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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特困地区特岗教师队伍及激励机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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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０６年“特岗计划”实施以来，极大 地 改 善 了 农 村 教 师 的 学 历 结 构、学 科 结 构 和 年 龄 结 构，为 农 村 教 育 事

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探究“特岗计划”在特困 地 区 的 实 施 效 果 以 及 特 岗 教 师 队 伍 的 现 状，我 们 在 云 南 省 梁 河 县

随机抽取了１００名特岗教师进行调查。发现该地 区 特 岗 教 师 对 薪 酬 待 遇 及 生 活 条 件 满 意 度 较 低；特 岗 教 师 队 伍 不

稳定，期满后的安置工作不到位；特岗教师自主专业发展动力不足，培训机会少效果不佳；特岗教师队伍建设还需要

政府政策扶持和社会多方面给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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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岗计划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

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过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西

部地区“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引导和

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

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

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自２００６年《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颁布

至今，已经有１０个年头，它对解决农村学校师资缺

乏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

对特岗教师整体队伍建设、工作现状和激励机制的

关注却远远不够。本文以梁河县１００名特岗教师为

有效被试，从工作状况、生活条件、待遇情况、专业发

展情况、激励制度等方面对特岗教师的队伍建设和

激励机制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真实

了解特岗教师队伍的生存发展现状以及为稳定农村

教师队伍，促 进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激 励 制 度，最 后 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来处理符合条件的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本研究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将特岗教师作

为目标对象，虽然这种方式抽取的样本也许无法推

论和代表总体，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被认为是一种

有价值、可以接受的方法。［１］

本次问卷设置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

基本信息，主要从性别、年龄、籍贯、学历、是否为师

范类、何时成为特岗教师、任教学校的性质、教龄等

８个方面初步了解特岗教师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

部分是特岗教师的工作及待遇情况。其中涉及特岗

教师现任科目、所任科目是否与所学专业一致、选择

特岗教师的缘由、任教期间多面临的困难、周课时、



工资及津贴福利、职业预期等几个方面。第三部分

涉及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其中涉及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和专业发展规划、学校为教师提供的专业发展

支持、专业培训等几个方面。第四部分考察学校、基
层教育行政部门为特岗教师所提供的激励制度或政

策情况，其中分为对目前实行的激励政策满意度调

查和绩效工资两个方面。

二、现状与问题

在１００名被试中，男教师有３９名，女教师有６１
名；其中３０岁以 下 的 教 师 共 有６８名，３０岁 以 上 的

教师有３２名；生源地为任教学校本地的有６５名，生
源地为外地的有３５名；学历为本科的有６１名，学历

为大专的有３９名；师范类毕业的有７４名，非师范类

毕业的有２６名；２０１０年成为特岗教师 的 有１０名，

２０１１年成为特岗教师的有１３名，２０１２年成为特岗

教师的有２５名，２０１３年成为特岗教师的有５２；初中

任教的有６３名，小学任教的有３７名；由于梁河县仅

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实施了“特岗计划”，故全部教师

教龄均在３年以上。通过对梁河县芒东中学、平山

中学、大厂中心小学等学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 四 年 的“特 岗 计 划”成 效 显 著，的

确为当地农村学校补充了大量的师资，吸引了大批

有志青年投入到农村基础教育建设中去，为农村教

育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并改善了农村学校学

科结构不合理、教师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单一化的

局面，缓解了由于师资缺乏而导致的农村教育落后

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我国农村教师队伍

的数量，提高了农村教师队伍的质量。但不可忽视

的是，在特岗教师为农村教育带来实效的同时，特岗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特岗教师工作与待遇方面

由于农村教师专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村学校

的英、音、体、美等课程无法正常开设，故存在部分特

岗教师所任科目与所学专业不符的现象。通过调查

可以发现，在１００位特岗教师中，有７１名教师所任

科目和所学专业一致，有２９名教师所任科目与所学

专业不一致，由此可见，大多数教师所任科目与所学

专业相一致。为考察这种一致性是否与师范类毕业

生相关，通过独立样本Ｔ检验，得出ｓｉｇ＝０．００３，发

现是否为师范类毕业生与所任科目存在显著差异，
即师范类毕业的特岗教师所任科目与所学专业的一

致性更高。从任教科目分布上来看，各科目均有涉

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状

任教科目

况。在“选择特岗教师缘由”一题中，有７２％的教师

是因为喜欢农村、愿意为农村教育事业做贡献，１９％
的教师是因为工作相对稳定，９％的教师是迫于就业

压力和生存的需要而选择。在“任教期间所面临的

最大困难”一题中，有３５％的教师选择“教学管理能

力的提高”，３６％的教师选择“与学生的沟通交流”，

２１％的教师选 择“生 活 环 境 的 不 适 应”，还 有８％的

教师选择其他，并注明为教学安排的不合理、家庭异

地等因素。在教学周课时数统计中，共有１３％的教

师周课 时 数 在１０节 以 下，２６％的 教 师 周 课 时 数 在

１１－１５节之间，４８％的教师 周 课 时 数 在１６－２０节

之间，１３％的教师周课时数在２０节以上。为了验证

教师任课时数是否与教师性别、学历、年龄相关，通

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对应的概率Ｐ值均大于０．
０５，所以教学工作量与教师的性别、学历、年龄并无

显著差异。在工资及薪酬福利方面，８４％的教师工

资在２０００元 以 上，１０％的 教 师 工 资 在１５００元－
２０００元之间，６％的教师工资在１５００元以下。除工

资外，大 多 数 特 岗 教 师 每 月 地 方 性 津 贴 补 助 不 足

３００元，与普岗 教 师 的 津 贴 补 助 差 异 较 大。此 外 在

被调查的１００名特岗教师中，只有２１名教师在服务

期满后解决了编制问题，其余７９名教师因为编制不

足等 原 因 在 服 务 期 满 后 至 今 仍 未 解 决 编 制。但

６２％的教师表明仍有继续留任的意愿，１６％的教师

表示将会重新择业，２２％的教师表示还未考虑过。
（二）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方面

在这一部分中，４６％的教师有十分具体 明 确 的

专业发展规划，４８％的教师有专业发展规划，但并不

十分明确，６％的教师没有专业发展规划，仅有专业

发展目标。在对自身专业发展情况满意度调查中，

１３％的教师表示很满意，２５％的教师较为满意，５５％
的教师一般满意，７％的教师不满意，其中绝大多数

教师认为制约自身专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良好

的发展环境和专业指导，没有充足的时间，还有部分

教师存在自身缺乏发展动力等问题；在对学校为教

师提供的专业发展支持满意度调查中，６％的教师表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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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很满意，２５％的教师较为满意，５５％的教师一般满

意，１０％的教师较不满意，４％的教师很不满意；在对

教师培训效果的调查中，３９％的学校每年为教师提

供３－５次培训，其中以国培和省培为主，１５％的教

师认为效果很好，４２％的教师认为效果较好，３９％的

教师认为效果一般，４％的教师认为效果很差，普遍

反映培训形式过于单调、跟踪指导不够、高水平培训

机会太少，并且他们认为较为有效的培训方式有外

出交流学习、专家讲座、教材研读、听课、网络学习、
集体备课、参与式讨论和校本课程研究等。
（三）特岗教师队伍建设激励制度方面

在这一部分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对现有教师激励制度的满意度调查，二是对绩效工

资的看法。在满 意 度 调 查 中，有３％的 教 师 认 为 所

在学校的教师激励制度很完善，１９％的教师认为较

完善，６３％的教师认为一般完善，１５％的教师认为较

不完善；有３％的 教 师 对 现 存 的 激 励 制 度 和 政 策 实

施情况满意，２８％的教师较为满意，６０％的教师一般

满意，９％的教师 不 满 意；有６％的 教 师 认 为 现 有 的

教师激励制度对自身的工作激励程度很强，２３％的

教师认为现有的教师激励制度对自身的工作激励程

度较强，６５％的教师认为激励程度一般，６％的教师

认为激励程度较差。在绩效工资情况调查中，所有

教师都 比 较 赞 成 农 村 学 校 实 行 绩 效 工 资，但 只 有

３％的教师认为现行的绩效依据科学合理，１６％的教

师认 为 较 为 科 学 合 理，６２％的 教 师 认 为 一 般 合 理，

１９％的教师认为不够科学合理，绝大多数教师主张

应提高绩效收 入 的 占 比，并 将 其 控 制 在１５％左 右，
课时和成绩奖励应有所提升。除此之外，他们认为

工作环境的改善、情感精神激励、领导支持以及社会

评价对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讨论与建议

通过对本次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要合理

改善特岗教师的发展现状，增强特岗教师的队伍建

设，完善对特岗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必须重视

和加大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关注。
（一）特岗教师对薪酬待遇及生活条件满意度较低

在考察特岗教师工作情况及待遇方面，可以发

现特岗教师的工作量大，任务重，作为农村学校教育

的骨干力量对农村教育事业的贡献较大，但是经济

地位和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提高。虽然特岗教师在

聘任期间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标准，但在福利待遇

上，特岗教师不能与普岗教师同工同酬，如２０１６年

下半年梁河县对教师的改革性补贴，针对范围仅仅

局限于普岗教师，特岗教师无权享有此项福利。由

于经济收入 将 对 教 师 的 职 业 认 同 感 产 生 一 定 的 影

响，特岗教师付出了相同甚至多于普岗教师的工作

量，但所获报酬的相对量却远不足普岗教师；并且在

履职年限方面，特岗教师的服务期不计入履职年限，
在晋升职称上，相比普岗教师而言，要多花费至少３
年以上的时间。这种不公平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特岗

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其次，在生活上，通过实地走访

发现，特岗教师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甚至有部分特

岗教师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栖身在潮湿阴暗、狭小

拥挤、年久失修、安全隐患严重的危房之中，一到雨

季“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教师的生命安全难以

保障。
（二）特 岗 教 师 队 伍 不 稳 定，期 满 后 的 安 置 工 作 不

到位

　　虽然特岗教师对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不是十分

满意，但总体而言，特岗教师对自身职业有较强的认

同感，留任率相对较高，但是由于学生人数减少等实

际条件的限制，空缺编制无法与期满的特岗教师数

量相符，因此期满无法解决编制的问题普遍存在，所
以有部分教师迫于无奈在关注着各种招聘考试，考

虑重新择业。就梁河县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特岗教师

实施情况来看，这４年共招聘了１１５名特岗教师，服
务期满解决编制的教师只有２３名，仍有９２名教师

期满没有获得编制。针对这种延期无法解决编制的

问题，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安置就

业措施，导致 特 岗 教 师 群 体 缺 乏 归 属 感，并 自 嘲 为

“黑户”，这种边缘感和不安全感将大大降低特岗教

师队伍的稳定性，对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农村教育

事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教育主管部

门应及早筹划、有效落实特岗教师服务期满后的工

作安排问题，在城市或县镇学校教师岗位空缺时，应
优先聘用期满的特设岗位教师。
（三）特岗教师自主专业发展动力不足，培训机会少

效果不佳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在不断成长、不断接受

新知识、提高专业能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

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和探究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
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２］教师自主

专业发展是指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独立于外在的

压力，积极地主动制定自身专业发展的目标和计划，
并付诸于实践的过程。［３］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只有少

数特岗教师有十分明确的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究其

０２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原因一部分教师自身缺乏提高专业发展的意识和动

力；还有一部分教师周课时数过多，超负荷工作使其

根本无暇思考专业发展的问题。此外，农村学校由

于教学资源缺乏、校长课程与教学领导能力不强等

因素也无力关注其专业发展。特岗教师每年也只能

够通过为数不多的国培或省培的机会获得培训，但

是在对培训满意度调查中，接近一半的教师认为培

训效果一般，形式过于单调，缺乏细致、高质量的跟

踪指导，高水平培训机会太少，相比而言，外出交流

学习、教材研读、集体备课、参与式讨论和校本课程

研究是基层特岗教师较为期待的培训方式。
（四）对特岗教师队伍建设缺乏政策激励和制度保障

从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教育部和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较为关注有多少特岗教师下到了

村小、教学点，以及这些特岗教师对农村教育事业带

来的作用，相 比 而 言，对 特 岗 教 师“留 得 住”、“安 下

心”等方面的关注却不足够。近年来，国家开始逐步

关注“特岗教师”的生活保障问题，要求各地采取有

效措施，落实好特岗教师工资发放、住房安排等相关

生活待遇保障工作。同时要求各地加强对特岗教师

的跟踪管理工作，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实

施县工作的指导，定期对“特岗计划”实施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提前研究制订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的工作

安排计划，鼓励特岗教师继续留在当地从教，对考核

合格且自愿留任的特岗教师要保证落实工作岗位，
做好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但在实际调研中

发现，这些相关的政策激励和制度保障还没有落到

实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对特岗教师提供足

够好的激励制度保障，在管理时将特岗教师和普岗

教师一视同仁，但在福利待遇方面，有时却将特岗教

师剔除范围之外，因而导致特岗教师工作不安心，也
无力顾及自身的专业成长，进而影响特岗计划的有

效实施和教师队伍的稳定，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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