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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的现状与思考 ①

———以潍坊市昌乐县某镇为例

李鹏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山东 青州２６２５００）

摘　要：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出现了教育经费欠缺，硬件设施落后；培训方式单一，内容与实
际脱轨；保障机制不力，时间安排不合理；培训意识不强，主体重视不够等问题。应改进培训形式，培训方式多样化；合理

安排培训内容，关注地区差异；提高农村教师学历，树立培训意识；完善培训管理机制，落实教师培训工作，确保农村中小

学教师培训工作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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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的战略目标，提高农村教师的素

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农村教师的素质决定着农村教育的未来，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是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缓解城乡差距的重要一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教育部

２０１３年公报指出，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有１０６９．５万，其中农村教师５６４．７万。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教
师群体，其素质直接决定着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和农村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促进农村中小学在职教

师的知识更新、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已成为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因此探讨农村教师培训

的现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对以后的培训工作提供借鉴，很有必要。

１　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现状
迄今为止，昌乐县某镇共有教师６０３名。其中在２０１４年举行的暑假培训中，中小学管理人员培训

４２人，占总人数的６．９％，中小学班主任培训４１人，占６．７％；中小学教育技术培训４３人，占７．１％。在
“２０１４年昌乐县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技术培训”中，参加教师１６１名，其中某镇教师２０名，占１２．４％。虽
然该县已经建立了开放灵活的教师培训体系，农村教师通过全员远程网络研修、县市级培训、校内培训

等形式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素质，但是，农村的教师培训还是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１　教育经费欠缺，硬件设施落后
由于农村教育的经费不足，大多数农村地区教师培训缺少单列的专项师资培训经费，有的学校公用

经费不足，参加培训教师的费用不能按时报销，影响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１］。农村教师培训的硬件

设施也比较落后，普遍存在着教学硬件跟不上的现象。有些学校甚至连１台计算机也没有，更谈不上多
媒体和网络的运用，而教师培训时基本上是多媒体教学，他们培训学习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教

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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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培训方式单一，内容与实际脱轨
农村教师参与培训时，一般去培训学校学习，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听教师讲授。其培训内容侧重学

科前沿理论的介绍，以教师讲授为主，缺乏互动，在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也难以得到解答。这样的培训方

式较为单一，内容比较枯燥，难以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引起学习者的共鸣［２］。笔者曾参

加过该镇的一次语文研讨会，听了２位教师讲的公开课就结束了。
培训的高校教师有较强的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可以向农村讲授教育学的前沿信息、教育的最新动

态，但他们中小学教育经验不足，这导致其在培训的内容、方法等方面与农村教学实际脱轨，缺乏针对

性，这使得农村教师专业培训的效能大大降低：只是接受了一些空泛的理论层面的东西，难于应用到教

学实践中，对教学的指导作用微乎其微［３］。

１．３　保障机制不力，时间安排不合理
中小学教师培训需要科学的机制来保障其正常运行。农村教师缺乏，一般一位教师上好几门课，如

果教师要去培训的话，必须自己先找好代课老师，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农村教师本来就很忙，这些

保障措施安排不合理的话，很容易打击他们培训的积极性。

另外，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在时间安排上也不合理，农村教师一般不是双职工，家里都有地，农活特

别多。培训一般安排在假期，暑假正值农忙时节，很难抽开身；平时的周末也有很多劳作。如果硬要他

们去培训，他们可能会产生抗拒心理。因此，在安排农村教师培训时，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１．４　培训意识不强，主体重视不够
农村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忽视了培训对象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新课程标准强调学

生的主体性和全面发展，原来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农村教师

在教学中还在走传统教育的老路，对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方式存在抵触情绪，影响了教师培训的

实施［４］。

由于农村教师工资低、孩子多、负担重等原因，很多教师即使有培训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去。笔者曾

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位４０岁的农村女教师，家里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有两位老人都没有任何收
入，也没有养老保险或是任何保障，家庭负担的沉重压力可想而知。学校里组织他们去培训，她没有时

间去，可是又推不掉，最后只好让自己的女儿顶替自己去。这样的培训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有的农村教师认为培训的机会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负担。

２　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的对策探讨
２．１　改进培训形式，实现培训方式多样化

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在教育观念、教育对象、所处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两者在教学

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农村教师培训不能盲目照搬城市教师培训

的模式，应根据农村的实际教育教学情况来开展，在培训时综合利用多种方式。

完善农村支教行动计划。现在大学生支教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按照教育局的总体部署，应逐步完

善这种支教的制度。大学生到农村可以带来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为农村教师注入新的血液；又可

以亲身体验教育的现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事实依据。

多实行校本培训。校本培训针对学校的实际展开，有利于提高农村教师培训工作的效率。农村教

师培训要结合教学实际，做好校本规划。制定培训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每一目标都要内容清晰、明

确，保证其可操作性。

２．２　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关注地区差异
现在的教师培训采取满堂灌、整体推进的教育教育方式，追求整齐划一，忽视了成人学习的特点，忽

视了教师的自主性和参与性，降低了培训的效果。

９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教师培训时要重视参训教师的个性化的需求，针对教师教学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农村的

实际情况和现状需求，优选出丰富培训内容。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的需求选择学习内容，甚至选择学

习时间［５］。培训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对不同地区的教师进行培训前，多研究一下当地的教

育实际和风土人情，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培训内容。培训时，不要照本宣科，多听听不同教师的观点，对教

师的疑问提供参考建议，给予切合实际的指导。

２．３　提高农村教师学历，树立培训意识
农村教师的学历程度和城市教师有很大差距。很多农村教师中还存在着学历层次偏低的现象，特

别是偏远山区的小学大多是年龄大、学历低的教师，许多初中教师也是从原来的小学教师中抽调出来

的［４］。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师资学历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知识技能，还要有广博文化背

景，具备一定教育科研能力。农村小学教师学历的标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定位为四年制本科学历，并

进一步向研究生看齐，条件允许的地方也可以培养一些教育硕士。

新时期，我们对教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做好新时期的农村教师培训工作日益重要。要切实实现

广大农村教师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必须用新的理念、策略和方法确

保教师培训工作有效开展，促进农村教师的专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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