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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科教师队伍日益壮大，如何
让他们在农村留得住、有发展，成为紧
迫的现实问题。

作为全科小学教师的使用方，各地
教育局的用人政策是主要的指挥棒之
一。松阳和遂昌用人政策上的差异，让
两县全科教师呈现出有所不同的职业
发展方向。

这主要体现在：15 名服务期满后
选择继续坚守在农村小学的全科教师
中，有 13 名在松阳，仅有 2 人在遂昌。
但 5 名转型为中学老师的全科教师都
在遂昌。

“当时遂昌的师资力量非常紧张，
初高中尤其缺优秀老师，所以存在高中
向初中选拔优秀教师，初中再向小学选
拔优秀教师的情况。”雷土松说，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首批全科教师中有5人经
过双向选择进入遂昌城区初中。

遂昌其余10名全科教师，有1人分
配至县城小学，9 人分配至农村小学。
分配至县城小学的全科教师须在任教生
涯中完成去农村小学支教3年的任务。
分配至农村小学的全科教师，满3年可
参加进城考，进入县城小学。因为全科
教师整体素养不错，进城考比较占优势，
目前仅有2名老师仍坚守在农村小学。

松阳则将所有全科小学教师都分
配到农村小学。“所有全科教师要在首
次分配的农村小学任教满 3 年才能参
加选拔考试，调入离县城较近的农村小
学。在农村小学任教满6年后，可参加
县城小学的选拔考试。”李军伟说，为了
让全科教师安心留在农村，他们着重打
造全科教师的梯队建设，为老师提供更
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从实践来看，农村小规模学校需要
一人多岗，更容易培养出管理人才。松
阳 13 名还留在农村的全科教师中，已
有3人成长为副校长。

只有可发展，才能留住人才。与职

业发展、收入等密切挂钩的职称评定，
是全科教师关注的重点。农村小学需
要全科教师，但职称评定只能按单学科
工作成果。职称评定，已成为横在全科
教师面前的一道新门槛。

“教师资格证考试小学类别面试几
年前已增设小学全科学科，那么职称评
定能否也打通全科教师的评定通道？”
张琳倩说，工作 6 年期间，她每年都担
任多学科教师。相对于只教单科的老
师，她花在主攻学科上的时间、精力相
对没那么多，这对于评职称很不利。

对此深有同感的李军伟告诉记者，
松阳教育局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
了初步探索，于2020年出台《松阳县教
育系统职称量化补充意见》，对全科教
师职称评定的部分项目有适当倾斜，也
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想要真正打通全
科教师职称评定通道，要探索的还有很
多。”李军伟说。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杭师大
教育学院原院长童富勇是杭师大培养
全科教师的推动者之一，10 年来始终
密切关注着这一群体。他说：“我省义
务教育由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的重
要决定因素是农村教育质量，全科教师
政策正是为补上这一薄弱环节而制定
的。但分学科培养模式仍是当前我国
小学教育的主流。想让全科教师助力
农村教育质量提升，要为他们提供成熟
可靠的支持与保障体系，完善教师评价
制度。”

据悉，省教育厅今年已将“中小学
教师定向培养调查研究”列为厅级重点
调研课题。“全面总结我省实施中小学
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经验探索及存在
的问题，我们也计划对现有定向生培养
政策进行优化和升级。”省教育厅教师
工作处相关负责人说，首批全科教师面
临的问题和县级教育部门的诉求，省教
育厅也会着重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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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面向农村培养小学全科教师浙江面向农村培养小学全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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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 年年，，浙江省教育厅在国内率先开展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试点工作浙江省教育厅在国内率先开展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试点工作。。由试点县松阳和遂昌各招由试点县松阳和遂昌各招 1515 名丽名丽

水应届高考生水应届高考生，，作为首批定向小学全科教师作为首批定向小学全科教师（（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全科教师全科教师””）。）。这这3030名学生由杭州师范大学统一培养名学生由杭州师范大学统一培养。。
此后此后，，全科教师的试点范围在省内不断扩大全科教师的试点范围在省内不断扩大，，至至 20152015 年已在全省推开年已在全省推开。。迄今迄今，，我省已有我省已有 27562756 名在读及在名在读及在

职的全科教师职的全科教师，，省内培养全科教师的高校也增至省内培养全科教师的高校也增至88所所。。
20162016年年，，首批定向生毕业后进入松阳首批定向生毕业后进入松阳、、遂昌两县的农村小学遂昌两县的农村小学，，担任既能教语文担任既能教语文、、英语英语、、数学数学，，也能教音乐也能教音乐、、体体

育育、、美术的全科教师美术的全科教师，，以解当地学校教师结构性失调的燃眉之急以解当地学校教师结构性失调的燃眉之急。。
今年今年，，首批全科教师原定首批全科教师原定66年的服务期已满年的服务期已满，，老师们还愿意留在农村吗老师们还愿意留在农村吗？？他们为农村小学带去了怎样的新他们为农村小学带去了怎样的新

气象气象？？1010年试点又带来了什么启示年试点又带来了什么启示？？近日近日，，记者深入松阳记者深入松阳、、遂昌两地采访遂昌两地采访。。

“我现在是学校的‘救火队员’。如果有老师外出培训、请
假等，我就去各班代课。”在松阳县枫坪乡中心小学全科教师
潘玲莉的办公桌上，一张满是圈注的课表非常醒目。她笑着
说，自己的优势因此体现——本科期间主修数学、科学和美
术，音乐、体育也有所涉猎。

枫坪乡中心小学仅有 47 个学生和 9 个在岗老师，距离县
城有近一小时车程，是松阳县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之一。“刚来
时，我们学校特别缺音体美老师，我同时教数学和美术课。”潘
玲莉说。

现在，潘玲莉是学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由于人手紧缺，
潘玲莉还兼顾党建和办公室等工作，每天至少要忙到晚上八
九时。她在距学校步行只需 5 分钟的宿舍住了 6 年，只有周
末才能回到县城的家中陪伴家人。

六年级女生周欣怡告诉记者：“潘老师上数学课时会给我
们设计分层作业，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她的美术课也上得很
有趣。”

在距离遂昌县城40分钟车程的金竹镇中心小学，潘玲莉
的大学同班同学张琳倩同样已任教 6 年。“上大学时，觉得自
己比其他同学要学的东西多很多，好辛苦。但工作后，发现学
的东西都特别有用。”张琳倩告诉记者，自己教过数学、美术、
音乐等多门学科，且小有成绩。

“啥都懂一点”的张琳倩是该校最受小朋友喜欢的老师之
一。孩子们在张琳倩美术课上画的作品，数次在县级比赛中
捧回奖状。而上信息技术课时，张琳倩则会教很多农村孩子
从没接触过的编程，很受欢迎。

张琳倩任教的头一年，负责五年级的数学和音乐课。班
里有两个男生特别调皮，发现她是新老师，更是不买账。“我尝
试在音乐课上给学生排舞台剧，没想到虽是头一次接触，但孩
子们都很有兴趣。后来我还带着他们去县城参加比赛，拿了
一等奖后又代表县里去丽水市参加比赛。”张琳倩说，两个调
皮男生也是舞台剧的主力。比赛回来后，他们就心服口服地
成了自己的“小跟班”。

在金竹镇中心小学校长叶平看来，一些在城里孩子看来
或许较为平常的经历，对山区小学的孩子们却弥足珍贵。他
们在一次次体验和成功中，不断自信起来。这正是全科教师
为农村小学带来的新变化之一。

潘玲莉和张琳倩的经历，是 30 名首批全科教师的缩影。
在松阳、遂昌，记者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勾勒出首

批全科教师的大致轮廓：至少三分之一有过在农村小学同
时担任多学科教师的经历，有 5 人目前还在农村小规模学
校任教。他们综合素养高、乐于奉献，从总体表现来看，明
显优于县域内其他教龄相仿的老师。“他们的到来，明显提
升了农村小学的教学质量。”松阳县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李
军伟说。

在 6 年服务期满之内，首批全科教师做出了不尽相同的
选择：2 人因为自身原因违约辞职，4 人选择调离，4 人调入县
城小学，5人转型为中学教师，15人选择继续扎根农村小学。

对多数已有家小却坚守偏远农村小学的全科教师来说，
这样的选择意味着需要作出一定牺牲。枫坪乡中心小学六年
级男生吴陈坤悄悄对记者说，他曾看到潘玲莉偷偷在哭：“潘
老师的女儿发高烧了，但来回太远，回不去。”

在采访中，每当记者询问首批全科教师“有没有想过回到
县城或者离县城更近的农村小学”时，总能看到他们露出纠结
的神情，但最终他们又会不约而同给出一个相似的答案：待得
越久，越舍不得学生。回答记者提问时，他们从没有用到“担
当”“责任”等词汇，但他们的选择是更有感染力的表达。

新变化新变化 农村孩子更加自信农村孩子更加自信

如何培养好具有本科学历、毕业后主要面向
农村的全科教师，对于高校和属地教育局来说，
都是全新挑战。

杭师大在招生前就专门制定了培养计划。
考虑到首批毕业生到农村小学需要担纲多学科
教学，他们在校要学的课程比普通师范生多。例
如，大一需要学习文、理、艺术等大类基础课程；
到了大二，文科方向学生必修语文类、英语类、艺
术类等四五门课程；理科方向学生则必修数学
类、科学类、艺术类等课程。

首批定向生毕业时，有两位同学成绩不够理
想。李军伟记得，自己当时还在想，他们能当好
老师吗？好在通过松阳县教育局的岗前培训、青
年骨干教师跟踪培养研修班以及名师工作室引
领，这两位同学逐步赶上大部队，如今已是所在
学校的教学骨干。

这件事触动属地教育局去思考，如何更好地
与高校共同培养符合地方实际需求的优秀教师。

近两年，松阳、遂昌两县教育局为在校定向
生开展了职前教育跟踪培训，全程参与定向生培
养工作。“县教育局每年会组织定向生汇报一年
学习成果，并组织定向生到县里实习。”遂昌县教
育局人事科科长雷土松说。

两县教育局还会按照学生每学年的成绩发
放生活补助。例如，2021年出台的《松阳县教育
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试行）》中，也写入“强化
教育人才储备机制”。按照规定，松阳教育定向
培养生学费补助从 2 万增至 4 万的同时，还增加

了生活补助。
首批全科教师中的多数人毕业后立即奔赴

农村小学。在教育实践中，他们遇到了一些难题。
“农村小学中有不少是小规模学校，教师人

数少、流动快、教研力量薄弱。工作的头两年，我
感觉自己不会上课，但在本校又找不到非常资深
的前辈请教，只能上网找一些课件教案自学”“任
教 3 年后，我考上了规模更大、离县城更近的学
校 ，但 发 现 自 己 不 会 管 理 大 班 额 班 级 ，很 焦
虑”⋯⋯在记者与首批全科教师的两次座谈中，
多位教师讲到了类似困惑。

主管部门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从今年开始，
遂昌教育局组建了“新苗班”，帮助当年毕业的定
向培养师范生顺利完成角色转变、站稳讲台。松
阳教育局则在几年前已有类似探索。

但这依然不够。“4 年师范教育只能帮助新
任教师做好进入教育专业实践的准备，他们尚
需学校教育实践的培育，实现向合格教师的转
化。简单地将新任教师配置给薄弱的农村学
校，不利于农村新任教师成长，容易导致他们的
职业挫败。”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
王凯为此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希望全省统一部
署，由各地遴选师资水平较高、教师编制相对宽
裕的城镇学校，建立农村新任教师培育基地，并
将对农村新任教师培育绩效纳入学校考核。培
育后再将新任教师分配到农村小学，无论对教
师自身发展、还是对带动农村小学教研水平，都
有较大益处。

新命题 全科教师如何培养新命题 全科教师如何培养

林 莉

浙江是全国率先启动农村全科教
师项目的省份，但全科教师并不是新鲜
事物。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私塾先生、
复式教学教师都是不分科的，而一些国
外学校则有全科教师包班授课的传统。

浙江面向农村的全科教师则有着全
新的时代和政策“语境”。城乡差距历来
是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薄弱环
节，当我省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走向优
质均衡，农村学校的师资问题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全科教师正是针对农村
学校，尤其农村小规模学校较为突出的
结构性师资短缺问题而提出的一项政策
设计。

当前，应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振
兴和农村教育提速发展新契机、农村儿
童当下和未来幸福生活、教师个人终身
专业发展共同构成的三维坐标系中，重
新定义全科教师的“农村性”“全科性”。
除了在县管校聘制度设计中，应让这一
群体“被看见”外，省级层面也需要对全
科教师的招生、职前职后培养、使用制度
有定期的复盘、优化和升级，才能更好地
发挥全科教师
的独特优势与
作用。

（作者系浙
江省教育研究
院基础教育研
究所所长）

全科教师的全新时代语境

遂昌县金竹镇中心小学全科教师张琳倩给孩子们上音乐课。遂昌县金竹镇中心小学全科教师张琳倩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遂昌县三仁小学全科教师李逸颖在备课。 松阳县新兴小学全科教师叶秀水带着孩子们上劳动课。

松阳县枫坪乡中心小学全科教师、副校长潘玲莉给学生辅导作业。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遂昌县后江民族小学全科教师朱文军和孩子们在校运动会上快乐合影。

遂昌乡村风光遂昌乡村风光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