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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纠偏。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

等教育改革当中，师范大学经历扩招、学校合并，大多数地

方都是把当地原有的师范院校合并成一个综合性大学。这些

追求研究性、综合性的大学一窝蜂地放弃师范教育。师范教

育的功能和位置极大地边缘化了。 此时，师范教育的外部环

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不再由国家免费培养，不再是由

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师范教育不像1980年代以前对中学生有

很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师范教育的培养体系更加多样化

，不限于纯粹由师范院校来培养，通过建立教师资格认证制

度，教师上岗资格制度，北大、清华毕业的学生也可以来当

教师。 所以这个体系1990年代末以后被破坏，有一定的合理

性。同时，原来的体系存在的前提也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一

轮高校扩招、合并当中不切实际的追求大学校高学历，这个

是更为根本的。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基层教师的问题越来越

突出。一方面我们培养重心提高，对小学教师要求有大专学

历，中师一级院校被大量取消。学历提高以后，大专毕业生

很难下到农村小学，因为他有了大专学历，他在大城市上了

学，再想让他留到最偏僻、最边远的基层这是很困难的，能

够在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都是本土的教师。 那些大量撤并中

师的省份的贫困边远地区、农村基层的小学教师数量严重不

足。在这个背景下，温总理重新提出来要恢复师范教育的属

性，师范教育培养出最好的学生，能够提高教师质量，所以



这个政策的针对性和问题都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问题关键

在于：师范生免费制度是否应该首先在6所师范大学部属高校

进行？新疆的学生在北京、上海接受师范教育，如果能够回

新疆留在乌鲁木齐，或者留在某一个地级市重点学校，他不

可能到边远地区的教学点上去。如果这次进行免费师范生教

育的是青海师范大学、兰州师范大学，或者是天水师范学院

，那学生就能够真正下到地方的基层了。 中央第一批选择6

所教育部属师范院校，是因为操作比较容易，用的是中央财

政的钱。中央希望这个政策能产生一定的示范性，希望各个

省能用地方财政也推进免费师范教育。我最近刚从杭州回来

，浙江就决定今年在浙江推行省属师范院校的免费生政策。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因为省

属高校是由地方财政来支持的。 但在最贫困最需要基层教师

的西部地区，尤其是甘肃、青海、新疆、贵州、陕西，地方

财政没有能力实行免费师范教育。所以这个政策要真正收到

实效，恐怕还应该由中央对这些省份进行财政转移支付，要

有跟进的措施。 至于10年合同服务期，不能长短论。10年中

规定有2年必须在农村小学，这才是这个制度的重心所在。因

为真正短缺老师的是农村基层的小学，但因为你在北京上海

培养，所以不大可能到基层去当农村小学老师，最多能到中

心学校就很不错了。 如果这个制度是在西部地区的师范大学

，那吸引力会更强。西部地区大学贫困生的面积之大，像青

海的师范大学，百分之五十的学生都是贫困生，如果给他们

这样的免费师范制度，还解决工作，我想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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