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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去给小姨拜年，
她跟我讲起支教的经历。

40 岁的小姨，上世纪
90 年代时从师范大学毕
业，一直在李市镇中心学
校任教。

2011年9月，小姨到李
市镇一所乡村小学支教，
恰逢周一早晨，赶上学校
升旗仪式。

校长从办公室拿出一
面国旗，系在一条绿色的
尼龙绳上，绑着尼龙绳的
旗杆原本有油漆，因风吹
日晒只剩下铁锈。

“看旗子。”校长转头
指挥着学生们，不到一分
钟，仪式结束。

小姨问校长：“升旗不
唱国歌吗？”

校 长 不 好 意 思 地 回
答：“孩子们都不会唱，我
们这儿没音乐老师，没人
教，要不你教……”

这个小学有 140 名学
生，包括校长在内只有 7名
老师。校长坦言，教师年
龄普遍偏大，数年没有“新
鲜血液”加入。

李市镇 6 所同等规模
的乡村小学，无一例外遇
到了这些问题。

音乐体育课就是
“集体放羊”

教唱国歌的活儿，小
姨和另一名支教的谭老师
揽了下来。两人花了一节
课的时间，分别教会 3个年
级的学生唱国歌。

因为嗓子好，会唱几
首歌，小姨和谭老师一度
被“ 簇 拥 ”为 学 校 里 的

“歌星”。
小姨说，一个孩子跟

她诉苦：“老师，我们自从
一年级时上过一堂音乐
课后，就再没有在学校唱
过歌。”

这句话让小姨心酸。
不单是没有音乐课，

课表上排列的英语、体育、
思想品德等课程，在这个
乡村小学同样只是摆设
而已。

遇上这些课程，孩子
们就成了“集体放羊”，他
们在操场上撒欢、打弹子，
在 草 丛 里 用 草 叶“ 钓 虫
子”，老师们则在一旁看着
别出事就行。

而小姨数年前曾经任
教的镇中心小学，离这里
不过 20 公里，却是另外一
番光景：各类课程均有安
排，教师配备齐全。

“如果不是去支教，我
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农村教
育是这个样子。”小姨说。

师资缺乏下的官
方“支教”行动

小 姨 的 家 乡 并 非 偏
远贫困的地方，江汉平原
的小镇，也素有“鱼米之
乡”的称谓。即使是各村
说不上富裕，但生活不成
问题。

她 记 忆 中 留 存 的 是

“哪里有炊烟、哪里就有学
校”时代的教育模式。她
说，当时，“村村办学”是农
村教育的主流，乡村小学
也能向外输出不少优秀的
学生。

但现在看来，乡村小
学的凋敝似乎成为不可挽
回的事实。

据小姨了解，整个小
镇所辖的 6 所乡村小学，
每一所都面临着师资匮乏
的状况，8 年左右的时间
里几乎都没有年轻老师前
来任教。

为应对这一现状，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实行一项
新规定：要求镇中心小学
和中学抽调出部分老师前
往乡村小学，给予一定的
物质奖励和优先当选“高
级教师”的政策。

事实上，这些前来支
教的老师们平均年龄在 45
岁左右，部分甚至即将退
休，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称
他们为“爷爷奶奶老师”。
40 岁的小姨苦笑说，自己
在这个队伍里还算是年
轻人。

按照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标准的意见》，小学阶
段的师生比为：城市 19∶1，
县镇 21∶1，农村小学 23∶1；
中学阶段城市13.5∶1，县镇
16∶1，农村18∶1。

小姨认为，这还是一
种为城市服务的标准，“农
村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很
难达到这样的规模。因
此，师生比例不应更大而
应更小。”

“一所有 6个年级的小
学，至少有 12 名老师才够
维持正常的运转。”小姨
说，李市镇的另一所乡村
小学，因师资缺乏，被迫将
6 个年级缩减为 5 个，6 年
级的学生只能分散到别的
小学就读。

现实情况是，即便有
支教师源的加入，乡村小
学的师生比例仍然不能达
标。小姨支教，一人担负
着数学、音乐、思想品德 3
门课程。

同学谈工资农村
教师“受屈辱”

当了十多年的教师，
小姨的工资从最初的 92.8
元涨到将近 2000 元。但同
社会上其他相同知识层次
的人员相比，小姨坚持认
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
最低，这也是师源缺乏的
原因。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规定》写明：“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经费以政府财
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
在地方教育事业费中专项
列支。”

但真实的情况是，很
多农村地区难以落实。小
姨说，越来越多的教师不
愿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对
于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价
值观上普遍存在一种疏远

感和排斥感，选择农村中
小学教师职业有着难以言
状的“被迫性”。

我的一位做小学教师
的 同 学 ，很 赞 同 小 姨 的
说法。

每逢同学聚会，这位
同学就很尴尬。她住的宿
舍是平房，就在学校的一
角，条件较差。大家谈论
工资时，她坦言“有点儿蒙
受屈辱”。

她的理解中，经济地
位低下造成社会地位的低
下。她的热情并不在工作
中，而是在如何能找到关
系、走后门，离开农村，去
县里或市里小学任职。

抱有相同想法的人并
不少，小姨的记忆里，去年
一年中，整个小镇的学校
里，有十来人停薪留职，十
来人“跳槽”，还有部分人
离去或另寻出路，新人却
没有补充一个。

城乡差距、地域差距
也造成了 农 村 中 小 学 优
秀教师外流。小姨说，现
在很多农村骨干教师跳
槽到县城或经济发达地
区，如果不能通过正常途
径调动，干脆自动离职去
打工，一年的收入能增好
几倍。

同为教师的小姨夫就
在几年前离开家乡，前往
厦门的一家私立学校教
书，收入的确可观。

被现实裹挟的农
村小学教师们

乡村学校急缺教师，
镇中心的学校却是“人浮
于事”。

小姨介绍，她所在的
中学拥有 100 多个教师编
制，至少 30个“有名无实”，
只是挂着职称，领着工资，
从未走上讲台一步。

“现在就是需要的难
来，来到的难稳。”小姨说。

即使 一 些 优 秀 教 师
被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采取的相关措施留了下
来，但仍是“身在曹营心
在汉”，甚至有些悲观失
望，消极应付。

随着学校生源逐年减
少，乡村学校的教育经费
日益困难。小姨支教的学
校，连正常的教学和教研
活动都难以如期开展，更
无法拿出经费派人到外
地学习取经或参加县级、
市级的学习培训，“几乎
都没有进步的空间。”小
姨说。

在李市镇新城乡，我
遇到一位已经在乡村小学
教书育人近 30 年的老教
师，他坦言，想改变自己，
却发现已经被现实的乡村
教育环境所裹挟：“有时为
自己找理由——大家都是
这样，有的时候又觉得自
己没有热情，是在误人子
弟，心里很矛盾，又实在无
可奈何……”

本报记者 朱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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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言：
有时为自己找理由——大家都是这

样，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没有热情，是在
误人子弟，心里很矛盾，又实在无可奈
何……

——一位干了近30年的乡村教师

地点：湖北沙洋县李市镇

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室，虽然贴着“健美进步”的标语，但因缺少老师，学生们很少上音乐、体
育等课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朱柳笛

李市镇一所乡村小学门口，黑板上写着“百年大计”，现实是全镇6所乡村小学都面临师资
缺乏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