与协

作。

另一方面，帮助乡村教师构建外部网络,增强职业认同感。

在交通不发达的乡村学区中,单个年级或学科的教师数量有限，

难以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外部网络给美国乡村中小学教师，尤

其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在职乡村教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过网

络，乡村教师不仅可以获取同伴的替代性经验，还能通过与处境

相似的教师进行交流，获得理解与支持,受到激励与鼓舞,而领悟

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缓解职业倦怠提升职业幸福感。

(来源 《比较教育学报》2022 年第 1期《美国乡村教师保

留率及其社会支持路径研究》韩悦 周正 文)

五、【学界视点】

◆人工智能助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着力点

1.打造人工智能教师团队,解决师资结构难题。打造人工智

能教师团队需从三方面着力。一是注重师范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培

养和在职乡村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二是积极研发适合乡村

教育的人工智能教育设备。三是借助人工智能把乡村学校外部的

“教师”资源借用过来，如利用 5G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全息

影像技术等,将其他地区的优秀教师的影像投射到乡村课堂,实

现临场效果。

2.借助人工智能协同教学,分担乡村教师工作负荷。人工智

能可以扮演“自动出题和自动批阅作业的助教、学习障碍自动诊

断与反馈的分析师、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的素质提升教练、学生心

理素质测评与改进的辅导员”等角色,让乡村教师从一些重复性

的程序化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倾注于学

生的情感、品德等方面的培养以及指导学生完成高技能高创意的

任务中来。

3.人工智能助力教学研修,提升乡村教师素养。首先，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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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加强对乡村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其次,相关部门还

应积极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智能互联与资源推送,实现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升级。此外，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建立研修平

台,引进教育发达地区的优质师资和教学资源,促进乡村薄弱学

校师资改善。

(来源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 年第 6 期《智能时代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出路》王丽娟 汪燕 唐智松 文)

◆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师范生培养模式优化

推进新时代师范教育改革，提升师范教育质量的核心环节是

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目前，我国的师范生教育还处于相对封闭

的培养方式,难以满足教师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和发展的需要。以

协同育人作为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落脚点，为师范生创设临场

教育情境，将师范教育融入地方基础教育，建立师范院校、地方

政府和中小学“三位一体”的 U-G-S 教师教育模式，是优化师范

生培养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师范生培养模

式，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落地运行。

其一，建设“命运共同体”。各方要积极利用彼此的异质性

资源,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原则,建设教师教育

发展联盟,在师范生培养与就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地方教育

发展规划制定等方面协同合作，以此构建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

交集,促使三方互为鼎足,形成实现自身利益的合力。

其二，推动“校地融合”。高等师范院校应与地方政府建立

“更加紧密型”的合作关系，同时寻求地方基础教育行业的支持，

扩大师范生的培养场域，提升教育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一方面， 校地双方可结合地方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和教育文

化资源比较优势，在培养目标制定、课程体系设计、课程资源开

发、教学改革研究、实践基地建设、培养质量评价等核心环节协

同创新;另一方面，高等师范院校还要充分利用智力资源优势，

协助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开展中小学课程教学、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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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务管理和质量评价等领域的诊断改进工作。同时,还可以从地

方基础教育界遴选出一批具有深厚实力和广泛影响的一线专家，

使其进入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队伍中，推动师范教育理念和教育

教学方法创新，提高师范生培养的实践性和适应性。

其三，试行“教师学徒制"。培养师范生要按照地方政府引

导、高校为主、中小学参与的原则，鼓励采取“校校双师、学教

一体”的培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地方政府要将师范生培养纳

人地方教育发展大局来统筹，突出其整合师范院校和中小学的联

系作用,以师范院校为主导，结合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确定

师范生培养目标及培养任务，再由师范院校和中小学各自承担和

具体落实。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构建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

来培养师范生的健全人格与教育专业素养;中小学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采取“学教一体”的方式来提升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技能。

(来源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 年第 8 期《新时代我国师

范教育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胡天佑 覃梦蒙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