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学视角下的新中国民办代课教师的历史研究”（１６ＪＹＡ００１）。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１１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２月版，第４－５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基于口述史的研究

胡　艳，郑新蓉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学校在校生人数快速增长，１９７６年全国乡村小学、初中、
高中的入学学生分别以几倍、十几倍和几十倍的数字高于开始有统计资料的１９６２年。这种情

况，没有大批教师的补充和任用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满足乡村教师队

伍急剧扩充的需要呢？除了少量政府文件，很难找到相关文字资料，也没有研究成果可供参考。
有鉴于此，口述史研究就成了弥补这一不足的好办法。本课题的研究者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４６
位有代表性的乡村教师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口述资料，结合国家教育政策，发现，当时

是采取政府配给和乡村自聘相结合的办法实现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的，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掌握国家政策，把大批本地生长、出身不同、学历不一、水平参差的人员补充到教学第一线。这种

方法造就了一批热爱教育、热爱乡村、师德高尚、锐意进取的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教育、文化、社
会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今天新时代的乡村教育来说，历史上作为权宜之计的乡村教师补

充任用办法，是值得借用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　乡村教师；乡村教师补充任用政策；乡村教育；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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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底色，中国的现代化离开了

乡村的现代化必然是不完整、也不可能的。在“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这个“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中 国 梦 的 时 代”①，我 们 迫

切需要振兴乡村，“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

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②。乡 村 教 育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础。然 而，
如同其他国家处境不利地区一样，乡村师资的补充

任用一直 是 制 约 我 国 乡 村 教 育 健 康 发 展 的 瓶 颈。
尽管如此，“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在乡村教师补充

任用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它为当时乡村教育的

发展，及后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现代化建设人

才的培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学

界对此时期的乡村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教师的补

充、任用鲜有研究，来自官方的资料也缺乏完整性

和科学性，有鉴于此，口述史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

的路径。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乡村儿童发展

对乡村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

下，本文试图运用口述史方法对那个时期乡村教师

的补充任用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以总结经验，为今天

发展不利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一、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由于种种原因，涉 及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 中 国 乡 村

教师的资料较少，很多官方档案资料不完整，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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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便公开，即使少量公开的资料主要局限在政策

层面，其科学性和完整性也有待加强，给这一时期

乡村教师研究带来很多困难。这种情况下，口述史

成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口述史是由亲历者的口述

组成的丰富、灵动、充满个人情感和体悟的资料，虽
样本量有限，客观性也有待商榷，但借助访谈而获

得的第一手回忆帮助我们获得了从官方文献中难

以见到的珍贵资料。
从２０１３年起，课 题 组 以“乡 村 教 师 的 生 命 历

程”为主题，选择１９７６年之前入职并一直从教于乡

村学校的教师作为口述史访谈对象并开始了研究

历程。由于这些教师年纪偏大，身处乡村，交通不

便，我们采取便利性原则，发动我们的同事和研究

生采用滚雪球方式开展此项工作。迄今为止，我们

访谈了近７０位这一时期入职的乡村教师，访谈内

容包括乡村学校的建立、发展，乡村教师在其中的

角色、作用，乡村教师的出身、补充任用、工作和生

活状态等。根据口述研究规范，在征得口述者本人

同意的基础上，本文将其中４６位乡村教师作为主

要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分布在全国１８个省份，受访者的年

龄跨度长 达２９年（１９２５—１９５４年 期 间 出 生），其 中

７２％受访者这个民族为男性，２８％为女性；少数民族

９人，分属满、藏、苗、傣、彝、达斡尔六个民族。他们

入职时的身份或为民办教师（占受访者的５４．２％）或
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多数经历了二十多年甚至更

长时间才转为公办教师。他们的职业生涯 经 历 了

“知识分子改造”“反右”“大跃进”“三 年 自 然 灾 害”
“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见证了我国乡

村基础教育从一位教师几名学生 在 破 庙、祠 堂、仓

库、村民房檐下上课，到拥有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办
公楼、实验室，学校规模达到上百甚至上千人的变化

过程。他们是新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也是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表１　受访教师的基本情况（按年龄排序）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身

籍贯／民族

（未注明者

为汉族）

出生

日期
求学时间

初始

学历

入职时间

／年龄

初入职

学段

身份／民转

公时间

退休

时间
教龄

１／Ａ 男 地主① 福建 １９２５　 １９３５—１９４７ 高中 １９４７／２２ 初中 公办 １９８５　 １４

２／Ｂ 女 地主 安徽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１９４７ 中师 １９４７／１８ 小学 公办 １９８４　 ３７

３／Ｃ 男 贫农 四川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１９４１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②

初师 １９５５／２６ 小学 公办 １９９５　 ４０

４／Ｄ 男 贫农 云南／傣 １９３０　 １９４２—１９５５ 中师 １９５５／２５ 小学 公办 １９９０　 ３５

５／Ｅ 男 中农 河南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５—１９４７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师肄业③ １９４９／１９ 小学 民办／１９８０　１９９１　 １９

６／Ｆ 女 地主 贵州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中师 １９４９／１９ 小学 公办 １９８８　 ３９

７／Ｇ 男 农民④ 山东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８—１９４９ 师资速成班 １９４９／１９ 小学 民办 １９７６　 ２７

８／Ｈ 男 农民 山东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９—１９４７ 私塾 １９４８／１７ 小学 民办／１９８０　１９９１　 ２７

９／Ｉ 男 地主 云南 １９３２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中学 １９５０／１８ 小学 公办 １９９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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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访谈中该教师未提及自己的家庭出身，但说外祖父是地主，很有钱。我们根据中国传统婚姻门当户对原则推测他

出身地主。该教师１９４７年入职，１９５２年在福州大学 学 习 一 年 后 回 校 任 教，１９６１年 调 工 业 部 门 工 作，１９６３年 调 某

市教育局工作。１９６１年之后未再从事一线教学。

该教师就学经历坎坷，１９３５—１９４１年读小学，毕业后 因 生 活 困 难 失 学，１９４９年 后 通 过 考 试 就 读 简 易 师 范，１９５４年

再读初级师范一年。

该教师１９４８年中师肄业，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就读师范学院，因 被 错 划 为 右 派 未 获 得 毕 业 证 书（后 补 发）。本 处 记 录 的

是首次当教师的初始学历。

表中多位教师自称农民出身，但家里有几亩田地，可供子女上学，估计实际成分在中农及以上。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身

籍贯／民族

（未注明者

为汉族）

出生

日期
求学时间

初始

学历

入职时间

／年龄

初入职

学段

身份／民转

公时间

退休

时间
教龄

１０／Ｊ 女 佃农 河北／满 １９３２ 不清晰 初师 １９５５／２３ 小学 公办 １９８３　 ２８

１１／Ｋ 女 农民 河北／满 １９３４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简师 １９５２／１８ 小学 公办 １９９０　 ３８

１２／Ｌ 男 贫农 浙江 １９３４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高中肄业 １９５０／１６ 小学
民办转公

时间不详
１９９４　 ４４

１３／Ｍ 男 地主 北京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２—１９５８ 师专 １９５８／２１ 高中 公办 ２００４　 ４６

１４／Ｎ 男 贫农 云南／傣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１９５８ 初师 １９５８／２１ 小学 公办 １９８９　 ３１

１５／Ｏ 女
工商

业者
湖南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６—１９５８ 中师 １９５８／２１ 小学 公办 １９９２　 ３４

１６／Ｐ 女 地主 北京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４—１９５８ 高中 １９５８／１９ 初中 公办 １９９６　 ３８

１７／Ｑ 女 地主 河南 １９３８　 １９７０—１９９９ 中专 １９７０①／３２ 小学 民办／１９９９　１９９９　 ３０

１８／Ｒ 女 贫农 河北／满 １９３９　 １９５４—１９６０ 小学 １９６０／２１ 小学 民办未转 １９８３　 ２３

１９／Ｓ 男
工商

业者
安徽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６—１９６３ 中师 １９６３／２３ 初中 公办 ２００１　 ３８

２０／Ｔ 男 农民 安徽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５—１９５９ 中师 １９５９／１９ 小学 公办 ２０００　 ４２

２１／Ｕ 男 贫农 山东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１—１９６３ 中师 １９６３／２３ 小学 公办 １９９６　 ３４

２２／Ｖ 男 贫农 安徽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８—１９５９ 中师 １９５９／２３ 小学 公办 ２００１　 ４２

２３／Ｗ 男 贫农 四川／彝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７—１９５７ 小学 １９５７／１７ 小学 民办 １９９１　 ３４

２４／Ｘ 男 中农 河南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７—１９５５ 初中／简师 １９５８／１８ 小学
民办／

１９８７②
１９９９　 ４１

２５／Ｙ 男 贫农 河北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０—１９５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初中 １９６０／２０ 小学
民办／

１９８４③
２０００　 ３７

２６／Ｚ 男 地主 山西 １９４１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高中 １９６１／２０ 小学 公办 ２０１０　 ４９

２７／Ａａ 男 地主 江西 １９４１　 １９５１—１９６１ 初中 １９６１／２０ 小学 民办／１９８１　２００１　 ４０

２８／Ｂａ 男 自耕农 湖南 １９４１　 １９５０—１９５８ 中学 １９５８／１７ 小学 民办
１９７２离

开教职
１４

２９／Ｃａ 女 地主 安徽 １９４６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高中 １９６５／１９ 小学 民办／１９８１　２００１　 ３６

３０／Ｄａ 女 贫农 广东 １９４２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小学 １９６１／１９ 小学 民办／１９７９　１９９７　 ３６

３１／Ｅａ 男 中农 安徽 １９４２　 １９５１—１９６３ 中师 １９６３／２１ 小学 公办 ２００２　 ４０

３２／Ｆａ 男 贫农 河南 １９４３　 １９５１—１９６２ 中师 １９６３／２０ 小学 公办 ２００３　 ４０

７１胡艳　郑新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①

②

③

该教师１９６０年曾任扫盲教师一年多，因白天劳动，晚上教课，自认非正式教师。

该教师１９５５年初中毕业后 就 读 短 期 师 范 半 年，后 又 带 薪 学 习，毕 业 后 由 当 地 教 育 部 门 分 配，身 份 为 公 办 教 师。

１９６２年因国家经济困难，教育部门要求１９５８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教师一律下放，由此改为民办教师，１９８７年通过考

试转正为公办教师。

该教师１９６０—１９８３年为民办教师，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根据国家“关 于 进 一 步 精 简 职 工 和 城 镇 人 口 的 决 定”，被 精 简 回

乡，１９６６年又因师资不足回到学校任民办教师。１９８４年转为公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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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身

籍贯／民族

（未注明者

为汉族）

出生

日期
求学时间

初始

学历

入职时间

／年龄

初入职

学段

身份／民转

公时间

退休

时间
教龄

３３／Ｇａ 男 贫农 辽宁 １９４３　 １９５１—１９６３
高中

中师函授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５①／２０

小学 民办／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８

３４／Ｈａ 男 中农 河南 １９４４　 １９５３—１９６２ 民中② １９６２／１８ 小学 民办／１９８４　２００５　 ４３

３５／Ｉａ 女 贫农 河北 １９４５　 １９５２—１９６２ 初中 １９６３／１８ 小学 民办／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　 ３７

３６／Ｊａ 男 农民 安徽 １９４５
１９５５—１９６１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

中师 １９６８／２３ 小学 公办 ２００５　 ３７

３７／Ｋａ 女 富农 山东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４—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③
高中 １９６９／２３ 小学

民办／

１９８４
２００２　 ３３

３８／Ｌａ 男 贫农 安徽 １９４７　 １９５３—１９６６ 高中 １９６７／２０ 小学 民办／１９７１　２００７　 ４０

３９／Ｍａ 男 贫农 湖南 １９４７　 １９５４—１９６３ 初中 １９６４／１７ 小学 民办／１９９６　２００７　 ４１

４０／Ｎａ 男 贫农 内蒙／达斡尔 １９４７　 １９５５—１９７２ 中师 １９７２／２５ 中学 公办 ２００２　 ３０

４１／Ｏａ 男 贫农 河南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７—１９６８ 初中 １９６９／１９ 小学 民办／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１

４２／Ｐａ 男 贫农 西藏／藏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初师 １９７５／２５ 小学 公办 ２０１２

４３／Ｑａ 男 中农 河北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８—１９７１ 初中 １９７１／２０ 小学 民办／１９９７　２０１１　 ４０

４４／Ｒａ 女 干部 江西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 小学 １９６８／１６ 小学肄业 民办／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４８

４５／Ｓａ 男
不好

（未明确）
河北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２—１９７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初中

大专
１９７１／１９ 小学 民办／２００４　１９８２　 ３０

４６／Ｔａ 男 贫农 贵州／苗 １９５４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高中 １９７３／１９ 小学 代课 ２００８　 ３５

二、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

向城市转移④，提出了“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建

设”⑤目标，文 化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都 要 围 绕 生 产

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展开并为之服务。工作重心的

变化直接影响乡村教育的建设及乡村教师的配备。
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虽

然经历了恢复秩序，“一五”工业化建设，“大跃进”，

６０年代的调整、巩固、整顿、提高，“文革”等几个重

要历史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多有变化，但包括师资

配备在内的乡村学校建设发展的政策基本保持一

致，即由乡村基层组织承担主要责任，教育行政部

门承担辅助责任。这在乡村教育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关于师资补充任用的政策表述中均有体现。
（一）乡村教育的初建与吸纳旧知识分子和“群

众教师”补充教师队伍（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１９４９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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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教师１９６３年第一次入职，工作两月后因不明原因被辞退，１９７５年再任民办教师。

类似农业中学或耕读中学，初中程度。

１９６６年该教师高中毕业准备高考，学校把学生留在学校参加运动，同时等待高考。直到１９６８年实在无升学希望，

学校才让他们离校。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 报 告（１９４９）中 提 出：“从 现 在 起，开 始 了 由 城 市 到 乡 村 并 由 城 市 领 导 乡 村 的 时 期。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 市。”参 见 毛 泽 东：《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七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的 报 告》，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２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０页。



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

门”①的方针，要 求“在 今 后 一 个 相 当 长 时 期 内，应

以普及为主……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②。１９５１
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提出：新中

国教育要“满 足 工 农 劳 动 人 民 及 其 子 女 的 需 要”，
“必须使全国学龄儿童８０％入学，同时使一部分幼

儿受到适当的教养”，“十年之内争取全国学龄儿童

基 本 上 全 部 入 学，五 年 之 内 争 取 全 国 学 龄 儿 童

８０％入学”③。普及教育是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重

点。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现代教育相当薄弱的乡

村开始了自晚清新教育推行以来从未有过的办学

热潮。广大乡村地区一方面恢复已有的学校秩序，
另一 方 面 因 陋 就 简，利 用 祠 堂、庙 宇、民 宅 开 办 学

校，成绩斐然④。此 时 期，师 资 短 缺 成 为 制 约 教 育

发展的瓶颈。在师范教育薄弱、短期内不能提供所

需师资的当时，“举办培训班、师资训练班，吸收失

学失业知识分子予以训练后，俾得参加地方财经文

教及其他工 作”⑤成 为 师 资 补 充 的 首 选 政 策，很 多

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一渠道

成为教师，本访谈中几位１９５０年前后入职的教师

多是通过此方式进入教师队伍的。但１９４９年以前

教育薄弱，知识分子数量极其有限，“继续提倡以民

教民的群众教师和小先生的办法，以及学校实行二

部制 等 办 法”也 是 当 时 另 外 一 个 补 充 师 资 的 途

径⑥。这一政策 使 此 时 期 的 民 办 教 师 比 例 在 全 国

中小学教师队伍中达到１／３左右⑦。
（二）乡村教育相对弱化与教师补充以乡村自

己解决为主政策的确立（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１９５３年我国开 始 实 施“一 五”计 划，大 规 模 工

业建设亟需大量的中高级建设人才，国家把教育发

展的重点放在中高等教育，特别是中等专业教育和

高等理科教育⑧。基础教育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工

矿区和大城市，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应作适当照顾；

从高中、初中而言，重点是高中，初中也应按各地区

的具体 情 况 作 适 当 发 展”⑨。在 人 财 物 有 限 的 当

时，农村基础教育不得不让位于人才教育，但此前

中央提出的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又不能动摇，国

家遂把乡村教育建设的希望寄托在乡村自己身上，

解决的途径是发动群众办学。

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教育部

就倡导“群 众 办 学”，群 众 自 己 解 决 经 费、聘 请 教

师瑏瑠。这一政策在１９５２年 教 育 部 发 布 的《关 于 整

顿和发展民办小学的指示》、１９５３年政务院发布的

《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得到进一步

强化，提出：“在农村，为适当解决农民子女入学的

问题，应根据需要与自愿的原则，提倡民办小学（包

括完全小 学），充 分 发 挥 群 众 自 己 办 学 的 积 极 性。

各地人民政府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加强指导，

帮助解决师资、教材等问题。对乡村公立小学，除

９１胡艳　郑新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海口：海 南 出 版 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１７页。
《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 作 会 议 的 总 结 报 告》，何 东 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重 要 教 育 文 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

１１页。

钱瑞俊：《用革命的办法办好人民教育：第一次 全 国 初 等 教 育 与 师 范 教 育 会 议 上 的 总 结 报 告》，何 东 昌：《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３年，仅小学校数就增加了５０％以上，小学生数增加了一倍多。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

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１９５４．５．２２）》，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３２８页。
《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 作 会 议 的 总 结 报 告》，何 东 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重 要 教 育 文 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

１１页。
《教育部关于整顿和发展民办小学的指示（１９５２．１１．１５）》，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１８０页。
《１９４９—１９９３年中小学民办教师发展状况表》，转引自王 献 玲：《中 国 民 办 教 师 始 末》，北 京：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７７－７９页。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９－９７页。

林砺儒：《关于 目 前 全 国 中 学 教 育 的 基 本 情 况 与 今 后 的 方 针 任 务》，何 东 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重 要 教 育 文 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２７８页。

韦悫：《巩固和发展新中国 的 初 等 教 育 和 师 范 教 育》，何 东 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重 要 教 育 文 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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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老革命根据地应作

适当发展外，其他地区均应以整顿提高为主，一般

不作发展。”①由于当时农村经济水平不高，乡村无

力自己办学，民 办 学 校 数 和 教 师 数 反 而 下 降②，但

群众自己办 学 校，自 己 解 决 师 资 的 政 策 导 向 已 经

明确。
（三）乡村教育快速发展与“能者为师”解决乡

村师资的政策（１９５８—１９６６）
“大跃进”期间及之后的调整、整顿时期是我国

教育迅猛发展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的指引下，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到五年的

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农业

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

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还提出大力发展中高等

教育，争取用１５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再用

１５年时间加以提高的目标③。乡村教育迎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
面对国民经济依然窘迫和教育基础十分薄弱

的现实条件，中央倡导发展乡村教育的思路是自力

更生。１９５８年中 宣 部 部 长 陆 定 一 提 出“两 条 腿 走

路”发展农村中学的思路④，１９６４年刘少奇提倡实

行“两种 教 育 制 度”⑤。这 个 时 期 乡 村 教 育 发 展 主

导思想是“以 民 办 为 主，国 家 补 助 为 辅”⑥，要 求 农

民自己办学，鼓 励“群 众 自 办 自 管”，“谁 受 益 谁 出

钱”，由家长合理分担教师工资，社里尽量不补贴或

少补贴⑦。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农村办了大量的

简易小学、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⑧，师资短缺问题

更为突出。

为解决师资极度匮乏状况，中央提出“走群众

路线，多想办法，做到多、快、好、省”⑨，采取“‘志愿

兵’的办法组织革命的教师队伍。……目前教师来

源，主要是就 地 取 材，能 者 为 师”瑏瑠，并 主 张 学 习 河

北农村解决师资的办法：一是合并全日制小学的学

额不足班，腾出师资和校舍招收简易班；二是聘请

回乡知识青年担当教师，不脱产，备课和上课时间

补助工 分。如 上 午 参 加 集 体 劳 动 记 工 分，下 午 备

课，晚上上课（晚班）；或上午参加集体劳动记工分，

下午上课，晚上备课（下午班）瑏瑡。这种方式相当长

时期成为解决乡村学校师资匮乏的主要方式。民

办教师数量也因此而迅速增加。

（四）乡 村 教 师 身 份 的 原 籍 化、民 办 化 政 策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文革”期间，乡村教育按照惯性维持，而师资

补充任用仍延续之前的政策，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

对农村教育、农村教师影响颇大的事件———公办教

育民办化，公 办 教 师 原 籍 化、民 办 化。１９６８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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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２６３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 务 司：《中 国 教 育 成 就（１９４９—１９８３）》，北 京：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４年 版，第２１４－
２１９页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第９２页。

即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公办民办并举”，农业合作社自己可以办学，倡导农村办农业中学。《陆定一同志在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８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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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８４６页。

１９６５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８４．７％，民办小学在校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４０．９％。农业中学和半耕半读中学发展

迅速，１９６５年我国有农业中学５４３３２所，在 校 生３１６．６９万 人；有 半 工／农 半 读 中 学７２９４所，在 校 生１２６．６万 人。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第１２６、１２３、１８０－１８１页。
《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１９５８．６．２０）》，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８３９页。
《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１９６５．７．１４）》，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 要 教 育 文 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１３５８页。
《中共中央转河北农村教育问题的两个材料（１９６４．６．５）》，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１２８０页。



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教育

组两名干部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

下放到大队，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师都回本

大队工作，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这

封信一经发表立即变成政策在乡村实施，有的地方

公办学校转 为 民 办，由 乡 村 基 层 政 府 承 担 办 学 责

任，乡村公办教师被强行返回原籍，由按月发放工

资改为拿工 分，教 师 本 人 及 其 子 女 被 转 为 农 业 户

口①。有的地方 乡 村 为 数 不 多 的 公 办 小 学 因 此 受

到很大冲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在上述政策的影

响下，民办教师的人数和在整个教师队伍中的比例

迅速提升。
由上 可 见，１９７８年 以 前 我 国 乡 村 教 师 的 补 充

任用政策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以乡村基层组

织自力更生为主，政府帮助支持为辅。其结果是乡

村教师队伍由公办和民办两个群体组成，前者由教

育主管部门配备，后者则由乡村社、队自己聘用，且
人数众多，比例不小。

三、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实际运作及其特征

既然乡村学校教师的补充任用是政府和社队

两个渠道进 行，那 么 它 们 各 自 是 以 怎 样 的 方 式 操

作，积累了哪些经验，给乡村教师队伍带来怎样的

群体特征？

（一）补充任用方式

１．政府配给

虽因经济困难和师范教育力量薄弱，国家在乡

村师资的补充方面鼓励乡村自力更生，但通过访谈

获知，国家还是承担着乡村师资补充的重要责任，
受访教师中有４７．８％是公办教师就可以说明这一

点。研究发现，政府补充教师的方式有三：一是任

用有一定文化基础又经过短期培训的人。访谈发

现，１９５５年之前入职的教师因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接受

教育，思想意识、知识水平与新的要求有差距，教育

主管部门通过短期培训，给这些教师以政治思想和

专业教育，使之成为新时代合格的人民教师。访谈

对象Ａ、Ｂ、Ｅ、Ｆ等 都 属 于 这 种 情 况。二 是 培 养 师

范毕业生。表１中有１７名来自这个群体，占访谈

教师的３６．９％（不 包 括１９４９年 以 前 的 师 范 毕 业

生）。这些人通过考试进入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当

地教育部 门 分 配 在 家 乡 附 近 乡 村 公 办 学 校 从 教。

三是招募具 有 正 规 初、高 中 文 凭 的 毕 业 生。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只要拥有中学文凭就被社会认可为

文化人，是难得的人才，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面对

学校的遍地开花和师资的极度匮乏之间的矛盾，一
些地方的文教局以公开招募或者直接进校挑选的

方式，把优秀中学毕业生充实到乡村老师队伍。这

些人有的有城市居民户口，但因出身问题失去上大

学或高中的机会，通过这一途径成为乡村教师，如

福建的Ａ，北京的Ｐ，山西的Ｚ等。有的原来就生

活在农村，被文教局直接从中学遴选后分配至乡村

做教师，如 云 南 的Ｉ，江 西 的 Ｋａ、Ｃａ夫 妇，安 徽 的

Ｌａ老师，贵州的Ｔａ老师等。这些经教育行政部门

招聘的教师通常以公办教师身份入职。

２．社队自聘

１９７６年以前，要成为乡村教师，主要通过生产

队、大队、公社干部及党员群众推荐，经所在基层组

织开会同意。这些教师通常是本队、本社的农民子

弟，有 一 定 的 文 化 基 础，人 品 好，出 身 符 合 当 时 要

求。本研究 中，社 队 自 聘 教 师２４位，占 访 谈 对 象

５２．２％。与师范毕业者相比，这类教师基本未接受

师范专业训练，属于非正式在编人员，其身份是民

办或代课教师。
（二）乡村教师的特征

访谈发现，与今天那些拥有师范文凭、教 师 资

格证书的 教 师 相 比，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 乡 村 教 师 有 着

独特的群体特征：

１．来源本地化

由于乡村教育以“群众自办”为原则，学校办学

权属于乡村基层组织，教师任用权自然也如此，这

就形成了生源、师资均来自本乡本土的特点。本研

究中除两位北京教师外（一位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江

苏人，毕业后分配至京郊农村校，另一位是寄养在

北京亲戚家的山东人，中学毕业后分配至京郊农村

校），其他教师都是本地人。中师毕业生也一般分

配回本乡或邻近乡学校任教。教师来源的本地化

带来教师与乡村社会密切的血脉和人情关系。

２．家庭出身不同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出 身 是 能 否 成 为 教 师 的 重 要

１２胡艳　郑新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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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素之一，很多老师反映招募教师的条件之一

是“出身好”。但在师资匮乏时期，仍有不少地方依

然招募了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表１显示，访谈教

师中地主家 庭 出 身 者１２名，占 受 访 教 师 的２６％；
贫农出身者２０名，占４３．５％；中农 及 工 商 业 者１３
名，占２８．３％。可见，当时乡村基层组织在任用教

师时考虑更多的是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

３．民办公办兼有

访谈发现，乡村学校中教师身份民办、公 办 均

有。公办教师一般在乡中心小学或初中任教，而村

小、教学点和耕读小学等多为民办或代课教师。

４．学 历 不 同，入 职 年 龄 大 小 不 一，质 量 参 差

不齐

从表１可发现，公办教师的学历和年龄较为整

齐，多为师范毕业，至少初中以上学历，年龄一般在

２０岁左右。
民办教师的学历情况复杂。受访教师 中 有 私

塾学历者１名，小学文凭者４名，初中文凭（包括初

师、师资速成班）者１２名，高中或中专学历者７名，
大多未经过 师 范 专 业 训 练。有 教 师 反 映：“（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的 农 村，因 为 缺 老 师，各 种 学 历 的 人 都

可以当老师，中学毕业教中学，小学毕业教小学的

比比皆是”。这 些 教 师 入 职 年 龄 差 距 很 大，从 表１
看，年龄在１５－３２岁之间不等。上述情况的差异

带来了教育质量的差异，他们中的一些人教学质量

不错，但也有一些人或管理学生不行，或上课效果

不佳，教学中甚至存在知识错误的情况。那些学历

低、年龄小的教师刚入职时自己还是孩子，很难胜

任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

５．女性教师很少

研究发现，乡村教师中女性较少，这与 长 期 以

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有关。接受访谈的４６位教师中

仅有１３名女教师，占比２８．３％。当时农村一般不

愿意让女孩子读书，认为是为人做嫁衣。家长让她

们或做家务以减轻父母负担，或参加劳动挣工分供

兄弟上学，即 便 上 学 也 经 常 因 家 务 负 担 而 请 假 旷

课。接受访谈的几位女性教师均有此种经历。

（三）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特点

特殊的乡村教师配给政策使那个时代的教师

补充任用具有独特性。

１．灵活掌握标准

研究发现，当时乡村教师任用条件并 不 严 格。
比较而言，公办教师的学历、年龄等相对整齐，多数

为正规中师毕业，少数初师、简师或中学毕业。民

办教师的任用情况复杂，受访民办教师的学历、出

身、年龄等差别很大，看不出有固定的标准。这显

然是因地制 宜、“能 者 为 师”的 乡 村 教 师 任 用 政 策

所致。
这一特点在对待教师出身的问题上表现尤其

明显。国家政策规定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

事业服务的人民教师”①，１９６２年教育部明确规定

师范院校招生要“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严格

政治审查，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凡学生家庭属五类

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②。这个政策在任用教师时

也适用。访谈中很多老师反映：“在六七十年代考

师范是非常讲究家庭成份的，当老师也是有家庭成

份的限制。只有从爷爷辈、父辈开始是典型的贫下

中农子弟才行。像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就属于

成份 不 好，他 们 就 不 能 当 老 师。”但 因 乡 村 教 师 缺

乏，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些教

师反映，家庭成份对能否当教师、上师范不产生实

质影响，表１中 有２６％的 教 师 出 身 地 富 家 庭 似 可

证明。有些地方对教师家庭出身有严格规定，但在

招不到合适教师的情况下会灵活掌握。如河南的

Ｑ老师出身 不 合 政 策 规 定，但 所 在 地 区 七 个 自 然

村招不到老师，本人品行好，工作积极，加之哥哥是

党员，表现也不错，被推举成为民办教师。

２．基层组织拥有教师任用的绝对权力

访谈发现，在 生 产 队、大 队、公 社 举 办 的 学 校

中，基层干部决定着教师补充任用的标准和人选，
“关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受访的民办教师绝

大多数是公社或大队干部的亲友，还有的是因为本

人知识和 人 品 得 到 干 部 认 可 而 获 得 推 荐 或 任 命。
研究还发现，因为学校在地理位置和办学条件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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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差异，“关系”也成为决定教师校际流动的重要

因素。通常，在出身以及与基层干部的关系上不占

优势的教师分配到偏远学校的几率更大，向下流动

的频率也更高，访谈中若干位教师均有此类反映。

三、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成绩及影响

１９７６年以前的乡村教师补充任用政策直接影

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也影响了乡村社会文化经济

建设，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乡村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绩

１．乡村基础教育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

虽然 历 经 曲 折，１９７６年 以 前 教 育 发 展 成 绩 依

然惊 人。据 统 计，１９４９年 全 国 小 学 生 入 学 人 数

２４００万，占学龄人口２５％；中 学 生１３０万，同 龄 入

学率为３％①。“占全国人口８０％以上的工农大众

及其子女还 被 关 在 学 校 门 外。”②许 多 乡 村 没 有 现

代学校，不得不依赖私塾实施基础教育。但到改革

开 放 前 的 １９７６ 年，全 国 小 学 学 龄 儿 童 已 达

１１８３８．７万 人，占 学 龄 儿 童 的９６％，是１９４９年 的

３．９倍；中等学校在校生５９０５．５万人③，是１９４９年

的４４．４倍。乡村教育发展也是如此，１９６２年开始

有统计资料，当年农村小学生有５３４４．４万人，１９７６
年有１３２８５．３万人，是１９６２年的２．５倍；农村初中

生１９６２年有２２９．７万人，１９７６年有３２７４．９万人，
是１９６２年 的１４．３倍；农 村 高 中 学 生１９６２年 有

１０．４万 人，１９７６年 有９２４．６万 人，是１９６２年 的

８８．９倍④。如果乡村教育发展的数据从１９４９开始

计算，结果应该更加惊人。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灵活的师资补充 机 制，没

有大量正规、非正规的教师源源不断地进入乡村教

师队伍，我国的乡村教育发展或许不会如此顺利，
如此快速。接受访谈的教师几乎都是当地第一所

小学或中学的创建者，绝大多数曾是村里唯一的教

师。他们虽 然 身 份 特 殊，有 些 人 专 业 素 质 不 太 理

想，但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的儿

童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

２．形 成 了 一 支 热 爱 乡 村、热 爱 教 育、师 德 高

尚、锐意进取的乡村教师队伍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教育建设发展重心的转移，

使乡村教育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

机遇。绝大多数受访教师在谈到他们的工作历程

时都展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１）自力更生，创建学校

这一时期的乡村学校大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
简陋到完善的过程，受访教师大多有边建校边教学

的经历。初期没有校舍，没有课桌椅，没有基本的

教具和实验设备，乡村教师或组织师生割茅草建校

舍，或利用村里的祠堂、破庙，甚至在自家辟出一间

小屋当教室。学校创建后，他们就努力改善办学条

件：动用各种关系争取基层政府、企业支持学校建

设，如提供建校物资、配备教学器材。为了节约开

支，他 们 自 己 动 手 做 课 座 椅，就 地 取 材 制 作 教 具。

在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许多原来只有泥巴桌、

凳的简易学校变成了窗明几净、桌椅齐全、仪器完

备的正规中小学。
（２）自编教材，开展教学

受访教师多数有自编教材的经历。那时，由于

办学经费紧张，一些学校没有教材。河北Ｉａ老 师

从教时一度没有课本，她就自编语文和数学教材开

展教学；此外她还自学广播体操，自编游戏充实体

育课；自编快板说唱充实音乐课。７０年代初，安徽

Ｌａ老师用 毛 主 席 语 录 和 毛 主 席 诗 词 作 为 教 学 内

容，授课时把诗词的创作和典故等文史知识融入课

堂教学，又找文言文名篇教给学生，极大地丰富了

教学内容，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在有限的条

件下体会到语文的魅力和价值。
（３）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由于乡村学校生活条件差，一些学生很难坚持

学习。为此，乡村教师开动脑筋、身体力行，改善师

３２胡艳　郑新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①

②

③

④

〔美〕Ｒ·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上）》，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９４页。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１９５０．５）》，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１８页。

小学校数、在校生数及适龄儿童入学率简表，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年各类学校学生数，刘英杰：《教育大事典（上）》，杭州：浙

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２４、７６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１９４９—１９８３）》，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０、１９７
页。



生生活，让 学 校 成 为 有 吸 引 力 的 地 方。“文 革”期

间，Ａａ老师所在小学的学生多来自方圆２０里的村

庄，他 们 平 日 住 校，周 末 回 家 带 来 一 周 的 米 和 菜。
那时没有冰箱，热天学生带来的菜很快就变质。为

解决住校生的吃菜问题，Ａａ教师请求生产队给学

校两分地，每天下午放学后带着高年级的住宿生到

菜地里干活，从而解决了师生的吃菜问题。秋收时

节，他带领学生搞小秋收，捡拾秋收后剩余的稻穗、
茶籽，补充了学生的粮食和菜油。其他许多教师也

有类似的经历。
（４）爱人律己，师道尊严

访谈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教师的忘我精神

和朴素情怀。江西Ｒａ老师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她

放弃顶职进城、知青返城、上大学等机会，坚守在大

山顶上做一名“赤脚教师”（当地群众对民办教师的

称谓）长 达 四 十 多 年，直 到２０１０年 才 转 为 公 办 教

师。她挂在嘴边的话是：“如果我走了，我的命运改

变了，但这么多孩子这个学期就没人教了。”在这所

独自创办的山区小学，她培育了四代人。她坚持每

周带领学生升国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步行

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向名师请教；用微薄的工资负

担校舍租金和学生的午餐；将自家的房子扩建为教

室，并自制教具；自己出钱租车，带山里的孩子去看

外面城里的大世界。作为乡村教师，她从不计较工

资低、评职称压力大，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
云南Ａ、Ｄ，贵州Ｆ，山西Ｚ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受访教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学生看作自

己的孩子，用心去做每一件看似琐碎的工作。有些

学生路途遥远，山路上还时常会有野兽出没，为了

保证学生的安全，也为了让他们能坚持上学，Ｃ、Ｄ、

Ｆ、Ｎ、Ａａ等教师都有过每天护送学生回家的经历，

Ａａ甚至在洪水爆发期间不顾生命危险下河救起落

水的学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Ｔ老师省下自己的

口粮与学生分享，共渡难关。而更多的教师有替困

难学生交学杂费，掏钱给学生看病等义举。
乡村教师勤勉自律，职业尊严感强，具 有 良 好

的职业道德情操。有教师认为“这孩子这一辈子就

这一回从你手里过，你要是把他耽误了，这一辈子

都耽误了。我觉得学生叫我们老师，不是白叫的”。
从教几十年来，对学生“一个一个巴拉”，一个都不

放弃。即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等

错误观念流行的年代，也坚信“读书有用”，认真备

课，努力上好 每 一 节 课，做 一 个“对 得 起 良 心 的 老

师”。这其实是一代乡村教师的写照。
（二）对乡村建设的贡献

这一时期乡村办学的特殊性使乡村学校与乡

村社会联系非常紧密，这也使乡村教师成为乡民社

会的一员，为乡村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贡献了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力 量，并 获 得 了 乡 村 干 部 和 群 众 的

认可。

１．承担乡村扫盲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大规模扫盲运动的主

要承担者是乡村教师。访谈发现，这些教师基本都

有扫盲工作的经历，他们白天在乡村学校上课，晚

上到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计算、唱歌、画画等，为

新中国成人扫盲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建设乡村文化

在 建 设 新 中 国 乡 村 文 化 的 事 业 中，乡 村 教 师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５０年 代，乡 村 开 办 农 民

夜校（扫 盲 班 或 识 字 班），组 织 文 艺 宣 传 队，移 风

易俗，改造 乡 村 文 化，教 师 成 为 夜 校 和 宣 传 队 的

重要力量。他们利 用 业 余 时 间 教 农 民 学 文 化，学

唱革命歌曲，编排 具 有 思 想 内 容 的 戏 剧。课 余 时

间，他们到村头做 墙 报、画 漫 画，宣 传 党 的 方 针 政

策。在轰轰 烈 烈 的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和 植 树 造 林 运

动中，教师 带 领 学 生 深 入 生 产 劳 动 第 一 线，采 访

好人 好 事，表 演 文 艺 节 目。他 们 还 帮 助 村 民 写

信、读信，为姑娘们 绣 花 描 花 样，每 到 新 年 给 村 民

写春联，喜事新办等。

３．培育乡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乡村较为先进的生产、生活 方 式 有

一些是靠乡村教师引入和维持的。为了解决缺少

现代科技知识的问题，乡村教师成为社队和村民的

义务电工、农机修理工，甚至医药顾问。他们帮助

修理大队、公社的广播设备，帮助农家修理电灯、收
音机，还帮助建立水电站。教师Ａａ所在山村用电

困难，但水资源丰富，他就用自己掌握的物理知识

帮助当地设计、修建了一座座小电站。９０年代，他

又把山上的电视信号引下来，方便村民看电视。这

些为农村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

４．参与乡村生产劳动

这一时期，国家号召“支援农业生产”，鼓励学

校师生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学校则按农

时放假（如春播假、夏锄假、秋收假），每到农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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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春天里，教师要

带学生在田地里松土、捡石，为春播做准备；夏天要

参加夏锄；秋天要参与收割，运送稻谷；冬天要拾粪

施肥。接受访谈的每一位教师都能说出组织学生

四季参加农村劳动的情况。

四、总结与反思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乡村教师的补充

任用工作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对于师资队伍建设具

有重要价值，值得认真总结。
（一）主管部门和乡村基层组织共担基础教育

的责 任，建 设 了 一 支 来 源 广 泛、门 槛 较 低、数 量 庞

大、相对稳定的乡村教师队伍

应该说，此时期乡村教师补充任用的经验是国

家和乡村基层组织共担基础教育的责任，这使得乡

村基层组织在上级政府机关资源有限的时候，创造

条件为乡村子弟提供教育服务。在教师任用上他

们采取“能者为师”的灵活策略，不拘一格充分挖掘

当地人力资源，用较低的成本为乡村儿童提供了最

基本的教育，为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建设发展作出了

奠基性的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大量有基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进城务工人

员。如今，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基本责任，如何发

挥地方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

会的互济，值得深入思考。

（二）教师本地化密切了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乡村教师任用采取“哪来哪去”、就地取材的原

则，密切了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乡村教师

生于斯、长于斯，教学对象是亲戚，也是邻居，教师

不仅是为乡村的未来负责，更是为“家人”尽责。乡

村教师与乡村社会亲如一家的关系为那个时代的

乡村教育谱写了温暖的歌谣。
今天，乡村教师的身份和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

变化，他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夜晚和周末则离开乡

村回到城里，他们对乡村和农民子弟很难有前辈教

师的那种温情，对乡村教育工作也很难有前辈教师

的那份热忱，这是今天乡村教育质量并未随教师素

质提高而相应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提醒我们必

须重新认真审视师范生的招生和任用制度。
（三）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究竟是历史上

的权宜之计

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乡村教师补充任用政策

是权宜之计，是在人财物极度匮乏的年代为普及教

育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仅从乡村教师资源配置

的角度看，国家对乡村基础教育亏欠甚多，长期以

来“能者为师”的乡村教师补充政策导致乡村教育

严重落后于城市，成为我国城乡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之一。如今，在振兴农村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中，缩

小乃至消除城乡教育差距，应该从重新认识历史上

教师的补充任用政策开始。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刘伟　蒋重跃）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Ｔｏ　１９７６：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Ｕ　Ｙａｎ，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ｒｏ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ＮＵ，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ｔｏ　１９７６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ｒ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ｗｈｏ　ｌｏ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ｏ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ｈｉｇｈ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　ｍａｄｅ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ｏｆ　ＰＲＣ；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５２胡艳　郑新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