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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人人教教三三门门课课，，工工资资低低晋晋升升难难
部分地区农村教师增加赶不上流失，城乡教育差距难缩小

相亲见了十多个女孩，一听收入就黄了

老师们离开乡村有着合乎情理
的原因。“刚毕业只想着教好孩子，可
理想慢慢被柴米油盐磨灭了。”曾在
临沂某基层学校当老师的冯立告诉
记者，刚走上工作岗位，每月工资2000
多元当时心潮澎湃，可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见了十多个女孩，“一听说在
农村月工资2000多元，就没了音信。”

“出去随便找个活，都比这挣得
多。”冯立说，当年一起毕业的师范生
同学，很多都改了行，成家立业。在城
里的父母为此着急上火，他最终辞职
去了一家企业，收入也翻了一番。

“一个男的，每月拿着2000多块
钱，连养家糊口都难。”为此，不少男
教师在从教一段时间后大都选择离
开，而基层学校中女教师成了教学的

主角。记者粗略调查了济南、菏泽、潍
坊、德州、滨州等地的17所中小学，教
师总数为1 4 8 8人，其中女教师就有
935人，占到了近63%。

除了工资待遇不足以支撑生活，
工作很难得到培训晋升的机会也是
原因。“留在城里的同学都有了进步，
可 自 己 的 生 活 仿 佛 又 回 到 了 上 世
纪。”冯立说，他学的是现代教育技术，
在城里的同学都能排上大用场，可他
在农村学校，除了电灯基本就没啥电
气化设备，更别提多媒体教学了。

由于条件限制，即使在基层学
校，优势资源也基本都集中在县城的
中小学。和教师息息相关的职称评
定、评优机会少，导致乡村教师被边
缘化，幸福感减少。

每年开学前，总会有老师递辞职信

“最怕两件事，孩子们来不全，又
有老师走了。”已经过了50岁，在基层
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菏泽某小学校长
李先生一直很焦虑。他所在的小学有
500多名学生，将近30名老师，与各个
村的教学点相比，这已经算是乡镇上
的“重点小学”了。

“ 老 师 不 来 了 ，上 课 就 得 开 天
窗。”李校长说，每年开学前，总会有
老师给他递来辞职信，大多数时候只
是个电话或者短信。

据介绍，这所小学35岁以下的老
师不到5人，绝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
每年都有1-2人离开。虽然每位老师
都要教2-3门课，课时也远远多于城
里的教师，可每年的入不敷出让李校
长压力倍增。不得已，学校只好又招
聘了两名代课老师。“每月给8 0 0块

钱，只能缓解一下压力。”
“虽然每年招聘的力度越来越

大，可还是满足不了基层学校的需
求。”在该县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告
诉记者，每年的编制多数都用在了教
师招聘上，可相对于退休潮和离职人
数的叠加，新增老师还是覆盖不了流
失人数。

这位人事科长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根据统计，2014年该县计划招聘中
小学老师343人，实际到岗280多人，而
流失人数则是340人，预计今年招聘
320人，但流失人数将在350人左右。

省教育厅的统计也显示，从2011
年-2014年，小学教师自然减员分别
为10078人、10750人和10652人，初中
为2705人、2738人和2835人，高中是
526人，595人和683人，稳中有增。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单文怡 蒋明君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随着家长
离开，杨梅和同事走出小学，来到只
有寥寥几家店面的集市上，一碗拉面
或者一个烧饼当做午餐，然后开始下
午的忙碌。这是一年多前，杨梅在菏
泽某县乡村小学每天的工作生活轨
迹。

“离开一年多，梦里还经常是这
样的场景。”大学毕业后，杨梅先是在
父母的要求下回到家乡，在一所初中
做了将近两年的代课老师，之后因为
没有编制，在2010年她又顺利通过县
教育局招考，被安排到一所远离县城
的农村小学教语文。

“孩子们周一都会在校门口等
我，非常感动。”杨梅说，虽然离家有
将近三十里地，早上匆匆赶来，晚上

乘夜幕回家，每日三餐都在匆忙中解
决，可这种平静的日子让她很满足。

但是，随着自己孩子的到来，她
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工作又远又
辛苦，家人经常劝她离开学校，她都
付之一笑，可新生命让她不得不考虑
离开的事。

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大家都在讨
论最新的教学理念，使用全媒体工具
上课，可杨梅在学校连电脑都好久没
有用了。“感觉我已经倒退了20年。”
杨梅说，无论是为了孩子，还是当初
她所憧憬的教师梦，她最终还是“逃
离”了这所乡村小学，考上了公务员。

有杨梅这样经历的不在少数，当
年与她一起考编从教、比较熟识的十
多人中，已经有8人调到城里或转行。

中老年教师成主力，水平跟不上

冯立和杨梅都提到，多媒体教学
在他们各自的学校很难派上用场，更
别提其他的音乐体育教育水平，还有
其他的教学硬件等。也因此，农村学校
的教育水平和城里的差距逐渐拉开。
而随着农村不少家长外出打工，孩子
们跟去的也不少。

“有时候觉得孩子们走了，反倒是
好事。”菏泽某小学的李校长发出感
慨，不来上课的孩子一般都是随着在
外打工的父亲去了城里，城里的教育
更好，孩子们能更有出息。

农村教师难招，教学水平逐渐下
降，孩子们难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开始
转向城里，这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
环——— 农村被边缘化，教师逐渐失去
了对职业认同感，不能像当年一样安

心在农村任教，不少家长不再让孩子
留在农村读书。

“新人不愿来，来了留不住，老人
干不了，你说咋办？”记者在某地教育
部门了解到，当地年龄较大但教育水
平跟不上的老师为数不少，“他们如今
已经四五十岁，成了学校的教学主力，
但由于缺乏专业培训，很多人都不懂
如何教学。”

在记者调查中，不少孩子仍留在
农村，一方面是因为家里贫困，有的父
母在外打工，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另一
方面有的家长没有对孩子给予太大的
期望，觉得在农村和在城里念书没什
么差别。而那些家庭条件较好的，一般
都把孩子送到了城里上学。
（应受访者要求，杨梅、冯立为化名）

“刚毕业只想教孩子，可理想慢慢被柴米油盐磨灭了。”不久前，在临沂某基层学校当老师的冯立因为工资低，教学条条件差，转行
到了一家企业。和他一样，尽管怀念在农村小学任教的日子，菏泽的某小学教师杨梅一年前也考取了公务员。

在我省不少基层学校，受收入较低、晋升受限的制约，无法吸引留住年轻人，而由于历史原因，在校的中老年教师无法法胜任教学
工作，课只能勉强上下去。

和城里老师比，感觉自己倒退了20年

城城市市学学校校像像动动车车

农农村村学学校校像像拖拖拉拉机机

2013年，我省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标
准化建设工程，确保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
舍全部达到基本办学标准。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不少农村师资条件还没有完全跟上。

“没有多余的房子，老师们就挤在一起办
公。”记者在我省某基层小学看到，十几位老师挤
在一间办公室内备课、批改作业。而这些办公室
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

到了放学时间，孩子们陆续回家吃饭，留守
校园的老师也三三两两从集市上回来，手里拎着
白菜和馒头。

“没有食堂，老师中午只能在炉子上做点饭，
对付着吃一顿。”该学校的校长表示，周边都是村
庄，买不着饭菜，而不少老师家都在二三十里之
外。为了不耽误教学，老师们有的就带着饭菜来
教学。有时候没办法，炉子上烤个馒头也能当一
顿饭。

“大家都希望能建一些职工宿舍。”不少老师
表示，即使无法给教职工配建宿舍楼，也希望能
有一间休息的房间。

“除了硬件设施的老化，教师队伍的参差不
齐对教学也有很大影响。”该县教育局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之前的教师招聘权力都在各
乡镇，在下岗分流的大形势下，接纳了很多人员。

“这就像一台该大修的拖拉机，拉了满车的
货，还得在泥地里爬行。”据悉，在条件较差的情
况下，农村学校还承载了过多的负担，在城镇学
校这种高速动车的吸引下，导致很多新教师要尽
快与农村学校这台拖拉机脱钩。

本报记者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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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教育
啥水平

城乡教
育均衡
发展完
成情况

35.1％

全国1760个区县，完成617

个县区，仅占35 . 1％
其中中部地区完成28 . 2％
西部地区完成28 . 1％

乡村教
师待遇

乡村教师
平均工资

全国教师
平均工资

2359元 44220000元元

乡村教
师意愿

67 . 3％
希望
向上
流动

28 . 2％
希望
平行
流动

4 . 5％
希望向下流动

师范生
意愿

愿意去农

村当教师

愿意去

农村任教

38%

现有工
资水平

7799..44%%

愿到边远艰

苦农村任教

月薪达
5000元

7700..66%%

农村小学器械
配备达标率

乡村 42 . 2％

镇区 59 . 6％

城市 76 . 5％

农村幼儿园
教师水平

●全国幼儿教师188 . 5

万人
●比2010年增加了58万
人

专 科
以 上
学 历
占比

城城市市7766 .. 99％％

乡乡村村5544％％

镇镇区区6666 .. 99％％

▲在我省某农村小学，年轻老师正在给学
生上课。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月薪达
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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