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范文 5 篇 

农村教育是当代中国教育的重点，是占中国教育的绝大部

分，其普及程度及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全国普及教育和基础教

育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了提高人口素质及人均文化水平的程

度，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长期长远，作为农村教育

中的主体――教师，身上担负着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然而，随着时下市场经济时代大潮的汹涌澎湃，许许多多

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一种”审美疲劳”，对自己的事也失

去了应该有的信心，尽管大多数人把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当作

自己的事业，可还是被种种现实境遇所困惑。教师也是人，有

个人的家庭生活、情感，有跟其他人一样的发展愿望，有追求

美好生活的心愿，有自己的理想和潜能和表现欲。基于对这一

问题的关心，我们最近我们对本镇中小学，从农村教育现状和

教师心态的角度，对各个学校的班主任、教师、学生以及社会

群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走访。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调查走访了本镇的 16 所中小学校，与学校领导、教师、学生、

及群众 100余人进行了交流访谈，带回了 300多页的调查笔记。

一基本情况 

1 调查对象：本次调研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全镇 16 所学校

领导、教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年纪从几岁到 60 岁不等。 



2 调查方式：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为主、走访座谈、个案分

析、资料分析为辅的方式，使调查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调查

的时间在 2018年 10月。 

3 调查内容：教师的生活及家庭情况、教师的思想情况、

教师的身体状况以及生病遭受坎坷时的救助情况、教师的工作

状况、教师的子女生活现状，教师的福利状况、教师的心理反

应形成的心理疾病、教师迁移变化的动机、农村教师的现状、

对农村教育的意见、社会各界对教师的看法及理解等。 

二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查结果分析 

1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共下发问卷 50 余份，回收 31 份。其中男性占

57%;女性占 32%;学生占 11% ，青年占 26% ，中年占 58% ，老

年占 16%;领导占 25% ，教师占 62% ，其他人士占 13%; 

2农村教育现状的基本特征 

一)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工作量大 

调查中很多的学校领导表示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没有一

个优质的教师团队，这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投入

及态度，从而影响了教育的质量。通过问卷调查显示，一周有

20节以上的课的老师占 65% ，15节以上的只占 23% 剩下的 12%

就在 10到 15节之间。我们还发现。75% 以上的老师一般上的



是 2门课，有些学校教师要代三门以上的科目。在村级小学，

有 15% 的老师还在上复式班。担任班主任的老师。除了教学

工作外。还有更多的班务工作需要处理，另外还要完成每学期

教育局布置的相关校本研修和相关的心得体会等等。上课前得

写教案，详细的备好课，上完课后得批改作业、研究学生、家

访，所有的工作都要做相关的记录。繁重的工作不仅体现在这

些具体的事务上，还有中小学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思想的压

力甚至超过了身体的压力。除作业外，还要对付各种名目繁多

的考试。还要接受很多形式的研究培训，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

还包括对学生的管理。复杂的学生问题，让许多教师心理劳累

是不言而喻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教师全天候的工作之外无形

中延续着，这是其它任何一个职业所不具有的。繁重的教学任

务，超负荷的工作量，让许多教师身心疲惫，好的教师都想着

调换环境，造成优质师资的流失，师资力量的薄弱造成教师工

作量大，影响了工作热情，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二)硬件设施投入不足 

目前的农村学校，教学软件上的资源相对是平稳的。然而，

在硬件设施上，XXX 和城区的学校不可相提并论。许多学校

没有多媒体设备，有的学校最多有几台录音机，音乐课上没有

钢琴、风琴……教师上音乐课就用嗓子干吼，体育课没有孩子



玩的东西，上体育课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候。而且，由于师

资力量的不足，很多教师代的是非专业的课程，有些科目就由

班主任代上。硬件设施落后是目前农村教育一个最普遍的现状。 

三)”留守与学困儿童”现象 

由于本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外出务工人员很多，把孩子交

给年迈的父母，这些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被称作”留

守儿童”。农村教育的对象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在我们的调

查中，65% 的学校反应留守儿童现象严重。面对这个特殊的群

体，教师有着无以言状的苦衷。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孩

子的爷爷奶奶的教育观点和方法与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很大

的差别，很多家长认为自己把孩子送到学校，一切责任就在学

校了，根本不懂的配合学校和教师去教育孩子。他们不闻不管，

一旦孩子有什么事，或者研究成绩不好，他们就会抱怨学校和

教师，管理上时常会引起家长和学校教师的矛盾，甚至到校吵

闹。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性格孤僻、偏执，难

以沟通。目前，留守儿童现象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广

泛的关注 

四)教师福利待遇低 

据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待遇上觉得可以的只占

13% ，47% 的老师认为基本没福利待遇，40% 的老师觉得根本



没有;在我们的走访中。90% 的老师说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福利问题。调查了解，由于现在的管理政策，学校在教师节和

元旦这两个对于教师很重要的节日都没有任何慰问和福利了，

在调查中 75% 的老师认为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作为农村教

师，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超负荷工作量也许都不是问题的根本，

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认可和尊重。 

在这次的调查中了解到，各校为了搞好双创和义务教育的

很多工作，很多学校负债严重，使得学校运转艰难;而义务教

育经费管理机制对于学校负债也没有可行的解决政策，乡镇对

教育的投入几乎没有，学校的教学基础设施及维修全靠学校承

担;社会救助、捐资办学体系在农村基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

又怎么可能给老师发放福利待遇呢? 

五)教师精神压力大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调查显示，80% 以上的老师觉得精神压力大。通过调查有

近 12% 的老师因为精神压力而导致身体的不健康!有 11% 的教

师因为身体原因长期请假。精神压力是很多教师精神状态处于

崩溃的边缘，根本无法上好课。农村教师的健康问题成了社会

普遍关注的问题。教师精神上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个体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老师的工

作，现在的孩子大多半都是独生后代和留守儿童，加上现在的

物资糊口肉体糊口方式的影响，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了贪玩好逸

恶劳，心理脆弱，意志力薄弱，这让老师不知道如何去把握宽

和严的尺度尺度。越来越多的孩子动不动就闹离家出走，一不

留神就闹自杀，一不顺心就不读书，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

怎么会没有压力呢? 

2家长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

子的一生，很多的家长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对教育的认识不够

深刻，认为成绩好一切都好，成绩不好老师难辞其咎，特别是

农村的家长，根本不会管你什么素质教育，只要孩子成绩好，

其他的全都不重要，很多家长没有教育的理智，根本不愿接受

教师对学生的批评和严格教育，素质教育这么多年，从某种角

度上讲，老师是没有目标的，怎么做不清楚，评价体系不到位。 

3学校和上级部门 

来自于学校和上级部门的压力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很大的，

每学期这样那样的检查，名目繁多，这样那样的研究笔记和心

得体会应接不暇，各种各样的教研培训活动、每个节日的庆祝

活动、会议记录、安全问题、研究问题、生源问题等等，不仅



让老师觉得经济上吃不消、更多的是精神上吃不消。在我们的

问卷调查中 80% 的老师觉得精神紧张。担心上级检查不合格、

年度考核不合格、学生成绩不好、很多的老师长期处于一种高

度紧张的状态。 

4社会 

自古以来，教师在人们心目中都是神圣而伟大的，把教育

事业比作辛勤的园丁。教师就是无私奉献的，是辛辛苦苦的付

出而不求回报的，是甘守清贫而无怨无悔的……但是，教师也

是一个普通的人，特别是现今社会对教师职业更是有着多重的

要求，既是学生群体的带领者和管理者，具有指导管理学生的

权威，他们又在一定工夫是学生家长的代理人，要负责照顾学

生，他们照旧学生的同伙，需要与学生平等交流思想和情感。

此外，还要和谐与任课教师、学生家长、学校带领、自己家庭

糊口的多重关系，这类多元化的分歧性质的角色，很容易造成

教师肉体劳顿和思想冲突，公众却认为教师本该如此，他们大

多认为教室就是每天上一两节课而已，玩的工夫太多，每年还

有寒暑假，是很多人偶然之中发生对教师的心理上的讨厌和憎

恨，教师的正常工作每每得不到家长和群众的理解，有点风吹

草动就马上绝对的认为教师是完全的过错，这样的社会环境和



工作环境如何能给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舞台，这样农村教

师更迷茫了和无助。 

三、农村教师的心态及其形成原因 

根据以上几种现状，我们把农村教师的心态归纳为以下几

种：1、积极心态 

一)”无私奉献”的决心 

自古以年来，教师在人们心目中都是神圣而伟大的”春蚕

到死丝方尽，XXX 成灰泪始干”，把教育事业视作太阳下最光

辉的职业。教师就是无私奉献的，是辛辛苦苦的付出而不求回

报的，是甘守清贫而无怨无悔的……许许多多的老师就是带着

这样的”无私奉献”的决心在农村的工作岗位上坚守一生!这样

的心态占绝大多半。 

二)”回报社会”的 XXX 

很多的老师，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老师，他们曾经艰苦生

活的磨砺，知道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安稳生活，当他们走进课堂，

他们就格外的珍惜自己曾经失去的东西，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不计较报酬，不受

消极和不良情绪的影响，不追求回报，无怨无悔! 

2、消极心态 



一)物欲的膨胀，肉体的沦丧。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影响着

教师的心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数的人通过各种途径

走上了让人羡慕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工资待遇高，生活水平

高，而且工作轻松，连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似乎也淘到了金。

回过头看看我们的老师，固守于三尺讲台，一个月几百元的收

入，买不起名牌，衣服永远是最便宜的，生活是清贫的，不管

买什么都是想了又想……终其一生，教师都是寒酸的。物质上

的清贫，但是工作却是起早贪黑，呕心沥血，让许多老师对自

己的职业产生了怀疑，消极的情绪由此而来，但是却又不舍得

放弃。久而久之，许多的老师就有了混日子的打算，失去工作

的动力和积极性。 

二)浮躁时代动摇了很多老师”无私奉献”的决心 

许许多多的老师在三尺讲台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一辈子，

但是面对现在的孩子不知所措了。关心带来误解、认真视为呆

板，负责却认为多事。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

他说读书的时候，教师对他是恨铁不成钢，经常对他冷潮热讽，

说他只有卖气力吃饭的份儿，他很恨这位教师，某一天，当他

与老师重逢的时候，恰好这位老师有求于他，他显得很冷淡，

虽然最终他帮了这个老师的忙，但他也对老师说了这样一句



话：”当年你说我很笨，只有卖气力的份，是这样说的吗?”教

师无语。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为我们的教育者们感到心疼，觉

得心寒，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能成才，

恨铁不成钢，在教育方法上，或许有着许多的不同，但出发点

都是希望学生好，然而，又有几个学生能真正懂得教师的付出

呢?辛辛苦苦的工作换来的却是这样的不被理解，难怪我们的

教师灰心了。时下市场经济大潮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导致一

向安于清贫”无私奉献”的教师开始动摇了! 

三)理想与现实差距大 

诚然，许多的老师在刚走上讲台时也曾有过壮志宏图，决

心扎根农村，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成为一代名师。但现实和

幻想差异太远了。现实的具体体现在： 

1)农村教师被不公正待遇长期困扰着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的老师对于 XXX 和城区学校的

福利待遇觉得很不公正，同样的付出劳动和心血，甚至农村教

师付出的还多得多，可是得到的回报却大有出入，很多的人瞧

不起农村老师，社会、家长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对城区学校

和农村学校的老师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教学环境的恶劣、

家庭生活的困难、教师的住房问题等等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农村

教师。 



2)农村孩子素质无法和城市孩子比 

研究上，城里的孩子的研究家长极为重视，家长的素质也

很高可以给孩子很有效的辅导，很多家长会从小就给孩子报很

多补班，而农村孩子你就得花数倍努力，家长也帮不上忙，所

以城里学校的教学上更易出成绩;家长对待教育的观念也有所

不同，农村的家长越来越多的向孩子灌输新的“读书无用论”、

读书没前途，不如出去打工挣钱等等。而城市里的孩子却更能

明白只有依靠知识才能有未来的观点。 

3、观望心态 

这次调查我们发现，更大一部分老师对于目前的农村教育

其实是抱着很大的观望心态的。具体表现在工作上出工不出力。

这种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在呼吁”

尊师重教”，相应地也不断出台了相关改善教师待遇的政策，

(包括一些光喊口号不落到实处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改善农

村教育条、改变农村教育环境、提高农村教师福利、已经慢慢

的落实到行动上。这让我们的农村教师看到了很大的希望，但

是这个时代社会发展太快，这边条件还没改善或者正在改善，

生活成本早已超速前进了一大截。许多的老师就抱着一种观望

的态度对待工作。完成自己该做的事。做到问心无愧就算可以

了。也很满足目前的生活状况。 



四思考与对策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人类灵魂工程师”，从古

至今，教师这一职业一直被人们仰慕为崇高的职业。很多的人

把教师看作只思奉献不思回报的”神”，面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

农村教师这么复杂的心态。如何改变农村教育现状。端正农村

教师心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重视的一大课题。政府和社会应

该多从”教师也是人”的角度和从我国农村教育现状的实际出发，

多思考行之有效的改善办法，从软、硬环境上给农村教师和农

村教育一个公平的空间。改变农村教学现状、改善教学设施、

完善教学管理模式，提高农村教师福利待遇，推动农村教育大

力发展。 

著名教育家 XXX 先生说：”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

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看同志们

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要想做到

心心相印的教育，农村教师们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我想只

要教师在各方面都受到关注，不再有以上的矛盾和问题，农村

教育是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的! 

通过我们的实地走访，发觉农村家长学历基本为小学或者

初中，甚至还有很多连小学都没有卒业。其主要原因是:城市



的收入、就业机会、糊口前提等各个方面都明显优于农村，学

历高有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选择进城打工，留下

的都是那些在城市混不下去的人。从而导致农村人口呈现两极

分化严重，老的老小的小。其中有两类家庭居多，第一类是父

母在家务农，留在孩子身边;第二类家庭是父母外出打工，孩

子留给爷爷奶奶带，即留守儿童。 

先来看看第一类家庭，这些家长都是在城市里无法找到工

作，不得不留在农村的，一般来说他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有

小学或者初中，全家人靠务农为生。 

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双方必须要有一个抽出时间来带孩

子，这影响了干农活，影响了全家的生计。为了生计，父母没

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读书给孩子听，不耐烦手把手教孩子怎么

穿鞋子，怕孩子乱跑影响自己干农活就把孩子关在房间里……

学前教育的缺失对孩子价值观形成、智利开发影响是巨大的。

当孩子才四五岁，还没达到入学年龄时，父母就迫不及待的将

孩子送入学校。父母只是想让学校去管孩子，好让自己有更多

时间去干农活。由于孩子年龄小，头脑还没发育到适合研究的

程度，再加上缺少学前的智利开发，让很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

上，他们根本跟不上学校的进度。 



绝大多半家长照旧支持孩子研究的，他们深知务农的艰苦，

想让孩子通过研究改变命运。但是愿望是美好的，糊口的现实

的。家长白天忙着干农活，只有晚上才能有一点的工夫顾及孩

子，由于家长的学历程度都很低，根本无法辅导孩子研究，也

不知道该怎么在研究上帮助孩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

发觉自己跟不上的时候，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太放在心

上。等到考试成绩出来，家长发觉孩子的成绩和改变命运的方

针相差甚远，心急如焚。但是，自己不会教，也不会用正确方

法引导孩子，很多家长就会去买一堆的题书逼着孩子去做。孩

子做完当前，家长不会帮着孩子订正，原来不会的照旧不会，

没有任何效果，只是徒增孩子的负担。家长看到孩子做了，就

以为自己帮助到了孩子。等到下次考试成绩出来后，家长又将

大失所望，渐渐的开始不耐烦，斥骂孩子，这激发了孩子逆反

情绪，对孩子研究发生负面影响。 

在了解农村父母教育理念时发现一个很大的偏见。农村父

母认为，关心孩子就是在物质上给孩子钱让他们念书，而忽略

了精神方面的关心，他们不会抽时间陪孩子研究，也不会关心

他们研究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们会做的大多只是，想起来时候

询问下孩子研究情况，跟孩子说几句早已听出老茧的励志名言。

走访时遇到过这么一个学生，由于研究跟不上，父母平时也没



关心他研究，他渐渐失去了研究的兴趣，开始和社会青年混在

一起。开始逃课，后来渐渐发展成根本不去上课。而粗心的家

长只是偶尔问问孩子研究的情况，孩子轻松的蒙混过关。等到

家长发现孩子开始混社会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家长又不知

道该如何挽回，打骂体罚只会将孩子越推越深，直至无力挽回。

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在学校犯了错，老师想找家长谈谈，但是

家长忙于生计，对老师的帮助并不配合。即使有些家长能和老

师进行信息交流，但是家长在孩子心中地位却不高，孩子根本

不怕家长，家长无法管教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越走越偏。 

家长对待孩子研究的态度实在十分微妙，一方面，每个家

长都认为读书重要，只要孩子会读书，自己不论砸锅卖铁也会

供孩子读书。而另一方面，读书无用论照旧存在于家长的观念

中，在他们身边，一些普通院校卒业的学生也难找到工作，周

围一些没文化的孩子出去打工却能赚很多钱。这类微妙的心态

造成了，如果孩子会读书家长会十分支持，如果孩子读书成绩

不幻想，父母会想不会念还不如打工算了。父母的这类心态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学成绩两极分化的情况，成绩好的越来越好，

成绩差的父母也会另谋出路，孩子成绩越来越差。在城市，如

果父母发觉孩子研究成绩不幻想，会想尽方法帮孩子报各式各

样的补班帮助孩子研究，很多孩子得以跟上进度，继续研究。



但是，农村父母的心态使得很少有父母会逼着孩子上补班，孩

子自己因为贪玩又很少会主动提出来，因而研究一时跟不上的

会越落越多，这对很多孩子成长是不利的。 

再来看看另一类家庭，即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来带。我们实地走访出了解到，爷爷奶奶辈的学历大多是小学，

很多连小学都没有读，文化水平比留在农村的父母还要低。他

们根本不管孩子研究，也管不了。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贪玩，也

越来越难管，爷爷奶奶很多也会溺爱孩子，随着孩子来。因此，

孩子玩起来更加无所忌惮，很多都因为贪玩而荒废了学业，甚

至有些还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 

实践之前总有听到报道，说很多农村孩子因为付不起学费

而辍学，所以我们对经济状况对学业影响也做了深入调查。我

们发现，读小学和初中的父母把很大一部分的钱用于孩子教育，

但是基本还能负担。但是，到了高中大学以后，基本所有的父

母都开始负债供孩子上学。大多数父母选择向亲戚朋友借钱，

少数向国家贷款。可见，总体上农村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经济压

力还是比较大的。然而我们在教育局询问是否有专款给予贫困

孩子帮助时，我们了解到，政府有对贫困的优等生提供奖学金，

以及特困生提供助学金，一些社会团体也会给予一些帮助。但

是，很多困难的家庭并没有在补助的范围内，加之农村家长意



识淡薄，很多可以得到补助的家庭并没有提出申请，这使得真

正得到补助的家庭少之又少。在走访家长中，我们了解到，几

乎所有家长认为:只要孩子会读书，家长无论如何也会供孩子

上学。因此，对贫困生补助的不足并没有导致很多的孩子辍学，

但是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我们一直觉得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但走访中我

们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询问如果经济困难只能供一个孩子继续

研究时会怎么选择，大多数的父母都表示无论如何都要供所有

孩子上学，也有一部分表示供研究好的那个，表示选择男孩的

少之又少。 

农村教育是当代中国教育的重点，是占中国教育的绝大部

分，其普及程度及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全国普及教育和基础教

育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了提高人口素质及人均文化水平的程

度，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长期长远，作为农村教育

中的主体――教师，身上担负着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但是，随着时下市场经济时期大潮的汹涌澎湃，许许多多

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发生了一种”审美疲劳”，对自己的事也失

去了应当有的信心，尽管大多半人把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看成

自己的事业，可照旧被种种现实际遇所困惑。教师也是人，有

小我的家庭糊口、情感，有跟其他人一样的发展愿望，有寻求



美好糊口的心愿，有自己的幻想和潜能和表现欲。基于对这一

问题的关心，我们最近我们对本镇中小学，从农村教育现状和

教师心态的角度，对各个学校的班主任、教师、学生以及社会

群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走访。在近一个月的工夫内，

调查走访了本镇的 16 所中小学校，与学校带领、教师、学生、

及群众 100余人进行了交流访谈，带回了 300多页的调查笔记。

一基本情况 

1 调查对象：本次调研涉及的对象主如果全镇 16 所学校

带领、教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年纪从几岁到 60 岁不等。 

2 调查方式：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为主、走访座谈、个案分

析、资料分析为辅的方式，使调查具有代表性和实在性。调查

的工夫在 2018年 10月。 

3 调查内容：教师的糊口及家庭情况、教师的思想情况、

教师的身体状态以及抱病遭受坎坷时的救助情况、教师的工作

状态、教师的后代糊口现状，教师的福利状态、教师的心理反

应形成的心理疾病、教师迁移变革的动机、农村教师的现状、

对农村教育的意见、社会各界对教师的看法及理解等。 

二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查结果分析 

1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共下发问卷 50 余份，回收 31 份。其中男性占

57%;女性占 32%;学生占 11% ，青年占 26% ，中年占 58% ，老

年占 16%;带领占 25% ，教师占 62% ，其他人士占 13%; 

2农村教育现状的基本特征 

一)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工作量大 

调查中很多的学校领导表示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没有一

个优质的教师团队，这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投入

及态度，从而影响了教育的质量。通过问卷调查显示，一周有

20节以上的课的老师占 65% ，15节以上的只占 23% 剩下的 12%

就在 10到 15 节之间。我们还发现。75% 以上的老师一般上的

是 2门课，有些学校教师要代三门以上的科目。在村级小学，

有 15% 的老师还在上复式班。担任班主任的老师。除了教学

工作外。还有更多的班务工作需要处理，另外还要完成每学期

教育局布置的相关校本研修和相关的心得体会等等。上课前得

写教案，详细的备好课，上完课后得批改作业、研究学生、家

访，所有的工作都要做相关的记录。繁重的工作不仅体现在这

些具体的事务上，还有中小学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思想的压

力甚至超过了身体的压力。除作业外，还要对付各种名目繁多

的考试。还要接受很多形式的研究培训，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

还包括对学生的管理。复杂的学生问题，让许多教师心理劳累



是不言而喻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教师全天候的工作之外无形

中延续着，这是其它任何一个职业所不具有的。繁重的教学任

务，超负荷的工作量，让许多教师身心疲惫，好的教师都想着

调换环境，造成优质师资的流失，师资力量的薄弱造成教师工

作量大，影响了工作热情，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二)硬件设施投入不足 

目前的农村校校，教学软件上的资本相对是平稳的。但是，

在硬件办法上，农村校校和城区的学校不可相提并论。许多学

校没有多媒体设备，有的学校最多有几台录音机，音乐课上没

有钢琴、风琴……教师上音乐课就用嗓子干吼，体育课没有孩

子玩的东西，上体育课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候。而且，由于

师资力量的缺少，很多教师代的是非专业的课程，有些科目就

由班主任代上。硬件办法落伍是目前农村教育一个最广泛的现

状。 

三)”留守与学困儿童”现象 

由于本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外出务工人员很多，把孩子交

给年迈的父母，这些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被称作”留

守儿童”。农村教育的对象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在我们的调

查中，65% 的学校反应留守儿童现象严重。面对这个特殊的群

体，教师有着无以言状的苦衷。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孩



子的爷爷奶奶的教育观点和方法与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很大

的差别，很多家长认为自己把孩子送到学校，一切责任就在学

校了，根本不懂的配合学校和教师去教育孩子。他们不闻不管，

一旦孩子有什么事，或者研究成绩不好，他们就会抱怨学校和

教师，管理上时常会引起家长和学校教师的矛盾，甚至到校吵

闹。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性格孤僻、偏执，难

以沟通。目前，留守儿童现象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广

泛的关注 

四)教师福利待遇低 

据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待遇上觉得可以的只占

13% ，47% 的老师认为基本没福利待遇，40% 的老师觉得根本

没有;在我们的走访中。90% 的老师说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福利问题。调查了解，由于现在的管理政策，学校在教师节和

元旦这两个对于教师很重要的节日都没有任何慰问和福利了，

在调查中 75% 的老师认为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作为农村教

师，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超负荷工作量也许都不是问题的根本，

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认可和尊重。 

在这次的调查中了解到，各校为了搞好双创和义务教育的

很多工作，很多学校欠债严重，使得学校运转困难;而义务教

育经费管理机制对于学校欠债也没有可行的解决政策，州里对



教育的投入几乎没有，学校的教学基础办法及维修全靠学校承

担;社会救助、捐资办学体系在农村基本没有。在这类情况下

又怎么可能给老师发放福利待遇呢? 

五)教师精神压力大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调查显示，80% 以上的老师觉得肉体压力大。通过调查有

近 12% 的老师因为肉体压力而导致身体的不健康!有 11% 的教

师因为身体原因长期告假。肉体压力是很多教师肉体状态处于

崩溃的边缘，根本无法上好课。农村教师的健康问题成了社会

广泛关注的问题。教师肉体上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个体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老师的工

作，现在的孩子大多半都是独生后代和留守儿童，加上现在的

物资糊口肉体糊口方式的影响，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了贪玩好逸

恶劳，心理脆弱，意志力薄弱，这让老师不知道如何去把握宽

和严的尺度尺度。越来越多的孩子动不动就闹离家出走，一不

留神就闹自杀，一不顺心就不读书，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

怎么会没有压力呢? 

2家长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

子的一生，很多的家长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对教育的认识不够



深刻，认为成绩好一切都好，成绩不好老师难辞其咎，特别是

农村的家长，根本不会管你什么素质教育，只要孩子成绩好，

其他的全都不重要，很多家长没有教育的理智，根本不愿接受

教师对学生的批评和严格教育，素质教育这么多年，从某种角

度上讲，老师是没有目标的，怎么做不清楚，评价体系不到位。 

3学校和上级部门 

来自于学校和上级部门的压力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很大的，

每学期这样那样的检查，名目繁多，这样那样的研究笔记和心

得体会应接不暇，各种各样的教研培训活动、每个节日的庆祝

活动、会议记录、安全问题、研究问题、生源问题等等，不仅

让老师觉得经济上吃不消、更多的是精神上吃不消。在我们的

问卷调查中 80% 的老师觉得精神紧张。担心上级检查不合格、

年度考核不合格、学生成绩不好、很多的老师长期处于一种高

度紧张的状态。 

4社会 

自古以来，教师在人们心目中都是神圣而伟大的，把教育

事业比作辛勤的园丁。教师就是无私奉献的，是辛辛苦苦的付

出而不求回报的，是甘守清贫而无怨无悔的……然而，教师也

是一个普通的人，特别是现今社会对教师职业更是有着多重的

要求，既是学生群体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具有指导管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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