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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南省８所高校的公费师范生学习
与生活现状的调查研究

左崇良
（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２）

摘　要：湖南省教师教育在公费师范生培养、教师培养梯度上形成了湖南特色，并作为典范在全国推广，但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公费师范生培养在生源选拔、课程衔接、分段培养、后续发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师范生

公费教育政策的现实困境：教育政策伦理和教育公平、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两难困境，公费师范生普遍为自己的前途

命运忧虑。为了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培养卓越教师，必须提高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与公平性，提升公费师范教育的针对性

和激励性；优化教育制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适应新形势需要，调整履约任教年限；选择适切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

师范生专业知识水平；给优秀的人更好的平台，让公费师范生有职业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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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是现时期我国实施的一

项教育政策，由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负责安排公

费师范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并发放生活补

贴，但学生毕业以后须回生源地任教或到指定的

中小学任教。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教育部颁布《教
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

对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

全面规定，正式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

“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１］。从“免费师范生”到

“公费师范生”，不止是概念上的进步，更是教育

理念上的创新。按照《实施办法》，公费师范生享

受免缴学费、住宿费和补助生活费等优惠待遇，政

策通过双向选择等方式为每位毕业的公费师范生

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师范公费教育政策增强了

师范生就读师范、毕业后当教师的自豪感，激励优

秀青年加入教师队伍。一些地方根据当地实际初

步建立了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实施办法》将地

方制度探索正式纳入国家制度体系并逐步健全。

湖南省公费师范教育政策的实施走在全国前

列。早在２００６年，湖南省就正式启动了“农村小
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后逐步扩大到

农村幼儿园教师、初中教师、特殊教育教师和中职

专业课教师。２００６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在全国
率先开展五年制大专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２０１０
年又开启了６年制本科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之
后，长沙师范学院、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

加入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

湖南４所专门的师范院校，主力承担高初小幼 ４
个层次的师范生培养任务。湖南师范大学的公费

定向师范教育以高中和中职类教师培养为主。衡

阳师范学院以初中教师培养为主，招收初中优秀

毕业生进行公费定向培养，采取 ２＋４分段学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以小学教师培养为主，每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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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初中起点公费定向师范生 １５００人，高中起点
公费定向师范生８００人。长沙师范学院师范生中
的８０％为公费生，以幼儿教师培养为主。湖南省
公费定向师范生教育在培养基地、培养层次上形

成了“湖南特色”，在培养经费、课程和教材、管理

制度、就业政策方面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机制，形成

了培养优秀乡村教师的“湖南方案”。

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从教，促进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基础教

育的发展。２０１５年６月，湖南省公费定向培养师
范生的做法在教育部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专题研究班上得到肯定，作为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经验进行了大会交

流。为了吸引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

身从教的优秀青年进入教师队伍，湖南省出台了

多种政策举措，择优选拔优秀初高中毕业生进入

高校定向培养，鼓励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湖南

省教师队伍建设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致力于改善
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湖南省大力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教

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多年来累积向贫困地

区输送了 １万多名“一专多能”型乡村教师［２］。

湖南高校为农村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素质较高的年

轻教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高度赞誉。

湖南省农村教师公费定向计划取得了显著成

效，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育的整体水平，改

善了农村基础教育现状，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均衡

发展，但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公费师范生对这

一政策有何看法？中小学和教育行政机关对公费

师范生的评价如何？公费定向师范生的从教信念

是否会因为一纸协议而坚定起来？公费师范生到

农村从教意愿如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或

诱惑，６年或８年以后公费师范生是否会做出再
就业的决定？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现实而满意

的回答。为了深入了解高校公费师范生学习和生

活现状，笔者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对湖南省８高校开展
了大调查。

２　调研设计
本次调研由湖南省政府授权，衡阳师范学院

具体实施，湖南省教育厅与各高校提供支持。为

了顺利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全面了解湖南

省公费师范生培养现状，衡阳师范学院成立了专

题调研组，对调研事项做了精心的设计与安排。

一是调研目的。本次调研是以完善教师教育

制度、提升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是以了解

和掌握湖南省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的真实情况、

为教育决策提供确凿信息为目的的抽样调查，调

研结果主要用于教育研究和决策参考。

二是调研范围。湖南省教育厅、市县教育局、

全省承担公费师范生培养任务的高校。基于高校

特色和地域分布特征，本研究重点调查８所高校：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邵

阳学院、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

师范学院、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三是调研内容。（１）高校公费师范生的管理
情况；（２）高校师范教育类课程建设和教学情况；
（３）高校师范教育类教师队伍情况；（４）高校公费
师范生对回乡实习和工作的看法；（５）高校公费
师范生学习和生活现状；（６）改进公费师范生培
养制度的建议。

四是调研方式。（１）形式：座谈会、问卷调
查、数据采集；（２）对象：湖南省有公费师范生培
养任务的高校。

３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２０１９年５月，调研组进行了湖南省高校公费

师范生大调查，共有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等８所省内
高校共计２６９６名公费师范生参加了此项调查。
３．１　调查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在正式调查之前，笔者组织了小范围的试调

查，经检测，调查情况比较满意。然后通过问卷星

平台发放湖南省高校公费师范生调查问卷，并与

湖南省８所高校教务处联系，委托教务处工作人
员督促本校公费师范生及时认真填写问卷。

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０日～５月 ２６日，湖南高校有
２６９６名公费师范生通过三类方式完成了答题，其
中，手机提交２４６９份答卷，占总数的９１．５８％；微
信提交２０７份答卷，占７．０８％；采取链接方式提交
的有２０份答卷，占０．７４％。８所高校的师范生回
答问题都很认真，答题完整度高，所有问卷的填

空、选择题全部完成，无一处遗漏。问卷第三部分

的开放题，２／３以上的学生积极表达了对公费定
向师范教育政策的看法，表明了自身的态度和主

张，指出了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政策的

建议。此次调查完成度高，由于问卷采取匿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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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方式，学生自由作答，问题回答真实度高，问

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都较高，调查数据和调查结

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３．２　被调查公费师范生的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调查信息度大，涉及８所高校和２０

多个师范专业，涉及２６９６名师范生，笔者对相关
数据进行归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３．２．１　高校名称与师范生所学专业
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公费师范生来自湖南省

８所高校，按照答题的先后顺序，依次是湖南科技

大学、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理工学

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师范学院、邵阳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衡阳师范学院。其中，完成问卷调

查数量最多的是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

７４６名师范生；师范生涉及专业最多的 ２个高校
是湖南师范大学和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

有１２个师范专业的学生、衡阳师范学院有１０个
师范专业的学生参与了答题。此次问卷调查涉及

的师范专业覆盖高中、初中、小学全部学科和学前

教育专业，具有高覆盖性。具体情况请参阅表１。

表１　湖南省高校公费师范生所学专业及人数分布

高校名称 公费师范生所学专业 师范生人数

湖南师范大学
物理师范、汉语言文学、生物科学、地理科学、历史教育、美术学、音乐学、体育教

育、计算机公费师范、化学师范、英语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
２７０

湖南科技大学 物理学、化学专业、地理科学 １１４
湖南理工学院 思政教育、体育教育、美术学 １０８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文科理科方向）、科学教育 ４７４
长沙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 ２６４
邵阳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音乐学 １２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 ７４６

衡阳师范学院
化学师范、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历史学、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

物理学、地理科学、生物科学、英语师范
５２４

　　本次问卷调查，湖南省 ８所高校共有 ２６９６
名师范生参与了答题，但有小部分学生在填写高

校名称时误填自己所在二级学院的名称，在统计

上不便于归类，因而表格中８高校师范生总数小
于２６９６，在此说明一下。
３．２．２　公费师范生的年级与性别构成

参与问卷答题的公费师范生有２６９６人（如图
１所示）。各个年级学生的分布比例是：大一占
４６．５９％、大二占 ２０．２２％、大三占 １３．１３％、大四占
２０．０７％。入学前学生的户口在城镇的有６２４人，占
２３．１５％；农村有２０７２人，占７６．８５％，农村生源约占
３／４。在性别构成方面，男生４０４人，占１４．９９％；女
生２２９２人，占８５．０１％。女生占绝对优势。

图１　参与问卷答题的公费师范生结构

３．２．３　公费师范生的民族构成
湖南高校２６９６名公费师范生来自 １４个民

族，其中汉族２４２６人，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
生２７０人，约占１／１０。师范生相对较多的少数民
族有苗族４６人、瑶族 ３７人、土家族 １０６人、侗族
２５人。另有回族４人、白族４人、壮族３人、维吾
尔族３人、达斡尔族１人、黎族１人、蒙古族１人，
后边几个少数民族的师范生在湖南的分布带有随

机性的特点。

湖南公费师范生的民族地域分布情况：苗族

（怀化，湘西），瑶族（永州，郴州），土家族（张家

界，湘西，常德），侗族（怀化，郴州），回族（邵阳），

达斡尔族（岳阳），黎族（岳阳），白族（张家界），

维吾尔族（长沙），蒙古族（湘潭），壮族（永州）。

师范生的民族身份与湖南省的民族分布高度

一致。

３．２．４　公费师范生的家庭所在地
从生源地来看，湖南８所高校公费师范生的家

庭所在地遍及全省１４个市州。调查对象涉及公费
师范生所有年级所有专业，其中大一学生最多，有

１２５６人，占总数的 ４６．５９％。女生 ２２９２人，占
８５．０１％。少数民族学生２７０人，约占１／１０，其中，苗
族、瑶族、土家族、侗族的学生较多。入学前户口在

乡村的学生 ２０７２人，占 ７６．８５％；城镇 ６２４人，占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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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５％；来自乡村的公费师范生约占３／４。

４　调查问卷的定量分析
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政

策。目前，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形成一个体

系，不仅有国家计划，还有省市计划，不仅有重点

师范院校，也有普通地方高校，甚至有高职高专的

参与，各高校培养各个层次不同类别的农村教师，

以满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

为了保障问卷调查的真实可靠性，我们对调

查问卷进行了详尽的数据分析，并对之进行归类，

数据分析力求原汁原味。调查问卷的定量分析，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呈现。

４．１　 学生在作志愿选择时对教育政策了解不多
本次问卷调查的前三题从不同角度考察师范

生对教育政策的了解程度。第１题：你是在什么
时候知道公费师范生政策的？［单选题］师范生的

回答比例的最高是初中时，达 ５１．０４％，这与我们
的调查对象有关，８所高校中含有大量初中起点
公费师范生。但调查结果显示，在报考志愿时才

知道公费师范生政策的学生占 ４２．４３％。第 ２题
的调研结果显示，多数人在选择公费师范生之前

对这一政策的了解很少，很了解的人仅占４．３８％，
９０％以上的人对于政策属于基本不了解或了解一
点。填报志愿时，多数学生对自己的职业有追求

但不明确（如图２所示）。有明确目标的４７８人，
占１７．７３％；有但不明确的１７６４人，占６５．４３％；没
有职业追求的４５４人，占１６．８４％。

图２　公费师范生对职业追求的明确程度

４．２　 学生认为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专业知识
本次问卷调查的 ４～６题意在考察师范生对

大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认识以及职业规划的情况

（如图３所示）。对于大学阶段什么最重要的回
答，多数学生认为专业知识最重要，占 ６７．９２％。
大学期间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３８３人，仅占
１４．２１％。第 ６题：受过一段时期的师范教育，你
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个教师吗？填写非常适合有

８７９人，占 ３２．６％；１６４３人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
做一个教师，占 ６０．９４％；１７４人认为自己不适合
做一个教师，占６．４５％。

图３　公费师范生对是否适合做教师的

自评情况及比例

４．３　 学生对学校的环境及教学安排满意
调查显示，９０％以上的学生对学校的环境及

教学安排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只有 ９．０１％的人
表示不满意。在对本科教学的满意度调查方面，

公费师范生对本科教学最不满意的依次是教学管

理、课程内容、任课教师。其中，对教学管理不满

意的学生多达 １５０９人，占 ５５．９７％。大学期间，
６０．２４％的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校内外社团活动、社
会实践活动。

４．４　 多数初中起点公费师范生上专业课感觉吃
力，希望有老师的指导

问卷调查的１０～１３题的目的是了解师范生
的专业课学习情况（如图４所示）。大学期间，您
上专业课是否感觉吃力？学生回答完全没有感觉

到吃力的 １８４人，仅占 ６．８２％；偶尔觉得吃力的
１８６５人，占６９．１８％；经常有的５２１人，占１９．３２％；
一直有的 １２６人，占 ４．６７％。这些数据说明多数
公费师范生上专业课感觉吃力，尤其是初中起点

公费师范生。

图４　公费师范生上专业课的压力及比例

大学期间，有想过改专业且有行动的２４９人，
占９．２４％；多数人（１５３５人）没有想过改专业，占
５６．９４％；有想过但没有实施 ９１２人，占 ３３．８３％。
对于专业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多数公费师范生通

过自己查阅资料解决问题，求助于同学次之，寻求

任课老师帮助的只有８０人，仅占２．９７％。接近一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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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４７．３３％）的人希望有老师进行学习、生活、心
理健康及职业教育指导。

４．５　１／５的学生在谋划职后的改行
问卷调查的１４～１７题，意在考察公费师范生

对返回生源地实习的主观态度及对教师职业的忠

诚程度。对于公费师范生返回生源地实习的必要

程度，认为这非常重要的７８０人，占２８．９３％；认为
没有必要的３８２人，占１４．１７％；多数人态度一般。
第１５题：在大学期间，您有想过在８年之后选择
别的职业吗？超过一半（５７．７９％）的人回答“有但
只是一时”；回答有且积极准备的 ５１２人，占
１８．９９％。第１７题：你对未来的教师生涯有明确的
规划吗？９．６４％的学生回答说没有规划，７４．３７％
的学生回答有一点想法，１５．９９％的学生对未来的
教师生涯有明确的规划。

４．６　 学生提建议态度端正，积极反映意见和表
达善良的愿望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在问卷的最后设计了一个

开放题，第１８题：你对湖南省的公费师范生政策有
什么更好的建议？师范生积极地对教育政策提建

议，反映他们对这一政策的看法，诉说他们对所在

学校方方面面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善良的愿望。

４．６．１　学生所提建议中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在大型调查中，调查对象所提建议中关键词

出现频次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关注对象和热点（如

图５所示）。此次调查的开放题中，关键词出现
频次排在前５位的是：公费师范生：２７８、专业知识
１６３、时间１４８、生活１４３、政策１２８。

图５　公费师范生所提建议中关键词出现频次

　　从公费师范生所提建议中关键词出现的频
次来看，公费师范生对大学生活和专业知识的

学习都是很在乎的，对大学的教育教学和教师

总体上是满意的。但公费师范生放心不下的有

几件事情：２＋４学制中学段的教学管理过于松

懈、中学与大学的课程缺乏衔接、公费师范生大

学期间的生活补贴没有发放、不能在校转专业、

不能在校考研、回乡村教书的期限过长、发展空

间受限。

４．６．２　 公费师范生所提建议及人数的院校分布
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在湖南省高校的实施情况

并不相同，各高校承担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层次和

类型各不相同，实施时间有早有晚，再加上高校的

条件不一样，因此，学生反映的意见和关心的层面

也不相同。我们对调研材料和师范生所提建议进

行具体细致的梳理，按高校进行归类分析，以提高

问题分析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为相关院校改进工

作提供参考（如表２所示）。
综合而言，湖南省８高校公费师范生所提建

议描述了公费师范政策在高校实施的现状，学生

们也表达了心中的愿景。从现状来看，公费师范

生培养政策本身是个很好的教育政策，既关照了

农村缺优秀教师的事实，又给予了部分家庭条件

不够优越的学生读书的机会，形成了双向选择与

合理搭配。公费师范生们虽对这一政策有种种不

满，但多数是怀着感激之情的。学生们站在自身

的立场和角度说话，难免有些偏激，但总体上是客

观的，是真实可信的。比如：公费师范生培养制度

的问题有定向太久任职时间过长、宣传不够到位、

专业没有修改的余地；现行的培养方案容易把很

多有资质的人给埋没，学生没有压力，没有高考

时的那种动力，很多学生渐渐荒废自己，敷衍度

过学习生活；初中起点的公费师范生年龄层次

普遍偏低，思想等方面尚不成熟，在缺乏严格管

理的情形之下就会松懈，然后自控力差的学生

基本没什么学习动力，升本了之后发现自己的

知识基础和高招班的同学差了一大截，特别是

英语和理科；协议中的公费师范生生活补贴没

有到位，对于家庭困难学生而言压力较大，他们

希望政府和承担公费师范生培养任务的高校能

做得更好一点。

总而言之，师范生所提建议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１）政策更透明，管理更严格。希
望政策能够完善一些，对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培

养要求更加严苛一些，加强对初教生的管理，特

别是在前一个阶段，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应更加

严格和用心。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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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湖南省高校公费师范生所提建议及人数分布
高校名称 公费师范生所提意见和建议 师范生人数

湖南师范大学

①六年的农村教书时间未免过长，对人生的发展未免拘束过大

②公费政策让很多人对未来没有规划，学习没有更高的要求

③希望公费师范生也能有保研考研的资格，我们也想变得更优秀

④希望公费师范生能够拥有改专业的权利

⑤签协议时的每月补助完全没有，这是欺骗性行为

⑥希望公费师范生在合同期６年后可以在更好的学校任职

１８７

湖南科技大学

①增加在校考研项，公平起见增加合约任教期限。不能在校考研很影响之后发展，在职
考研完全没有任何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不公平

②建议在大学期间可以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能继续深造之类的

③有没有生活费补助呢

④希望能缩短农村教书年限，将六年时间缩短为四年或者三年

７６

湖南理工学院

①师范生学到的东西很多但是学的每一样都不精通，希望有一门主修

②学校的住宿条件、图书馆等基础设施设备不完全，望能够改善

③希望在公费师范毕业的前几年可以不必马上回生源地上班，可考研或者得到更多的提
升自己专业素质的机会，再回地方上班更好促进农村教育

６８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①现在招生太多了，学校的资源供给不足

②可以给我们一点生活补贴吗

③任教８年时间过长，请求降低服务年限

④两年内根据适应情况适量地根据学生需求进行转专业调整

⑤应该把好的教师资源推给比较好的学校

⑥建议分配工作时征求当事人意见，做到公平公正不靠关系运作，建议分配工作时考虑
在校成绩及表现

⑦乡村想要留住万千优秀的乡村教师，恐怕不能总是靠发宣扬教育情怀和教师理应无私
奉献论的檄文

３２４

长沙师范学院

①希望学的东西可以更专一些，而不是每一类只通一点点

②建议缩短年限；能够加大公费师范生的社会实践．

③大多数公费师范生都是回生源地教书，可是有些偏远地区不仅需要老师，也需要基础
设施，也需要鼓励措施

④希望公费师范生培养制度更加规范

⑤希望公费师范生和乡村教师待遇好一点

⑥青少年在十四五岁的年纪还缺少个人的自律性，这个时候将其放在一个大学的较松散
的状态下是很不利于其成长的，这种招生制度要有更高的招生标准

２０４

邵阳学院 ０

湘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①不要对男生减低录取分数，不公平

②严格招生。公费生的招生成绩要求要高一些

③师范生专业课程太繁乱没有侧重点，希望课程体系越来越专业化

④希望食堂的饭更好吃，多建设一些体育设施和场地

⑤希望能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实施的条件

⑥按专业分配工作比较好

⑦希望以后可以多点工资，给师范生好的激励

⑧公费师范生刚毕业应去城市好好学习教学，这样对未来发展会比较好

５６６

衡阳师范学院

①学校在初教院的管理对于初中毕业的学生来说过于开放

②大学前阶段的那两年的学习赶不上普通高中，而且因为是定向好了的，在这期间所学
习的内容不精也不深

③建议招收高中起点师范生，初中升上来的同学基础比较薄弱

④在学生成年之前更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安排高中的教学模式和生活模式，对于高
中阶段的内容应当好好教

⑤公费师范生专业知识要求应该更高一点

⑥能否放宽定向免费师范生的考研政策

⑦规定太死，八年的服务期限制了人的潜力

⑧希望学校对免费师范生的制度能更完善，做出一套专门的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

４３２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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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宣传教育，落实协议条款。学生和家长
对教育政策的认知有限，需要加强宣传，同时，培

养协议中的条款需要想办法落实，比如生活补贴，

这对公费师范生很重要，而且这关系到公费师范

教育政策的权威性与可持续性。（３）希望培养公
费师范生的高校能够更加完善制度，应有更明确、

更具体、更积极的规划，能为学生的个人发展多考

虑一些，让学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特殊情况下可

以转专业，能够在校考研。（４）希望学校能安排
合适的教师、合适的课程来提高师范生的专业知

识，比如中学阶段的教师最好是高中教师或有中

学教学经历的大学教师，能够更好地提升公费师

范生的专业功底，从而促进优质教育。

５　结论与对策
湖南省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自实施以来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大量优秀的公费师范生毕业之后

回到家乡回到农村，给农村学校带来了青春与活

力，提高了湖南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升了农村

教育的质量。本次调查，以湖南高校的在校公费

师范生为主，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现对调查结论

和对策进行归纳。

５．１　结论
第一，公费师范生对学校的教育整体上满意

度高。湖南高校公费师范生对大学生活和专业知

识的学习都很关心，心态积极乐观，对所在学校的

教育教学和教师总体上是满意的。公费师范生没

有太大的思想包袱，积极争取奖学金，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学习氛围浓厚，师生关系

融洽。

第二，公费师范生中学段的管理偏松。从教

师、学生、学校管理人员还有市县教育局的调查来

看，初中起点公费师范生问题较多，较为明显的

是：２＋４学制公费师范生中学段的教学管理过于
松懈；中学与大学阶段的课程缺乏衔接，使得他们

在大学阶段读书比较吃力。

第三，湖南高校公费师范生的生活费补贴没

有到位。公费师范生普遍都对生活费很在乎，笔

者直接多次询问湖南高校学生，共同的回答是：公

费师范生大学期间的生活补贴没有发放。根据国

家政策的权威解释，师范生公费教育是指由国家

财政负责安排师范类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

费，并发放生活补贴，但学生毕业以后必须到指定

的中小学（幼儿园）任教。其实，公费师范生分为

两个层次：一是中央财政公费师范生，即教育部六

所直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二是地方财政公费师范生，即各个省份

的师范大学及部分师范学院。公费师范生享受的

政策保障为“两免一补”：（１）公费师范生在校期
间，由国家财政承担其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

（２）补助生活费。对于中央财政公费师范生，国
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对公费师范生

的生活费补助标准进行动态调整。部属师范大学

的公费师范生所得月生活费补助，一般是 ３００～
５００元，北京上海的高校会高一点。对于地方财
政公费师范生，各省市公费师范生政策不同，湖南

有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专项计划，山东２０１６年启
动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２０１８年山东省财政按
每生每年１００００元的标准拨付培养高校。其中
生活补助经费标准为每生每年 ４０００元，学校按
每生每月（共１０个月，寒暑假除外）４００元标准足
额发放给公费师范生。湖南省的情况有所不同，

根据湖南相关政策，公费师范生培养经费由省县

两级财政分担，其中省级财政承担 ７０％，县级财
政承担３０％。公费师范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
费、军训服装费和教材费免缴，其所需费用由省县

两级财政公费承担；并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

奖助学金等资助政策，在资助政策规定范围内与

其他在校生享受同等待遇。由此看来，湖南省并

未真正实施公费师范生生活费补贴政策。

第四，公费师范生感觉自己的发展空间受限。

湖南高校公费师范生放心不下的有几件事情：不

能在校转专业，不能在校考研，回乡村教书的期限

过长，发展空间受限。这反映了师范生公费教育

政策的现实困境：教育政策伦理和教育公平、社会

发展与个人发展的两难困境。

第五，公费师范生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公

费师范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为政策设计存在一定的漏洞，公费师范生

遴选机制不健全，公费师范生生源质量下降，政策

执行不够严格，高校的培养模式缺乏针对性，定向

的就业模式不能对公费师范生产生足够的激励作

用。这些问题涉及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度，

涉及教育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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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对策
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初衷是选择优秀的学

生从事教育事业，让优秀的人教出更优秀的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政府和高校既然已经实

施这一政策，并取得一定效益，就有责任把政策继

续完善，把公费师范生培养工作能做得更好一点。

在今后一段时期，各级政府和相关高校应该采取

有效措施，优化制度，改良教学，传承师范教育优

良传统，振兴师范教育。

５．２．１　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培养卓越教师
教师教育改革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变革过

程，是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需

要，教师教育质量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学习环

境、课程设置、教材、教师参与等诸多因素。在我

国教师教育改革和师范大学发展过程中，教育观

念的转变是先导，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关键，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是核心［３］。

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
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在《纲要》政策文本中，“质

量”一词共出现５１次，其中，“教育质量”２３次，“提
高质量”７次，“高质量”３次［４］。围绕教师队伍建

设展开的改革，包括《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
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政策出

台。在时间节点上，《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２．０的意见》提出，到２０３５年，师范生的综合素质、
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为培养造就数以

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

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奠定坚实基础［５］。这些教育

政策的意图非常明确，直指教师质量提升。

５．２．２　 优化教育制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
教育家顾明远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最关

键的是老师，有了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

学生，要有好的老师就必须加强师范教育。”［６］

如何实现“优者从教”？只有提高教师社会

经济地位，才能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师范专业。政

府需落实教师的三个地位（政治、经济、社会地

位）。政治地位指教师的发展机会，成长空间；社

会地位指在全社会形成氛围，让教师有获得感；经

济地位指教师的工资待遇，住、食、工资、补助跟

上。政府层面要有所突破，通过各种措施来保障。

只要优化教育制度，真正重视师范教育，开展

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才能让在校师范生用心

学习，并学有所成；只有提高教师待遇，才能让师

范生减少违约，毕业之后回到农村安心工作，为社

会主义新农村教育发光发热。在现有情形下，公

费师范生和乡村教师更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包容、

理解和支持，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捧杀和指

责。这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教育政策的制度设

计，改变政策执行主体的工作方法与态度，完善公

费师范生的招生和就业方式，严格招生，保障师范

生的生源质量，采取措施，激励师范生到农村学校

就业。切实保证公费师范生入编入岗，落实经费

和待遇保障；创新公费师范生进退机制，真正让那

些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加入公费师范生队伍，提

升师资队伍质量。

５．２．３　 适应新形势需要，调整履约任教年限
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制度优越性，

那就是“定向委培”的方式能很好地满足农村学校

对优秀教师的刚性需求，农村学校的校长对公费师

范生普遍觉得很满意，认为这是“保命根子”。但

这种培养制度的不足之处是把学生个体当成社会

发展的工具，对公费师范生个人不公平。很多师范

生本来是志存高远，只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才做出

的这个选择。但这种基于经济条件的教育选择是

以人身自由的限定为代价的，学生日后的发展会受

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学生感觉到，现行的制度规定

太生硬了，这个制度让有能力的人无奈付出自己，

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公平的。

访问调查中，湖南各市县教育局的领导和工作

人员表示，教师队伍建设应该以公费定向为主，市

场化搞不得，建议加大公费师范生培养量。但调查

中师范生普遍都在埋怨，在乡村任教８年（初中起
点８年，高中起点６年）时间过长。８年的乡村教
师生涯，可能失去很多发展机会，并且难以保证工

作期间的经济收入。大多数公费师范生都愿意回

生源地教学，可有些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跟不上，挫

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公费师范生的

政策已经有所调整，湖南的公费师范生的政策也应

有所调整，对公费师范生可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可

适度降低服务年限，以适应新形势需要。

５．２．４　 初中教师宜从高中起点招生培养，提高师
范生专业知识水平

从教师培养体制来看，初中教师最好从高中

起点开始招生进行培养。这是因为，初中起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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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在校期间压力不大，他们没有经过３年高中
学习，物理、化学、数学基础不牢，大学期间有些跟

不上。初中教育要分科教学，初中教师与小学教

师不一样，需要较强的专业水平，所以，多数人不

赞成师范院校招收初中起点师范生作为初中教

师，尤其理科专业。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从初

中起点招，比较妥当，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看重的

是综合素质而非专业素质。但从高中起点来招公

费定向师范生，有没有这么多人报考，报考率和分

数线是高还是低，值得持续关注。师范生招生名

额分配上，应增加小学科的招生数量，相关调研显

示，生物、地理等小学科的考研率和改行率都比较

高。至于招生规模，可适度扩大公费师范生的招

生总量，每年根据情况适时调整，达到动态平衡。

高校对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必须严格有序地进

行。高校应制定明确的人才培养计划，如举办讲

座，向公费师范生介绍这一政策的意义，让公费师

范生意识到怎么做更有利于职业规划；可以给公

费师范生培训专业技能。对于组织公费师范生的

教育学习，学校应有更明确、更具体、更积极的规

划，让每位公费师范生了解且深刻认识到他们身

上所承担的重大使命和责任。公费师范生不应该

只是一条上大学的出路，更重要的应该是师范生

时刻准备为教育事业投身和灌注热情，哪怕只有

生命中的一段时间从事教育事业，也应怀抱十足

的激情与正确的认知，不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将

来的学生而努力学习。如果是初中升上来的师范

生，前面两年，高校应该严格培养师范生的高中知

识，高中知识学的更多一些，基础就会更扎实一

些，大学的专业知识就会学得更精深一些。公费

师范生实习的学校不必安排在生源地，可以到城

市的好学校实习，因为学生刚毕业的时候是教学

风格养成的重要阶段，师范生应该在好的环境里

向有优秀的教师学习，得到更好的指导，这样更有

利于其教育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

５．２．５　 给真正优秀的人更好的平台，让公费师范
生有职业发展的希望

公费师范生是未来的人民教师，对于一个教

师来说，应该有学习进步的机会，有职业发展的希

望。教师是培养未成年人的关键因素，他们不仅

要有信心面对未来，而且要用目标和责任感来建

立未来。教育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教师

教育被广泛提倡作为发展中／发达社会经济、社

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７］。因

此，我国教师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改进履约管

理政策，给真正优秀的人以更好的平台。

适度放宽公费师范生的考研政策，在大学期

间让学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对于公费生的保研

考研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政策，给公费生提供更多

提升自我的渠道。目前政策规定公费师范生只能

在完成服务期之后进行在职考研，但很多优秀师

范生希望六年之后能进入省重点高中教书，还有

他们觉得在职考研完全没有任何优势，这对他们

很不公平。因此，可以考虑增加在校考研项，比如

教育专业硕士，待他们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再去生

源地教书，可增加合约任教期限，用更优质的师源

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

为了实现更高程度的教育公平，给真正优秀

的人更好的平台。高校可以适度扩大公费师范生

招生总量，考虑公费师范生也有不适应专业的情

况，应保有其转专业和改行的可能性。适当适量

满足学生的转专业需求，学生入学两年内学校可

根据其适应情况进行专业调整，当然需要参考各

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防止舞弊现象的出现。

优秀的学生往往对自己有较高的期待，这是

个普遍的现象。当待遇不高时，教师可能想到要

改行，可能考公务员；当农村教育不能满足其理想

追求之时，他们可以通过考试进城市教书，继续当

教师；考研转行的公费师范生，必须到教育局赔

款，把大学四年学费、住宿费等一同赔偿。考上研

究生有想留下继续在农村教书的，政府应给予这

些教师更好的待遇，这样他们才会留下来无怨无

悔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优秀的师范生希望自己有更好的发展。目

前，湖南省公费师范生的工作分配，很大程度上仍

然依靠关系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生的积

极性。建议师范生分配工作时征求当事人意见，

做到公平公正不靠关系运作，分配工作时相关部

门能更多地考虑师范生的在校成绩及表现，把好

的教师资源推给好的学校。同时，规范有序的师

范生招生就业和培养制度可激励师范生在校努力

学习，同时适度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让师范生能

有职业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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