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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认一致走向疏离：２００１年前后的改革对

教师与村落关系的影响

王国明，杨赟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２００１年前后的农村教育改革使得农村教师补充方式发生突变，市场化的招聘方式快速代替了传

统教师补充方式。尽管农村籍大学生依然是农村教师的主要来源，但学校教育日渐远离村落，农民与学校 的

教师的关系日益经济理性化，教师在来源、教育关系上与村落社会的疏离日趋明显，农村教师身份的国家 性、

制度性日益彰显，村落性日益消弭，教师与村落之间的“默认一致关系”逐步被更为疏离的相互关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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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在研究建国以来农村教育问题时，往往

将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历史分段节点，并将后续的

农村教育变革视为随改革深化而渐变的过程。但这

种思维在分析农村教师问题时却不够合理。因为直

到２０世纪末，农村教师补充还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

就存在的国家分配、聘用代课教师等多种方式，在来

源上也主要是靠本乡本县的人为主。直到２００１年

前后，一系列农村教育改革才使得农村教师补充逐

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尽管农村籍大学生依然是农

村教师的主要来源，但在教师来源、入职方式、培育

和管理上都有一个突变的过程。另外，深刻的农村

社会变革也使得农民的教育观念和需求发生转变。
在这种双方面变革的背景下，教师与村落教育需求

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在分析２００１年前

后农村教育变革主要方面的基础上，揭示教师与村

落关系的变化。

一、背 景：世 纪 之 交 的 农 村 教 育 与 社 会

变革

世纪之交的教育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但总体上

是学校在供养关系、地理位置等方面远离村落的过

程，政府（县政府及更高层级的政府）代替乡镇政府

以及村落在农村教育的举办上承担更多责任。城镇

化的突飞猛进催使了村落转型或衰落，很多农民的

收入更加依靠城市工业企业，农村家庭年轻人外流、
儿童隔代抚养现象日益增加，农民对学校教育功能

上的期待有所变化。

第一个 方 面，在 村 落 与 学 校 的 关 系 上，２００１年

推行的几项改革使得村落与学校逐渐疏远：当年开

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对农民的教育集资，建国

以来村落在财、物上直接参与办学的历史得以终结；
农村办学开始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同年正

式开始的撤点并校使得学校在地理位置上逐渐远离

村落。第二 个 方 面，在 教 师 与 村 落 的 关 系 上，１９９９
年大学生分配政策的取消以及师范教育转型、县域

内中等师范学校逐渐取消等，使得农村教师来源上

主要来自本县的格局被打破。第三个方面，在农民

对学校教育的期待上，１９９９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农民家庭对“教育翻身”的
期待。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的扩招强

化了在教育获得上来自父代阶层差异背景的影响，
优势阶层在扩招中所获得益处被异乎寻常的扩大和

强化，中等优势阶层和劣势层在教育扩招中所获得

的益处十分有限”［１］（Ｐ２４７）。第四，从农村自身社会结

构以及农民家庭的结构来看，农民进城务工对教育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农

民工已经大量涌现，但农民打工场所离开本乡本县

并在数量级上飞跃到亿人级则是在进入２１世纪后，
据推算，１９９５年 全 国 农 民 工 大 约 在６　６００多 万 人，
且相当数量的人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但２００４年全

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２亿人，他们平均年龄２８岁左

右。［２］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

展报告２０１２》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

近２．３亿，超过三成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生活



时间超 过５年，全 年 平 均 回 老 家 不 足２次。［３］２０１０
年，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６　１０２．５５万，占农村儿童

３７．７％。因为家庭照料不周，留守儿童的辍 学 问 题

低年级化趋势加重。［４］教育的家校合作关系弱化，学
校和教师在儿童成长上增加许多附带的责任。家长

对“读书可以翻身”的认可度降低，对学校教育的抚

育、安全保障功能的期待增加。

２００１年前后农 村 教 育 与 社 会 的 变 革 主 要 是 经

济关系的变革。农村教育人员和经费以及农民的生

计从依赖乡村逐步走向依赖国家、市场与城市。在

持续的变革背景下，教师、村落都不是稳定的主体，
这是理解二者关系的前提。

二、默认一致：传统教师与村落的关系

本文所指的传统教师是指在取消分配和高等教

育扩招以前的农村教师。长期以来他们就是农村教

育的中 坚 力 量：１９４９年 全 国 小 学 有 民 办 教 师１０．５
万人，占 小 学 教 师 的１２．６％；中 学 有 民 办 教 师２．８
万 人，占 中 学 教 师 总 体 的４２．４％。［５］（Ｐ１６２－１６４）１９７７
年，民办教师数达到峰值４７１．２万人，占当时中小学

教师总数的５６％；［６］除 民 办 教 师 外，中 等 师 范 也 为

农村学 校 培 养 了 大 批 合 格 教 师，仅 从１９８０年 到

１９９９年，中 等 师 范 学 校 共 培 养 了７４０万 名 毕 业

生。［７］（Ｐ２６５）尽管这一时期教师培养方式比较多样，但

教师来源以 及 培 养 机 构 的 本 土 性 特 点 是 十 分 明 显

的。不管是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还是中等师范毕业

的教师，他们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与村落、与农耕生

活在地理位置、情感上存在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

是以学校教育与村落在地理、经费供养上的密切联

系为前提的。学校生活与农耕生活虽然在形式上大

为不同，但二者都处于村落共同体之中。这里的共

同 体 是 滕 尼 斯 所 说 的 “持 久 和 真 正 的 共 同 生

活”［８］（Ｐ４５），学校处于村落之中或离村落不远，教师与

乡民相互熟知与认同度很高，教师流动尤其是流动

到城市的愿望与几率比较小。
那么在这样的教育关系中，教师的身份特点是

什么呢？这里以及后文所指的身份概念借用华尔德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Ｗａｌｄｅｒ）的代表性观点，“指一种地位，
在那上面附着一系列的权利和责任、特权和义务、法
定的特许和禁止，这是为社会所认可并为国家权力

所规定和推行的”［９］（Ｐ４６）。在 农 村 具 体 的 环 境 中，教

师的身份往往能通过教育意义上的教师与家长、儿

童的互动关系表现出来。
传统的本土教师与家长在如何教育孩子上不是

依赖于教育法律或规章制度，而是基于共同认可的

“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必需”，儿童在家庭中犯错跟在

学校中犯错往往会遭受同样的处罚，如何惩罚孩子

（如打屁股），惩罚的限度让他们吸取教训是教师和

家长都能掌握的技巧。教师因为惩罚孩子而受到父

母怪罪的现象少之又少，学校同村落一样，也是费孝

通所说的“无讼”的乡土社会。孩子所在的家庭与教

师建立了一种“默认一致”的共同抚育的关系，教师

对孩子的这种关系如同父亲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一

样，“并不是意味着使用和支配以利于主子，而是意

味着作为完成生养任务的教育和教导，传授大量的

亲身生活经验，这种传授只能随着孩子的长大逐步

的增加地得到回应”［８］（Ｐ５１）。在 这 样 的 教 育 关 系 中，

平等对话、师生互动等目前流行的价值观似乎得不

到体现，但它却体现了另外一种价值观，即教育是一

种陪伴，教育是一种等待。在这里可以看出，教师身

份既有国家 规 定 性 的 一 面，同 时，从 教 师 可 以 运 用

“体罚”等不被国家政策允许的“特权”、以及村落对

教师的部分供养上可以看出，教师身份既是国家赋

予的，也是村落赋予的。

三、走向疏离：教师与村落关系的变化

如开篇所述，宏观的教育与社会变迁使得学校

与村落逐渐疏远。但宏观的背景还不足以帮助理解

教师与村落的关系。因为当前多数到农村当老师的

大学生在读大学前是农业户口，根据２０１１年我们对

全国５　０００名特岗教师所做的问卷调查，７９．８９％的

特岗教师在 读 大 学 前 是 农 业 户 口。［１０］（Ｐ１７）他 们 与 村

落以及农民家庭（儿童）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这一

方面需要对农村社会及农民家庭的变迁做出分析，
同时，年轻 一 代 教 师 的 个 性 特 点 也 需 要 引 起 重 视。
而后者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有学者指出，个

性特征是一面多棱镜，通过这面多棱镜可以发现、理
解和考察当代生活中的其他焦点问题。［１１］（Ｐ４３）

随着中等师范的撤销（这些学校多数位于县级

城市），农村教师的培养机构越来越城市化而离农村

越来越远。与中师生相比，本科、专科的学生更多地

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的影响和塑造。人力资源市场的

竞争原则以及大学生良禽择木而栖的就业策略，都

使得农村学校处于人才配给的末端。去农村任教往

往体现的是大学生个体职业竞争的失败而不是理想

与奉献。从目前新任农村教师的年龄段来说，他们

基本是高等教育扩招后读大学的人，如上文所述，较
低的社会阶层导致的较低的教育获得是它们到农村

·２２·



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老一辈教师是从农田走向

讲台的热情高涨不同，他们则是进城又回乡的一代，
工作热情远没有老教师高。因此，教师倾向于逃离

村落是不可避免的，如教师的城镇化流动。近十几

年来出台的多数教师政策，如“免费师范生”、“特岗

计划”等，都首先是把限制教师的城市化流动作为重

要内容来做。
从农民家庭来看，２０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的农

民进城务工再次使得农民家庭最直接地参与到现代

经济生活之中。按照现代经济生活的规则办事也越

来越成为农民的精神特质。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
农民择校行为的出现等也使得村落逐渐成为学校教

育的选择者、参与者。多数年轻教师更愿意阅读学

校的规章制度、理清自己的权限范围，而不愿意和农

民进行更多深入交流。从农民方面来说，当学校教

育成为一种消费品和服务，当对这种服务的形式、效
果不满意时，家长往往和教师———陌生的、服务提供

人———陷入紧张的矛盾之中。与传统教师身份的国

家性与村落性溶于一体相比，教师身份在国家性、制
度性得以彰显的同时，村落性日益消弭。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２００１年前后的 教 育 改 革 与 农 村 社 会 的 变 革 相

呼应，对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村教

师补充方式的快速变革虽然是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必

然结果，但在新的农村教育环境下并没有产生很好

的效果。新型教师很难与农民家庭建立合作融洽的

教育关系，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教师的来源如教师的

户籍身份等要素发生了本质变化，而是学校教育与

村落逐渐疏离、农民教育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
从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化进程似乎不

可避免。基于生计与经济的需求，进城务工将在很长

时间内是多数农民的主要选择。村落日益凋敝，学校

日益成为孤岛。随着撤点并校的叫停以及农村教师

待遇的逐步提高，很多修补性的工作亟待展开。对教

师来说，怎样营造具有价值感、意义感的工作环境显

得尤为必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与村落构

建理解认同与合作关系的努力，而这正是年轻教师最

缺乏的。建议首先在教师的培养、培训上，增加社区

工作相关的内容，并且逐步建立农村教师评价的独立

指标，改变以学生学业成绩为唯一导向的指标，以增

强教师的工作意义感，改善学校与 社 区 的 关 系。其

次，应该重视本土老教师的作用。目前，２００１年国家

包分配时期的教师已经成为农村教师的骨干力量，在
制定相关农村教师相关优惠政策时，不能只考虑“特
岗教师”等新招群体，老教师的利益应该得到同等照

顾，他们的本土生活经验以及与社区更紧密的联系是

改善农村教育环境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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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６．
［１０］　郑 新 蓉．中 国 特 岗 教 师 蓝 皮 书［Ｍ］．北 京：教 育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２．
［１１］　［英］齐 格 蒙 特·鲍 曼 著．个 体 化 社 会［Ｍ］．上 海：三 联 书

店，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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