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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
实践困境与对策

———基于甘肃、山东等 6 省区的调查分析

◆ 陈玉义 万明钢

［摘 要］ 荣誉制度是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的重要支持政策，公共视域下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公共

荣誉是这一制度的主体。为了解其在乡村这一场域的实施情况，本研究收集甘肃、宁夏、山西、黑龙

江、山东和江苏 6 个省份 1297 名乡村教师的调查数据并加以整理分析，发现目前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面临

荣誉价值消解、荣誉载体缺失、荣誉表征失当和荣誉效用阻绝的实践困境。应通过构建有效的荣誉评选

和奖励机制、制订科学的称号设置与分类体系、健全具有引领和濡化价值的荣誉准则系统来进行制度

优化。
［关键词］ 公共视域; 乡村教师; 荣誉制度; 公共荣誉; 个人荣誉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 4808 ( 2019) 04－ 0028－ 06

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是乡村振兴的

中坚力量，是塑造乡间灵魂、生命和新人这一时

代重任的承担者。正如陶行知所言: “乡村学校应

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

乡村生活的灵魂。”［1］为建好建强一支乡村教师队

伍，国家提出了待遇提升、周转房建设和职称倾

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然而，物质福利保障并不

能取代荣誉激励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价

值。罗明煜深入研究了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

的教师荣誉制度，发现荣誉具有激励教师热爱并

积极从事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2］德国法学家赫伯

特·克吕格尔 ( Herbert Krüger) 指出，除了命令、
强制和惩罚之外，荣誉奖赏是激励和促进民众自

愿作出设立者所期望行为的重要手段。但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面临被边缘化

的困境，甚至正在转化为教师间矛盾的策源地，

在实践中走向政策设计的反面。
笔者认为，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传统的适用于包括乡村教师在内全体教师的

一般性荣誉制度; 二是以乡村教师为特定颁授对

象的专门性荣誉制度。实际上 “荣誉”目前并未

形成统一的概念认知和分类。著名心理学家阿尔

弗雷德·阿德勒 ( Alfred Adler) 认为荣誉的本质

是一种精神存在，被承载于符号或物质资本之中，

并通过一定的活动或仪式加以彰显。汉斯 － 格奥

尔格·伽达默尔 ( Hans － Gearg Gadamer) 将视域

诠释为视力所及的区域，个体与作为他者的公众

间存在着一定的视域差。由此，不同视域下荣誉

被区分为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公共荣誉 ( public
honors) 和基 于 荣 誉 感 知 的 个 人 荣 誉 ( personal
honor) 。就公共荣誉而言，表现为特定人从特定

组织获得的积极评价; 是公民在学习、生产、工

作或战斗中表现突出，成绩卓著而获得的光荣称

号。［3］公共荣誉是社会对个体价值的一种承认方

式，往往依赖于外部施誉者，以符号授予的形式

呈现; 个人荣誉则是基于荣誉准则的个体价值感

知，具有一定的内在自足性。乡村教师荣誉无疑属

于公共荣誉，是国家和社会对乡村教师在乡村的辛

勤付出、教育成就与社会贡献的肯定和赞扬方式。
针对乡村教师这一特质群体，2015 年 《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 ( 2015—2020 年) 》( 简称 《计划》)

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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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有关研究存在将 “荣誉”概念

作为自明之理未加澄清的现象，以及实证研究缺

乏、取样代表性不够、传统乡村教师荣誉制度被

忽视等问题。本文拟从公共视域出发，对以外在

认可形式呈现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实施状况进

行调查，了解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的现状、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

度实施机制，推动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聚焦于乡村教师的考察

本研究综合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调查

工具包括访谈提纲和问卷。访谈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以在西北某师范大学参训的宁夏乡村教师国

培学员作为对象进行预调查，其目的是为问卷编

制进行前期资料收集; 随后研究者深入甘肃和山

东等地乡村学校展开正式田野调查。从 2016 年 3
月至 6 月访谈乡村教师共计 119 人，男 74 人，占

比 62% ; 女 45 人，占比 38%。
调查工具为自编乡村教师荣誉制度调查问卷，

该问卷基于荣誉文化理论并借鉴其他同类问卷编

制完成，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和 18 日在甘肃

Y 县和 H 县对 195 名乡村教师进行了预测。问卷

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传统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

的现状及问题; 二是专门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建

立、实施及建议。共计 124 题。本文选取部分信

息，围绕荣誉评选标准、表彰奖励、资源分配、
称号设置等四个主题进行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首先在网络平台发布，然后通过各

地教育管理部门、校长和研究者任职教育领域的

同学、老师的帮助，组织教师完成问卷填答。调

查范围包括甘肃、江苏、山西、宁夏、山东和黑龙

江 6 个省份，共计回收问卷 1894 份，其中乡村教师

问卷 1361 份，清理无效问卷 64 份，有效乡村教师

问卷 129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3%，见表 1。

表 1 问卷调查样本 ( n = 1297 人) 基本信息

省份
性别

男 女

教龄 ( 年)

≤10 11 ～ 20 21 ～ 30 ≥31

学历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以上

山 西 135 337 55 218 129 70 6 141 322 3

甘 肃 199 110 125 98 62 24 6 67 231 5

山 东 151 134 24 89 87 85 3 34 242 6

宁 夏 38 35 38 23 10 2 18 17 34 4

黑龙江 49 48 16 42 28 11 1 18 77 1

江 苏 14 47 5 36 18 2 2 5 50 4

省份
属地

村 乡 /镇

学段

学前 小学 初中 高中

职称

无 二级 一级 高级以上

山 西 322 150 14 324 132 2 25 107 261 79

甘 肃 110 199 10 131 89 79 24 121 123 41

山 东 64 221 1 152 132 0 2 106 160 17

宁 夏 16 57 20 34 18 1 16 38 17 2

黑龙江 19 78 7 20 67 3 7 11 55 24

江 苏 18 43 4 33 16 8 4 8 41 8

本文围绕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收集了访谈和问

卷两类调查数据，访谈数据通过 NVIVO8. 0 软件

进行整理编码分析，转录过程中保持了被访谈者

语言的原初风格和“本土概念”; 问卷数据则通过

SPSS20. 0 软件加以处理，除进行频次和平均值描

述统计、配对样本 T 检验等参数统计之外，还对

部分由于通过频次、均值难以准确进行数据说明

的题目进行赋值量化。

二、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实践
困境

荣誉制度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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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教师对个

体价值追求的回归与关注，在乡村这一场域下乡

村教师荣誉制度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下列诸多

问题。
( 一) 荣誉价值消解: 评选功利化与标准的缺

失导致偏离公平与正义
荣誉是社会对个体价值的一种承认方式，但

荣誉并不一定真正构成人的价值标识，荣誉的权

威性依托于获得者值得享有这一荣誉。乡村教师

荣誉制度实施日趋功利化并与公平、正义偏离，

正导致乡村教师荣誉丧失对美德和卓越认可的权

威性。在乡村教师眼中荣誉正逐步陷入“无所谓”
的价值消解困境。

荣誉功利化和标准的缺失是价值消解的主因。
荣誉本为价值标识，但实践中作为施誉方的管理

者常基于工具理性，将其简化为管控教师的手段;

而作为受誉者的普通教师亦从功利主义出发将之

视为追逐职称和工资提升的捷径。本次关于乡村

教师荣誉获得价值的调查中有 76. 6% 的人选择职

称晋升。荣誉评选标准作为获得者荣誉资格的审

查依据，是公平与正义的维护者，标准的缺失易

为荣誉腐化的产生留下空间，使荣誉衡量的内部

价值尺度被“关系”“人情”“金钱”和 “权力”
等外因所取代，甚至出现 “平时工作中，丢三落

四不好好工作的，荣誉给他了，咱们看了可笑”
的乱象。荣誉评选标准与推选方式见表 2。

表 2 荣誉评选标准与推选方式 ( n = 1297)

学校评先树优标准 ( 单选)

选项 频次 比例 ( % )

荣誉推选方式 ( 多选)

选项 频次 比例 ( % )

没有 130 10. 0 组织推荐 484 21. 6

模糊 472 36. 4 竞争评定 517 23. 1

形式 398 30. 7 领导决定 592 26. 5

清晰 297 22. 9 民主投票 401 17. 9

总体 1297 100. 0 上级指定 244 10. 9

目前乡村教师荣誉评选功利化与标准的缺失

导致偏离公平与正义，以下三种影响因素不可忽

视。一是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的干扰。中国乡村是

典型的关系社会，往往 “以 ‘己’为中心，一圈

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荣誉指标

分到学校之后，“就像一个蛋糕，校领导把最好的

那一块先给关系最近的人，就这样往外推。”二是

个人利益交换的侵蚀，荣誉经常成为权力寻租的

筹码。教师 为 获 得 荣 誉 甚 至 要 排 队 送 礼，出 现

“干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人家的两瓶酒，两条烟”的

现象。三是马太效应和平均主义的羁绊。荣誉过

度集中于毕业班和大学科教师，如果没教到毕业

班，获得荣 誉 没 有 希 望，小 学 科 教 师 只 能 是 个

“打工的”。与此同时，轮流坐庄又已经成为部分

乡村学校荣誉分配的潜规则。
( 二) 荣誉载体缺失: 奖励虚表化且日趋精神

性单向度
由于荣誉本身不具备普通的交换功能，因此

其价值承载于符号或物质资本之中并通过相应仪

式得以彰显。对于乡村教师荣誉而言，仪式缺失

且奖励长期与物质分离呈虚表化的精神价值单向

度取向，使乡村教师荣誉陷入价值无根的困境。
仪式在宗教中具有区分 “神圣与凡俗”的功能，

在荣誉制度中仪式亦处于核心环节，但调查发现

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存在去仪式化倾向，荣誉的高

贵性难以通过仪式得到彰显，荣誉获得者难以产

生荣誉感，示范效应弱化。［5 － 6］另外，乡村教师荣

誉奖励过度去物质化忽视了乡村教师的经济人属

性。问卷对现实中乡村教师荣誉奖励情况和乡村

教师的期望进行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二者间存在

数据对调现象。为进一步量化说明，对各选项从 1
至 4 赋值处理，得分越高则表示获得物质奖励的

机会越 多，乡 村 教 师 荣 誉 奖 励 现 实 均 分 ( M =
1. 47) 低于期望均分 ( M = 2. 92 ) 。进行配对样本

差异性检验，荣誉奖励现实与理想之间差异显著

( t = － 40. 877，p ＜ 0. 001) ，见表 3。

表 3 乡村教师荣誉获得者奖励情况

选项

现实奖励形式

频次
比例

( % )

期望奖励形式

频次
比例

( % )

仅仅颁发荣誉证书 843 65. 0 127 10. 2

证书偶尔伴物质奖励 345 26. 6 347 28. 0

证书经常伴物质奖励 71 5. 5 271 21. 8

证书并总伴物质奖励 38 2. 9 496 40. 0

总 体 1297 100. 0 1241 100. 0

维克多·弗鲁姆 ( Victor Vroom) 认为动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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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赖于对某特定结果期望的强度和这一结果自

身的吸引力。我国乡村教师荣誉奖励与其理想间

存在巨大差距，“来点实际的，别光一个证书”的

语境下荣誉的激励价值被严重弱化。尽管目前乡

村教师待遇有所改善，但总体还处于 “撑不着，

饿不死，置不了事”的境况，社会经济地位不如

城区教师，收入甚至不如普通农民，在这种比较

劣势中乡村教师除了剥夺感之外何言职业幸福。
在生存性需要依然占据主导位置的条件下，待遇

低是乡村教师缺乏职业认同非常重要的因素。［7］乡

村教师荣誉奖励偏重精神而忽视荣誉价值的物质

依托性，使荣誉正在失去对乡村教师的吸引力。
李伯玲在对《计划》实施情况调查后认为，现在乡

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不理想，教师总认为荣誉没有

用。应该赋予一定的物质利益，他们几十年在乡村

确实作了贡献，那是人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 三) 荣誉表征失当: 称号印象的负性耦合产

生负向效应
我国教师一直以来处于由村向镇、镇向县、

县向地市的逆向流动状态，乡村教师 “不是在逃

离，就是在逃离的路上”。乡村教师职业声望偏低

的原因除现实的经济因素之外，还在于其文化资

本和社会资本的弱势地位，在乡村学校任教成为

教师“没本事”的标签。而荣誉作为对乡村教师

职业价值的外部认可与 “乡村”所涵有的消极印

象负性耦合，使荣誉拥有者难以产生获得感和荣

誉感。
“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政策设计的初衷是满足

乡村教师队伍建好建强的需要，有效实施离不开

乡村教师群体的认可与支持。付卫东在云南省调

查发现大部分乡村教师对此荣誉非常珍惜，但也

有 30. 6%的教师认为对于激励优秀教师留在乡村

任教并无太大作用。［8］问卷就“建立乡村教师荣誉

制度”的价值意义和荣誉称号中 “乡村”的个体

印象承载情况进行了调查。
从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可知，建立乡村教师

荣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受到大部分乡村教师的认

可，但称号中的 “乡 ( 农) 村”二字受到一些教

师的排斥。乡村教师曾作为 “乡贤”拥有很高的

职业声望，但目前他们已经从 “乡土 － 历史”语

境中的“高素质者”变成了 “城市 － 现代”语境

下的“低素质者”。乡村教师给外界的刻板印象是

“土老帽”，农村成为其自卑情结之源。宁夏一位

年轻乡村教师说: “一个同学 ( 我们) 都来自农

村，但他进了城里的一所学校，同学会上 ( 我)

感觉低一等。”因此，叶菊艳认为应该用“处境不

利教师”来代替 “农村教师”，以避免 “农村教

师”这一概念给人 “能力低” “学历不高”等负

面想象。荣誉证书 “乡 ( 农) ”二字的认可情况

见表 4。

表 4 荣誉证书“乡 ( 农)”二字的认可情况

教师 ( 化名) 观点

吕 丽
不加“乡村”二字好一些，就外人看

人家容易把老师分成三六九等

秦落东 制作证书不要提乡村，造成歧视性

李福瑞
最好不分! 优秀教师是 Z 市的，但你加

上乡村，这就……派生城市……

亓 彬
农村教师与城里的教师交往中感觉到受

歧视，没有具体的例子，但能感觉到

姚 磊
“乡村”有负面影响，本身就是弱势，

你又另加上两个字，那不更是弱势

( 四) 荣誉效用阻绝: 设奖比例过低使一线教

师渐失希望
立德、立功、立言的情怀使乡村教师对荣誉

的需求比其他行业的人更为强烈。但由于当下乡

村教师有效荣誉 ( 县级以上) 设奖比例过低，甚

至“一辈子一个也不容易”，使越来越多的乡村教

师被迫自我放逐，放弃对荣誉的追求，从而使荣

誉激励的效用链条无形中被阻断。
问卷就“2015 年荣誉获奖比例”和 “建议荣

誉获奖比例”的调查发现，普通乡村教师能够获

得县级以上荣誉的机会很少，使大部分乡村教师

感觉无望。数据进一步赋值处理，其中 2015 年获

得县级以上荣誉乡村教师比例赋值 1 ～ 4 ( “不了

解”为筛选项) ; 乡村教师建议荣誉获得者比例赋

值 1 ～ 5。前者均分为 1. 49 落在 5% 以下和 6% ～
10% 之间; 而后者均分为 3. 01，对应于 26% ～
35%，见表 5。

从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发现荣誉实践中县级以

上荣誉资源供给不足，“太少，老师百分之百付

出，教师节 ( 获得者) 凤毛麟角，大部分老师没

有盼头”的现状严重削弱了乡村教师追求荣誉的

动力。山东一位李姓校长说: “现在教师对荣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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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冒，主要还是荣誉太难拿，特别是综合荣誉，

这些荣誉称号每年能够分给咱这个学校一个名额，

200 多号老师，太少了，不是你想拿就能拿的。”

乡村 教 师 对 荣 誉 的 追 求 因 长 期 “看 不 到 希 望，

‘排’不上”难免产生悲观情绪而被迫选择放弃，

从而阻绝了乡村教师荣誉激励的效用产生。

表 5 荣誉获得者占教师比 ( n = 1297)

2015 年县以上荣誉获奖比例 建议荣誉获奖比例

选项 频次 比例 ( % ) M SD 选项 频次 比例 ( % ) M SD

小于 5% 601 46. 3

6% ～10% 189 14. 6

11% ～15% 70 5. 4

16%以上 38 2. 9

不了解 399 30. 8

1. 49 0. 813

10%以下 216 16. 7

11% ～25% 319 24. 6

26% ～35% 272 21. 0

36% ～50% 210 16. 2

50%以上 280 21. 6

3. 01 1. 392

三、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优化对策

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激励存在成本溢出

的风险，以对外部荣誉符号的获取为主要表现形

式，而非对教师本体价值的追求。因此，在关注

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价值引领功能的同时应正视其

在乡村这一场域所面临的实践困境，以有效避免

潜在的政策风险。针对以上困境，本文尝试从荣

誉文化的视角在制度设计层面提出三条综合性的

优化对策。
( 一) 荣誉价值和载体找回: 构建有效的荣誉

评选和奖励机制
荣誉本为承载于符号或物质载体中的精神存

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优化的关键在于通过构建

有效 ( 指可操作性) 的荣誉评选和奖励机制以实

现荣誉价值和载体的找回。一是构建融于乡土文

化的荣誉评价标准，标准是可量化、可监督、可

比较的规范，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乡村教师荣

誉评选标准城市化取向，导致乡村教师教育生态

的独特性被忽视，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小规模”
学校教师，应关照到其外部生态的异质性特点，

避免被大“乡村教师”的概念所遮蔽; 突出这部

分教师在 “村 落 文 化”传 承 中 的 价 值，不 止 于

“学业成绩”。为规避荣誉评选标准原则化样态导

致的异化，评价方式应摆脱唯文本倾向，强化实

地调查的价值; 评价内容既要关注教师的学科业

绩，也要强调其对学生习惯养成的作用; 评价主

体多元化，并应有乡民的声音，使政策具有足够

的“草根性”。
二是构建精神和物质并重的荣奖机制。荣奖

对精神价值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物质的拒斥，应

关照到乡村教师“正确理解的物质利益”。荣誉价

值可理解为精神和物质两个维度的乘积，精神价

值通过施誉者的身份、地位和稀缺性得以展现;

物质价值则要转换成为能够进行一般性比较的货

币来衡量。乡村教师荣誉奖励以低层级为主且长

期去物质化，因此，存在价值归零的风险。邓小

平曾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

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

可以，长期不行。适度的货币奖励是荣誉价值属

性确认的重要方式，各地应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

式的教师表彰奖励活动，并落实相关优待政策。
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对教师出

资奖励，同时开展尊师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

社会风尚。［9］建立荣誉分级制度和以在乡村工作的

年限及学校所处地理位置为主要评选依据的评价

方式。授予荣誉教师在公共服务和专业发展方面

享有不同水平等级的 “特权”，提供免费公共交

通、景点参观和培训进修机会，甚至可以参照其

他职业，制定乡村教师子女在升学和教师招考中

给予适当加分的补偿性政策。
( 二) 荣誉表征和效用活化: 制订科学的称号

设置与分类体系
荣誉的彰显需通过荣誉符号的适当表征和对

受誉群体的激励来完成。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优化

的难点在于通过制订科学的称号设置与分类体系

实现荣誉表征和效用的活化 ( “活化”本为一化

学概念，此处借指荣誉表征和荣誉效用的正能量

激活) 。一是创建体现教师共性和地域性的荣誉

称号系统。由于 “民 办 教 师”刻 板 印 象 和 城 乡



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 33 －

教师逆向流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教师被贴上

“没本事”的标签，污名感 使 其 缺 乏 职 业 认 同。
历史上乡村教师作为 “乡贤”，广泛参与乡间事

务并受到普遍的尊 重，当 下 的 “乡 村 教 师”与

“乡村”之间失去了曾经的不可分性，国家身份

的赋予最终切断了乡村教师与乡村这一熟人社区

的纽带。随着城乡教师流动常态化，工作生活两

地化，在乡村待一辈子的教师越来越少，乡村教

师身份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的时代特征。因此，

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不妨改为 “教师服务乡村荣誉

制度”，强调教师身份的共性，淡化 “乡村”的

消极印象。
二是建立道德与卓越兼顾的荣誉分类系统。

目前乡村教师荣誉存在合法性危机，其主因是荣

誉道德表彰和业绩认可功能间的混淆所致。日常

概念中荣誉更多的是对成就业绩的表征，乡村教

师职业和 成 就 的 平 凡 使 其 荣 誉 不 被 认 可，出 现

“那算啥荣誉，就是一种证明”的错误认知。乡村

教师荣誉合法性的破解在于建立以道德为主兼顾

卓越的荣誉分类体系。应明确宣示乡村教师荣誉

道德奖励本位，突出乡村教师荣誉是对教师长期

扎根偏远乡村、奉献教育道德价值所表达的肯定

性态度和嘉奖。在城乡教师这一荣誉共同体中，

能够长期坚守乡村的教师是“稀缺的少数”，足以

维护荣誉需以 “少数”来保持的 “高贵性”。当

然，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并非排斥卓越，重要的是

应关注到乡村教师“卓越”的异质性。
( 三) 荣誉人格和理念养成: 健全具有引领和

濡化价值的荣誉准则系统
乡村教师荣誉由外烁到内生的转变与升华在

于引导教师完成从公共荣誉追求到个人荣誉维护

的嬗变，在于实现其荣誉人格和理念的养成。公

共荣誉是个体品质的外部测量，是个体社会生命

的价值承认。因此，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对

于施誉者有着高度的依赖性，荣誉制度的终极追

求应为具有自足性的教师个体荣誉人格和理念的

养成。公共荣誉的 “边际效应”决定了其不会是

一种日常存在，正如温斯顿·丘 吉 尔 ( Winston
Churchill) 所言，荣誉并非每个人拥有之物，如

果所有的人都拥有的话，就没有了价值。公共荣

誉所遵循的 “锦标赛规则”易导致同事间的不良

竞争。若荣誉奖励过度引入物质利益，则可能会影

响教师追求教育事业本体价值的内部动机。因此，

引导教师从对外部公共荣誉的关注转向对个人荣誉

的维护，成为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价值核心。
与公共荣誉相比较，个人荣誉建立在个体具

有超然性的荣誉准则之上，其观众就是自我，所

以具有相对的自足性。不同于公共荣誉对外部施

誉者的高度依赖，个人荣誉由于充分的自我价值

和自我认识，而蔑视外在的好，并且对包括公共

荣誉在内的所有外在好泰然处之。［10］个人荣誉更

加专注于荣誉本体价值，是个体对自我价值 “内

省”的体认。乡村教师个人荣誉不同于道德的可

规训性，只能养成和引领，故一方面应关注师范

生职前荣誉准则的生成，提高师范招生的质量，

建立基于乡村教师职业认同的二次选拔程序，在

师范教育生活中通过定向课程设置及环境陶冶等

养成“爱乡”情怀; 另一方面是加强职后荣誉准

则的内化，要逐步提高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社

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乡村教师享有应有的

社会声望，培养其执着于教书育人、热爱教育的

定力和淡泊名利的坚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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