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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乡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该研究以昭通学院首次派往

镇雄县牛场镇学校的实习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

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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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ru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rns sent by Zhaotong University to the Niuchang
Town School in Zhenxiong County for the first tim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ey
encountered during the internship,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ping strategies for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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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政府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及具体的目标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见乡村的发展关乎整个社会的现

代化程度高低[1]。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如何让乡村跟得上时

代步伐？这就要靠乡村教育来完成。因为乡村教育承载着培

育乡村人才、延续乡村文化的使命；也担负着助推乡村经济

发展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乡村教育一直存在教

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如师资缺乏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等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乡村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

实习生作为新时代高校教育的新鲜血液，是带动乡村教育进

步的一股强劲的力量。所以当驻村干部了解到牛场镇的情况

后便积极联系昭通学院的相关领导，请示是否可以安排实习

生去支援。经过多方协商讨论最终确定由昭通学院选派优秀

大学生前往牛场镇幼儿园及各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

年的支教活动（简称实习）。从 2023年开始至今已派出 3批

次共 41名同学分别赴牛场中心幼儿园、牛场镇中心小学及

周边村小学开展教育教学实习实践工作。第一批有 27位同

学。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第二批次的 7位同学是由昭通学院

主动配合牛场镇中心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作岗位的一次

特殊性安排。因为在第一批次的学生刚来到的时候就发现当

地中心小学老师紧缺。很多老师无法离开岗位参加培训。为

此牛场镇中心校特地请求昭通学院能够再增加一批实习生

顶岗，于是才有了第二批次的到来。

然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使得实习生

教学存在诸多难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着实习生

的教学质量，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水

平[2]。所以针对实习生在乡村教育中所存在的作用以及遇到

的问题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效的

解决办法来帮助改善实习生，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

下的乡村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以牛场镇学校实习生为例，采用访谈法、问卷法、

观察法等方法收集资料并加以整理，分析实习生在其中的作

用及困难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1 牛场镇学校概况

镇雄县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是云南省人口第一大县，其

教育事业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地位。牛场镇作为镇雄

县下辖的一个乡镇，其学校体系为当地学生提供了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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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并在乡村人才培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牛场镇下辖 9个村，分别是牛场村、沙沟村、田坝村、

长河村、大寨村、和平村、诸宗村、石笋村和向乐村。其中，

牛场村所在位置有一所公立幼儿园、三所私立幼儿园，牛场

镇中心小学，太阳山小学以及牛场镇中学共 7所学校；田坝

村有 1 所中学（包含初中和小学），和平村有 3所小学，诸

宗有 2所小学，向乐有 2所小学，其余村各有一所小学。昭

通学院所选实习生主要集中于集镇中心的学校，个别学生分

派在和平、诸宗和长河等几个村的小学。

2 实习生所遇问题

第二批及第三批，整个镇接受的实习生数量锐减至个位

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生活条件较差。因条件所

限，宿舍较为简陋，且只能多人共住一间，如中心小学和幼

儿园的几位老师，只能挤在一间宿舍里面，且没有方便的洗

浴设施。另外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各个学校虽然有专门的

食堂，但无法全天供应。而且，分配到镇中心以外的实习生，

没有交通工具，距离镇中心较远，购买东西也较为不便。

此外，实习学校硬件设施不完善也是导致实习生不能顺

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如周边村校的教室里没

有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学生上课使用的课本教材种

类较少且内容简单，无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甚至个别小

学没有像样的黑板，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教育实践无疑是雪

上加霜。这些客观因素严重制约着实习生对所教授学科的教

学设计及课堂教学实施的效果发挥。很多情况下实习生必须

自己动手制作教具，并为此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去搜集相关

资料以完成任务，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同时，在学生管理工作上，实习生面临更大的困境。牛

场镇中心学校的生源相对较优，但是周围各个村庄的小学里

有个别学生的野蛮习气较重，不认真学习;有的学生调皮捣蛋，

上课不好好听讲等等这些都给实习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

麻烦。面对这样的情况，实习生们在自己的课堂管理和生活

中遇到了很多难题，并且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实习

生寝室曾遭到学生破门进入。另外，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新

手，在没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及能力的情况下，实习生很难独

自解决上述种种棘手问题。

不仅如此，农村小学中部分在职老师已出现不同程度的

职业倦怠症状。有些老教师思想观念陈旧落后，消极懈怠，

不愿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或额外的工作内容，将本属于

自己的工作推卸到新来的实习生身上。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加

重了实习生们的课业负担，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

沉重的心理包袱。

另外，实习生本身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欠缺使

得他们在遇到此类事情时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倍感孤

单寂寞和失落不安。尤其是个别村小学由于学生数较少，只

申请了一名实习生。该实习生更感孤独无助。

总之，实习生在牛场镇学校实习过程中面临着生活环境

差；教学氛围不佳；学生管理难度大；在职教师职业倦怠严

重；自身因素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影响着实习生的教学质量。

3 应对策略

面对上述诸多现实困难，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有效地进行

应对呢？本文主要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基于

教育实践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理论的解决方案。

对于住宿条件差的情况，要改变这种现状是件非常不容

易的事情。因为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相对落后于城市学校，

并且由于经费紧张等原因不能给实习生们创造舒适的休息

环境，这严重影响了实习生们的身心健康及工作的热情度。

因此，需要当地政府和学校相互协作，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和支持，把保障实习生的基本生活放在首位，比如尽量满足

他们最基本的需求——有干净整洁的洗澡间、卫生间等等。

此外，还可以积极寻求其他途径来帮助这些实习生解决问题，

比如可以尝试着跟当地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联系沟通，请他

们出面帮忙申请一些补助或者找些爱心人士赞助一些必需

用品。当然也可以发动自己身边的力量去寻找更多其他的渠

道来解决这个问题[3]。

对于如何克服实习期间的学生管理工作难度大这个难

点，可以通过进行专业的岗前培训及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来

提高自己的处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因为有些农村孩子由于缺

少家庭教养或者受周边不良风气的影响，在思想品德上会有

一些偏差，所以，需要实习生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并根

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特点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约束。为了使

实习生能尽快地融入新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些

关于“班级建设”“课堂管理”的相关培训，学习一些基本

的方法技巧，学会如何去与学生交流并掌握一些有效的引导

手段，并且要让实习生充分了解到当地的风俗习惯，然后通

过跟家长、村民之间的接触和谈话加深彼此的信任感，再从

中找出适合本班孩子的管理办法。这样既可以保证教室里的

正常上课秩序，又可以激发孩子们主动学习的兴趣。

而面对乡村地区教学条件差、教学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可以从技术辅助、整合资源的角度着手寻找解决方案。缺乏

必要的教学设备会影响实习生们的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的

学习兴趣。首先应该积极鼓励实习生们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借助网络媒体，丰富教学内容，比如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

校本教材，以此弥补某些学科无法开展实际操作的现象。除

了以上办法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的一些自然资源作为

辅助教学手段。最后一点就是上级主管部门应该从财政拨款

方面给以适当的支持，逐渐把先进的教学设备配置到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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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小学当中，这样才能使得实习生们真正起到应有的积极

作用[4]。

对于缺乏人际交往技能的实习生而言，则需从两个层面

进行干预：一方面是对高校阶段的实习生开展有针对性的社

会化训练课程；另一方面则是对实习学校的介入。前者主要

涉及包括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如何与其他老师相处等方

面的内容，并且可以在实习之前就通过讲座的形式提前让实

习生有所准备。后者则主要是指由实习学校所组织的各种集

体性的交流活动或者各种形式的社区联谊会等等，以此来帮

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环境中去。而作为实习生自己本身

也应当积极参加一些乡村的文化活动，并尽可能多地接触当

地村民，这样便能够逐渐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的支持体系。

这一种多层结构式的社会化支持无疑可以帮助实习生更好

地完成角色转换并且提高工作的热情度。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那些处于偏僻山村中的实

习生们的关注力度。因为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很多实习生

们都会出现一种“孤岛”现象。所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让

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比如可以考虑给每个山区实习

点都配备一名经验较为丰富的老教师作为他们的辅导者或

者是直接采取几人一同前往的方式，这样一来便可以让实习

生们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进而减少孤独感。除此之外，也可

以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活动，使他们在紧张的工作

之余得到充分的情感释放。更甚者还应该允许一部分已经成

为正式老师的本地教师主动邀请实习生到家里去做客，如此

一来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她们心中的那种落寞之情。以上这些

方式方法的有效结合使用，不仅可以极大地改变实习过程中

的不良心态，而且还能为以后的乡村教育教学带来一定的益

处[5]。

4 结论

如何使实习生更好地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以及为他们的

成长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保障是重要课题。如果所有问题能够

得到较好的解决，那么对于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也

必将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不足一直

是制约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性难题。如果我们能在

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批扎根基层、甘愿奉献且具有较高专业素

养的优秀青年人才来承担起这份重任，这绝对有利于当地教

育的发展。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合作机

制即政府职能部门、高校院系、地方社会（包括县镇村三级

部门）三方联动协作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当然这中间还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比如追踪调研项目实施后对实习生的影

响及其产生的效果等等，以便将来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经

验供其他地区借鉴学习。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探索新的资源

分配模式及动员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进来的方式方法，这也是

需要深入思考的内容之一。总而言之，要想把这项工程做好

就必须做到有条不紊，不能急功近利或者只顾眼前利益而不

顾长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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