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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分层、社会流动与教育政策的完善：以“特岗教师”为例

杜 亮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特岗计划”是教育部门为改善农村教师质量、平衡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重要政策。政策 实 施 以

后，特岗教师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重要组成群体。依据大型全国调查的数据，论

述特岗教师群体在整体中小学教师 中 的 边 缘 地 位，以 及 该 群 体 的 显 著 社 会 背 景 特 征。特 岗 教 师 主 体 来 自 农

村的中下层家庭，并经历了特定的社会流动轨迹，这种与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艰苦农村地区学生相似的社会

阶层来源背景，使得特岗教师群体在农村地区学校中具有特殊的角色榜样作用。因此，在制定进一步教育 政

策的时候，需要考虑特岗教师的特殊地位与社会作用，改善特岗教师的现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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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四部门联合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简称“特岗计划”），由中央财政支持，为我国中

西部２２个 省 份 地 区 农 村 学 校 补 充 大 批 合 格 师 资。
和相关政策相比，特岗计划是规模最大、见效较快、

影响人群最多的一项政策。截止２０１１年，共计招聘

２３．７ 万 特 岗 教 师，分 布 到 全 国 ８８６ 个 县 的

１６４　０２１．８万个 学 校 教 师 的 岗 位。到２０１１年９月，
三年服务 期 满 特 岗 教 师 留 任 的 比 例 平 均 为８７％。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１０５．９亿元，特岗教师中央财政

年工资性支出补助标准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５万元提升

到２００９的２．０５４万元，２０１２年中、西部省份将分别

提升至２．４万元和２．７万元。［１］

特岗教师政策的出台，反映了社会现实与政策

需求的多方面综合考量，包括关于城乡教育差异、农
村教师质量、社会就业压力等因素，本文无意从政策

角度对这项政策进行分析，而是希望从特岗教师在

整体教师职业内部分层中所处位置，以及这种社会

分层与变迁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关联入手，试

图理解中国农村教育目前所处的历史位置及其能够

带给我们的政策与学术启示。
文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１年一项关于“特岗

计划”的全国性调查。本次调查是一项大型课题的

一部分，目的 是 了 解 自２００６年“特 岗 计 划”实 施 以

来，政策执行的情况、实施效果以及改善需求。据我

们所知，本次调查是学术界有关特岗计划的首次大

规模调查。课题组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到７月之间在云

南、新疆、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甘肃、山西、江西、

黑龙江等１０个省份共计５１个县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发放特岗教师调查问卷５　１３０份，回收问卷４　８３８
份，我们将问卷中１／４以上题目未答或者明显乱答

者定为无效问卷，以此标准筛选出有效问卷共４　１１３
份，有效回收 率 为８０．１８％。问 卷 主 要 包 括 三 个 维

度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特岗教师的个人背景特征，如
性别、民族、出生年份、婚姻状况及配偶情况、父母情

况（包括户籍性质、居住地、学历、收入等）、受教育及

工作情况（包括最高学历、所学专业、毕业院校，以及

教龄、职务、工作量、担任课程等）；第二部分主要涉

及特岗教师的招考过程及对目前工作的感受认知；

第三部分主要了解特岗教师对工作及生活的主观态

度。此外，课题组还在云南、新疆、广西、贵州、青海、

陕西、四川、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河北等１２个省

２０多个县（区）进 行 了 实 地 调 研。本 文 的 讨 论 将 主

要基于第一部分有关特岗教师背景数据以及实地调

研的原始材料的分析。

一、教师分层与“特岗教师”的边缘地位

从政策角度来看，“特岗计划”推出的首要目的

在于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补充和提供合格的师

资，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的整体水平从而推进全国教

育的整体平衡与发展。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特岗

计划”实施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特岗教师这一

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这一群体一方面作为整个教



师群体 的 一 部 分，在 社 会 分 层 中 属 于 知 识 分 子 阶

层———而教师包括中小学教师在整个社会分层中的

地位，相关论述较多，这里我们不加以讨论；另一方

面又在教师群体中因其独特的经济文化背景而构成

一个特别的群体。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所有的特岗教师的去向都是面向基层农村学

校（县以下）；其二是特岗教师直接通过统一的招考

程序录用；其三是特岗教师有三年的服务期，在这三

年中待遇与其他教师相同，但不进入编制。根据我

们的调研分析，特岗教师的这几个特点与特岗教师

在整个中小学教师群体中的地位息息相关。一言蔽

之，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特岗教师属于当前我国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群体中的边缘———或者说底层群体。
首先，按照政策所有特岗教师的取向均面向县

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从经济、社会和专业地

位来说，特岗教师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群体分

层中处于底层地位。如前文所述，关于教师的社会

地位的论述在现有学术文献中较为常见，然而关于

教师群体内 部 的 分 层 的 研 究 和 论 述，却 相 对 稀 少。
目前所见的一些相关论文，大部分是关于高校教师

的分层［２，３］，有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分层的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张源源关于义务教育教师城乡职业分

层问题的博士论文研究。［４］作者通过调研发现，与城

市教师群体相比，农村教师———而且越是偏 远 地 区

的农村教师，在教师职业分层中越是处于底层。作

者比较了城乡教师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专业地

位三个指标上的差异，提出我国义务教育教师职业

内部存在分层，根据教师所处的城乡位置，省会城市

教师、地级城市教师、县级城市教师、乡镇教师以及

村小教师等５个教师群体在三个指标上均存在较为

明显的分化，就社会地位与专业地位而言，５个群体

从城镇到乡村依次呈递减状态分层，而经济地位也

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应该说，这一研究对我们

了解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内部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意

义，研究结果与人们的日常感受也基本一致，即城乡

教师间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
其次，特岗教师均通过统一的招考程序进入教

师序列，这一特定的录用程序一方面达到了提升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资学历水平的政策目的，但

同时带来的 结 果 是 农 村 中 小 学 教 师 社 会 资 本 的 缺

乏。根据我们的调研，“特岗计划”带来的教师招录

方式的转变给农村新教师的来源人群带来了重要的

变化。调研中大部分县份通过“公招”渠道招录中小

学的教师，即以县级政府为主体进行地方教师招聘，

这一方式使得基层用人部门与教师候选人之间直接

接触，增加招录过程中双方的接触，有助于双方做出

契合的选择。但是不少地方的教师与管理者也反映

基层招录过程容易存在“关系户”、“人情录用”等情

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关系户的实质即社会资本

在经济与文化市场中的体现，即被聘用者所拥有的

社会资本通 过 教 师 招 录 过 程 转 换 为 经 济 与 文 化 资

本。而“特岗 计 划”改 变 了 传 统 农 村 教 师 的 招 录 渠

道，大部分地方将招考与录用环节分离，即教师招考

由省级教育部门组织，面试聘用环节由县级教育部

门组织。这样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县级政府

对于农村一线教师招录的权力，从而缓解伴随的“人
情录用问题”，另一方面，与传统渠道招录的教师相

比，通过“特岗计划”新录用的农村教师在地方缺乏

社会资本，因而可能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
第三，“特岗计划”政策规定，特岗教师在正式进

入当地教师编制之前，应当有三年期限的服务期，这
种特别的身份某种意义上为特岗教师群体贴上了标

签，区别于其他教师群体，特别是在专业地位上，由

于兼具新手教师与“非正式教师”的双重性质，特岗

教师构成同类教师群体中的边缘群体。应当说，从

制度设计角度而言，特岗教师与通过其他渠道进入

农村教师职业的教师没有实质区别，三年服务期的

设置虽然具有增加岗位吸引力及财政过渡等多重考

虑，但并不具有“临时”教师的含义，政策也特别规定

教师在特岗服务期间的待遇与其他教师等同，我们

的调研也证实在大部分地区这一政策的实施得到了

落实。然而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在学校现实

日常生活中，特岗教师身份在实际管理和群体认知

层面与其他农村教师之间常常存在微妙的区别。在

管理层面，特岗教师与大多数新入职教师的管理方

式一 致，但 由 于 没 有 正 式 入 编，管 理 上 的 现 实 困

难———如人事与教育部门的职能配合等因 素，也 造

成特岗教师管理中采取少数临时性措施，比如暂时

不列入职称评定序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交往

中，一些同事乃至管理者将特岗教师与其他支教群

体视为类似性质，或者因为三年服务期与不入编的

设置认为其具有“临时”性质，从而影响到特岗教师

的群体地位与认知。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强

化了特岗教 师 群 体 在 整 个 农 村 教 师 群 体 中 的 弱 势

地位。
综上所述，撇开教师整体在当前中国社会分层

中的地位暂不讨论，就特岗教师在目前我国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群体的社会位置而言，由于特岗教师在

·２１·



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以及专业地位等方面的弱势处

境，决定了特岗教师群体在整个教师群体中的边缘

与底层地位。作为基层农村教师中的新入职群体，
这种职业群 体 中 的 较 低 分 层 地 位 并 不 过 分 令 人 吃

惊，现有研究也有多少揭示。［４］然而现有研究鲜有涉

及这一社会地位的动态考察，也即没有讨论这种分

层的形成过程与机制，以及这一现象与宏观社会结

构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个教师或者说农村教师群体

中的特殊组成部分，特岗教师群体究竟经历了一条

怎样的社会轨迹而来至现有的基层教师职位？更进

一步，这样的社会群体运行轨迹对于整个社会特别

是农村学生与家庭所处的农村社会将带来怎样的影

响？下面我们将根据部分调研数据的分析，转向对

这些问题的讨论。

二、“回到原点”：特岗教师的社会轨迹

鉴于“特岗计划”政策出台时间不长，至今不到

十年，目前关于特岗教师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课

题组的调研是目前所见学术界关于特岗教师的首次

大规模调查。调研结果对于我们了解这一特殊农村

教师群体 的 背 景 及 社 会 轨 迹 十 分 有 意 义。通 过 调

研，我们发现多数特岗教师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社
会经济地 位（ＳＥＳ），以 及 其 他 一 些 群 体 特 质。在 某

种程度上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特岗教师具有相

近的社会流动轨迹，我们认为，对于农村家庭与学生

而言，特岗教师的流动轨迹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
对特岗教师的年龄、性别、出生户籍、民 族 等 基

本信息进行 统 计，发 现 特 岗 教 师 普 遍 比 较 年 轻，近

９９％的特岗教师年龄都在２０—３０岁之间，考虑到特

岗教师的招录是直接面向应届和近三年毕业的大学

生，这一点说明这项要求较好地得到执行。从性别

比例来看，在特岗教师群体中，女性特岗教师所占比

例很大，接近６０％，与同期５３％的全国女性人口比

例相比高出７个百分点，但考虑到特岗计划仅针对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而义务教育学校由于学生年龄

段较低，女教师的比例偏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

相似，从特岗教师的民族构成来看，与全国总人口中

少数民族９％的占比相比较，特岗教师中１７％的少

数民族教师比例高出近一倍，但是由于特岗计划的

实施范围主要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包括国贫县、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灾区等地域，这样的政策实施地理范

围限制有可能放大少数民族教师在特岗教师中所占

比例。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组特岗教师的基本背

景数据仍然表明在现有特岗教师群体中，女性、少数

民族等弱势群体占据比较大的绝对比例。
相比之下，特岗教师的出生户籍背景更具有社

会学意义：调查以特岗教师母亲户籍为依据统计特

岗教师的原始家庭户籍背景，数据显示近８０％的特

岗教师为农业户口。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揭示了一

点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作为最基层农村中小学校

教师的特岗教师，大部分出生于农村家庭。换句话

说，这些教师多与他们现在所教的学生具有相似的

家庭背景，他们来自于同一类家庭，经过学校教育系

统的层层筛选，最后以特岗教师的身份又重新回到

农村，在与他们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农村学校相似的

教育环境中工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特岗教师群体的家庭背景，问

卷从特岗教师的家庭经济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家庭

支持程度三 个 方 面 对 特 岗 教 师 的 家 庭 情 况 进 行 调

查，以分析特岗教师所来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数据显示，特岗教师来自家庭的年收入主要集

中在１０　０００到５０　０００元之间，且呈负偏态分布，家

庭年收入在１－２万元之间的最多，大于２万的家庭

较少。对照２０１１年 全 国 农 村 户 均 收 入２１　０００元，
即使在农村，特岗教师来自的家庭收入也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
这与受调查特岗教师的自我感觉基本一致，依

据自我汇报，超过９３％特岗教师认为自己家庭的经

济条件在他们本人家乡属于“中等”或“偏下”地位。
问卷统计结果还显示，特岗教师父母的文化程

度普遍不高。父亲文化程度最大比例的是“初中”，
初中和初中以下加起来比例约为６４％，母亲文化程

度占最大比例的是“小学”，初中和初中以下加起来

比例接近８０％。
除开特岗教师的出身家庭背景，我们在调查中

还关注了特岗教师的受教育情况。“特岗计划”政策

规定，特岗教师招录面向应届及近三年毕业的大学

生，一些紧缺专业可适当向大专生开放。通过统计

受调查特岗教师的最终学历分布情况我们看到，近

三成的特岗教师来毕业于大专，而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的特岗教师所占比例几乎可忽略不计。在超过６
成的本科毕业特岗教师中，虽然我们没有更具体和

精确的统计数据，但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多数毕业

于三本或二本以下的本科类学校，其中又以师范类

高等院 校 为 主。总 的 来 说，如 果 以９８５、２１１、一 本、
二本、三本、大专等官方指标，或者按照研究者提出

的研究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高等专科与高等职

业学校等分类体系［５］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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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特岗教师的毕业院校多为我国高等院校分层中

的底层机构，这些机构的重要特征在于社会与学术

声望较低、文化资源相对缺乏，毕业生在文化与经济

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调查表明，一方面大部分特岗教师来自农村家

庭，由于中国城乡的差异，农村家庭的整体社会经济

地位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另一

方面，即使在农村家庭中，特岗教师家庭的社会经济

状况（ＳＥＳ）多 处 于 中 等 偏 下 位 置。总 之，从 群 体 特

征来看，特岗教师群体主要来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

农村家庭，这一点结论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从这个

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特岗教师的社会流

动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划了一个圆圈，大部分特

岗教师来自于中下层农村家庭，通过自基础教育与

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的筛选与培养，最后以农村教

师的身份重新回到与他们出身地相似的农村区域。

三、“榜样的力量”：特岗教师与农村教育

期望

从农村来，又回到 农 村 去———从 社 会 学 与 教 育

学意义上来看，特岗教师群体的这种社会运行轨迹

对于农村家庭与农村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就目前

中国的社会流动情况来看，中下层农村家庭子弟多

流向城镇成为打工人群，某种意义上也即新兴的产

业与服务业工人阶层。从社会分层角度看这种从农

村向工厂的社会流动，很难被视作一种向上的社会

流动。另外少部分中下层农村学生通过教育系统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中产阶级的

组成部分，但有研究表明，近年农村学生进入我国优

质高等教育机构的机会实际有所减少［６－８］，因此大

部分农村大学生去向底层的高等教育机构。从这个

角度来看，特岗教师群体对于农村学生的社会学与

教育意义 就 更 加 显 著。首 先 特 岗 教 师 主 要 来 自 农

村，其次他们多毕业于二本三本乃至大专院校，属于

农村大学生的主力群体，最后他们成为偏远贫穷的

农村地区学校的教师。这样一群与自己背景相似的

农村教师，对于农村学生与家庭的示范效应以及这

个群体关于社会与教育期望的影响，将难以估量。
布迪厄使用“惯习”概念深入地剖析了社会结构

与教育期望以及教育成就之间的复杂关系：

　　即使看起来好像是出于某种“职业”前景的
考虑，或者是出于学生学习能力的不足，当每一
个学生选择不再继续升学或者选择某类贬值的
学校轨道时，这个学生所在社会阶层与整个教

育体系之间的客观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先于
且久于个体选择而存在）将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因素，因为任何特定个体的学业前景之大小取
决并构成他所在的阶层或群体的集体客观学业
前景。［９］（Ｐ１５５）

布迪厄认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学生在教育体

系中的学业前景的不同分配比率，不仅仅是反映教

育乃至社会不平等的数据指标，更是解释这种不平

等分配的重要理论构建。这就是布迪厄所指的“惯

习”（ｈａｂｉｔｕｓ），也 即 “外 在 的 内 化 和 内 在 的 外

化”［９］（Ｐ２０４）。农村学生个体或家庭的教育选择，首先

受到客观条件下形成的阶层性情倾向的影响，这种

性情倾向反映了作为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农村学生的

学业成功与社会地位上升的客观机率，并决定他们

对于学校和 教 育 所 采 取 的 态 度，或 者 说 教 育 期 望。
反映这种关联机制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近些年随着

农村底层的 农 村 学 生 的 学 业 成 功 机 会 趋 于 逐 年 降

低，农村中小学生“厌学”倾向与“自愿性”辍学现象

也随之上升 和 增 加。［１０］需 要 指 出 的 是，并 非 仅 仅 社

会结构与学 业 成 功 机 率 影 响 个 体 或 群 体 的 教 育 期

望，教育期望与态度也应当且必须同时被视作形成

这种客观机率的社会机制，从而构成一种循环的再

生产机制。客观现实与主观意识、社会结构和教育

体系在这样的“主观期望”中关联起来。
结合本文讨论的特岗主题，笔者认为出身于中

下层农村家庭背景的特岗教师，对于农村学生与家

庭的教育期望将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教育期望进

一步影响学生与家长的受教育态度与学业成就，最

终体现于中下层农民阶层的社会流动情况。身边的

例子将成为激励或者挫伤农村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实

现社会上升流动的鲜活“榜样”，他 们“不 曾 期 冀 他

们未尝得到过的，他们也未尝得到他们没有期冀过

的”［９］（Ｐ２０７）特岗教师的到来，对于边远农村学生的学

校教育，究竟是喜是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还

得视“特岗计划”政策如何规定与执行。

四、政策启示与建议

以上讨论向我们揭示，一方面特岗教师作为一

个社会群体，在出生背景上与农村地区的学生具有

相似性，随着特岗计划的持续执行与推广，有理由相

信，特岗教师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逐步成为农村特别

是最边远艰苦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主力。这些与

农村子弟及其家庭日常接触的乡村教师，对后者的

教育态度与 学 业 成 就 直 至 社 会 成 功 期 望 产 生 了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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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作为 处 于 中 国 社 会 分 层 底 层 的 边 远 农 民 阶

层，他们的教育与社会成就期待无疑对于整个中国

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为

整个教师群体的组成部分，目前的政策条件下，特岗

教师同时又处于教师职业内部分层的底层，作为特

定的基层农村教师，他们大部分无论是在经济条件、
社会资本以及专业地位等方面都处于中小学教师群

体中的弱势地位。应该说，通过家庭与个人的投入

与努力，来自中下层农村家庭的特岗教师群体借助

教育系统确实成功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这

种流动也是十分有限的，他们依凭乡村学校薄弱的

教育与文化资源，通过层层教育筛选，最终勉力挤入

在经济和文化资本方面都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中

小学教师群体，获得一份稳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虽
然同时不得不接受这一阶层的底层地位。

从政策角度而言，对特岗教师群体在中国教师

群体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流动机制中特殊性的准确把

握与深刻理解十分重要。特岗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

与农村中下层家庭的教育与社会期望息息相关。换

句话说，一方面，特岗教师成功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

事实有可能正面激励农村家庭与学生的教育期望，
另一方面，特岗教师在同类教师群体中整体较低的

社会经济与专业地位，特别是如果与本区域其他职

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也相对弱势的话，也会对农

村学生的教育与社会期待造成负面影响，带来消极

的学校教育态度、厌学、辍学等问题。
因此，从政策实践来看，改善以特岗教师为代表

的新一代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经
济与专业地位，不仅关乎教育资源均衡、教育区域平

衡发展或者说整体教育公平，同时也关系到教育体

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流动机制的健康。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类 似 的 政 策 改 善 社 会 意 义 巨 大、势 在 必

行。然而，制定实施旨在提升包括特岗教师在内的

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村教师社会经济地位的政策措施

不无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类似的政策将对

现有的教师分层格局带来冲击，这种格局性的改变

与颠覆常常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任何试图改变

现有教师分层结构的尝试都不得不面临错综复杂的

体制与利益障碍，包括复杂微妙的地方社会资本结

构、现有的农村教育行政管理机制的颠覆、教师群体

中的既得利益阻碍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有待于

进一步翔实深入的调研与分析，研究者、实践者与政

策制定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与展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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