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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9C_E6_9D_91_E9_c38_60847.htm 随着社会发展和精神文

明的进步，学校管理越来越重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特别是

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笔者在农村中学从事教学和管理

二十多年，强烈地感受到，农村中学青年教师的生存环境比

城镇教师恶劣得多，精神状态比城镇教师压抑得多，心理健

康水平也远不及城镇教师。由于各种原因，农村中学青年教

师队伍曾一度出现人心浮动、外流严重的态势。近年来，随

着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职业竞争的日益激化，这种现

象虽有所缓解，但是农村教师队伍表面上出现的这种相对稳

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村青年教师心理需要的压抑和自我

意识的萎缩为代价的，他们虽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心中有说不尽的委屈和无奈。第一，

远大理想和不利环境之间的矛盾引起他们的心理冲突。农村

中学的青年教师大多是近十几年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他们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成长，眼界开阔，思维灵活，有个性

，讲现实，自我中心，追求较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他

们毕业时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诸如“出国热”“经商热”“从

政热”的影响，最终无可奈何地当了中学教师，也曾向往能

在教育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可是一旦被分配到农村中学，

他们心里就凉了一大截：地方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校舍陈旧，办学条件简陋，根本无法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住

的大多是潮湿拥挤的平房，连毕业时带的一大堆书也无处可

放，有位女青年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就受到一群老鼠的骚扰，



一夜无法入睡。“鸟择木而栖，人择地而居”，不能“安居

”怎能“乐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有些学校领导

对此熟视无睹，安于现状，不思改变学校面貌。这样一来，

青年教师五彩缤纷的梦化成了肥皂泡，“教书匠”“门庭冷

落鞍马稀”的境况更使昔日“天之骄子”不堪忍受。因而他

们刚走上工作岗位，失落感和委屈感就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第二，沉闷的学校生活与变革的社会形势的鲜明对比引起他

们的心理冲突。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形势是日新月异，不少

城镇学校教育改革的步伐也是一日千里，但是大部分农村中

学的教育教学仍处于传统落后的封闭状态。在这里，升学率

仍然是衡量学校办得好坏的惟一标准，平均分优秀率仍然是

衡量教师工作绩效的惟一标准，教学与师生生活严重脱节，

大多数乡镇中学仍然靠苦教苦学、死抓硬压来提高或保持升

学率。教师和学生一样，犹如一群大大小小的“包身工”，

一年到头生活在一潭死水里，机械、枯燥、重复，缺乏生机

，也很难有创造的热情和激情。再则，农村教师本来工作负

担就重，青年教师更是挑着学校教育教学的大梁，承担着会

考中考的重任，那种压力之大非亲身经历者是难以想象的。

与此同时，青年教师又是学校里收入最低微的阶层：大部分

青年教师还是初级职称，加班加点一般并无报酬，工作辛苦

却囊中羞涩。况且，城镇学校教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可以

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繁荣和欢乐，可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落

后，远远无法满足文化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这对于活泼好动

、血气方刚的青年教师来说更是难以忍受，他们在超负荷运

作和高强度压力下身心得不到放松和调节，长期处于一种精

神疲惫状态，早早失去了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某乡校四位青



年女教师，带了半年毕业班，一个个全都患了咽喉炎，并伴

有经常性的腰酸背疼。一次省督导组到某农村重点中学视察

，专家们无不感慨地说：“这里的青年教师怎么都像小老头

，未老先衰？”临走前专家们心疼地嘱咐校长要想想办法，

让青年教师轻松起来，年轻起来，说得青年教师们直想流泪

。第三，青年人思维活跃、要求革新的倾向与僵化的学校管

理方式之间的冲突。从客观环境条件来看，农村中学各方面

均处于劣势，可是农村教育也需要教师。为了留住青年教师

，不少农村中学领导别无他法，只能在教师管理上动用压、

卡、训、调的简单粗暴方式，即以权压人，以政策卡人，不

服气则训斥，不听话则调往条件更差的山区学校去。农村青

年教师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愤懑、缺乏安全感的内心躁动之

中，既无法愉快安心地工作，也难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与

其忍辱负重，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地熬下去，还不如“三

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纷纷自找门路，另谋高就。某山

区乡校，近十几年毕业分配来的大专毕业生没有一个留下。

农村青年教师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主力军，农村青年教师的这

种生存条件和精神状态若不彻底改变，可以断言，农村基础

教育难以真正高质量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更是难以为继

。 如何改变？宏观着眼，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村的两个

文明建设大踏步前进，使农村的大环境彻底改观，使农村青

年教师即使在偏远山区也能呼吸到现代文明的气息。中观着

眼，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应该为农村教育奔走呼号，为

农村青年教师奔走呼号，呼吁当地政府和全社会都来支持农

村教育，关心农村教育，投资农村教育，都来关注农村青年

教师，善待农村青年教师，对农村青年教师实行令人动心的



优惠政策，大幅度改善农村青年教师的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

。微观着眼，学校内部应该想方设法为农村青年教师营造一

种民主的、平等的、和谐的、安全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具

有浓郁人情味的工作氛围和心理环境，让农村青年教师在不

尽如人意的物质条件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下，也能够健康、幸

福、快乐地工作着和生活着，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精

神负担。作为农村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对第一条往往是

无能为力的，对第二条往往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对第三条应

该是大有可为的。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学校领导，都应该有一

颗仁慈之心、恻隐之心，真正把农村青年教师的生存环境问

题放在心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

面入手去努力。1．废除“管、卡、压”管理模式，实行教职

工民主管理。青年教师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新知识新思想

较多，独立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较浓，他们渴望得到

理解、尊重和赏识。农村青年教师本来就已身处逆境，如果

学校领导还要机械地套用物质生产部门“管、卡、压”的那

一套来对他们进行简单、粗暴、非人性化的管理，就会引起

他们强烈的抵触和反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工作心情，久

而久之，还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倘若学校领导能够真心

实意地尊重和爱护他们，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依靠对象和服务

对象，他们就会觉得心理需要得到了满足，就能产生“士为

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就会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学校的荣

辱兴衰联系起来，心甘情愿、心情舒畅地为学校发展而出谋

划策，为学校的兴旺而努力工作。因此，学校领导必须树立

民主平等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以青年教师为本的理念，从

青年教师的心理特点出发，尽可能实行弹性的、人性化的、



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尽可能减轻青年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心理

负担，对青年教师多关心，少冷淡；多表扬，少训斥；多一

点人情味，少一点不人道；在学校内部营造一种互相尊重、

平等相待、宽松和谐的干群关系和师生关系，使青年教师置

身其中能有一种人际安全感，从而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2．加强对青年教师的职业

理想教育，提高他们的需要层次。不少研究表明，教师心理

健康与否，同教师对自己职业和工作意义的认识关系极为密

切。因此，要想提高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理想和信念

教育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新世纪的青年教师进行理想

和信念教育，如果用以前的那种“假、大、空”说教，将是

隔靴搔痒、苍白无力的。职业理想教育的切入口在哪里？一

是利用地缘关系进行教育。农村中学青年教师多数来自农村

，从小在农村长大，家人、亲友也在农村，他们对农村还是

有感情的。可以利用这种天然的地缘关系，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让他们意识到，作为农家子弟，自己对农村教育事业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发挥榜样的作用。可以用老一辈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留学归国、背井离乡，毕生从事乡村

教育、献身平民教育的高尚情操作为榜样，激励青年教师，

激发他们神圣的使命感，培养他们热爱农村教育事业、为农

村教育事业贡献青春的热情和信念。三是提高职业境界。职

业境界不同，工作态度就不同，工作心情也不同，工作效果

更不同。要帮助青年教师摒弃平庸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

树立对年轻一代终生幸福负责的道德境界，努力追求为全人

类的事业而努力的天地境界，不仅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当作

一个谋生的饭碗，而且当成一项伟大崇高的事业来追求。那



么，尽管农村中学条件不尽人意，尽管农村教师工作繁重劳

累，他们大多也能做到安贫乐道，愉快工作。3．搭建职业生

涯发展的舞台，帮助青年教师走向成功。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理论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

尊和尊重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知识

分子往往是较高层次的需要占优势，青年教师尤其如此。因

此，对于农村青年教师来说，农村学校的物质条件贫乏是一

种不良刺激，而农村学校缺乏专业成长的机会则是更为严重

的负性事件。农村的贫穷落后使他们长期闭目塞听，纵然有

千里马之才也只能被关在破烂的“马厩”里经年累月地拉磨

，直到老死病死。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是怀才不遇，最大的

荣幸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学校领导懂得了这一点，再穷再困

难，也要创造条件挤出抠出一部分经费，让教师走出去开开

眼界，把专家请进来开展校本培训，帮助教师不断地自我充

电、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学校领导还应该想方

设法为教师搭建各种各样的专业发展舞台，让青年教师时不

时地上台亮亮相，展示一下各自的才能，扶着、拉着、推着

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对于一些德才兼备的可用可造之才

，应该及时地把他们提拔吸收到学校领导班子中来，让他们

做学校的当家人，而不是局外人。明智的校长应该让“小池

塘里”的“鲤鱼”也能“跳龙门”，让小村庄里的“丑小鸭

”也能变成“白天鹅”，让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如果

这样，农村山区青年教师再苦再累也会觉得还有希望在前头

，就能保持青年人旺盛的朝气和蓬勃的生机。4．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提高青年教师应对挫折的能力。不管学校领导如何

努力改变外界条件，青年教师还是有可能进入应激状态，如



果得不到及时缓解，就会产生心理问题。这时如果他们自己

具备心理自我调节的意识，掌握心理自我保健的知识和方法

，及时进行自我放松、自我缓解、自我调适，自行解决情绪

困扰，就能把心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既抓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也抓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农村

中学青年教师继续教育的一门必修课，像抓学历合格率那样

来抓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既可以通过自学、自省、自悟的方

法，也可以请专家到学校来作专题讲座，还可以组织教师一

起学习讨论以解决共同情绪问题，以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5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休闲活动，帮助青年教师缓解压力。

对农村青年教师来说，心理压力在所难免，精神疲劳也会常

常光顾，经常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休闲娱乐活动，陶冶

和放松教师的身心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充分发挥共青团、工

会、学生会的作用，开展一些师生联谊文体活动；也可以让

青年教师走出校园，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与村民同乐；还可

以充分利用农村山区的自然资源进行踏青、野炊、短途旅游

，这既不用花费什么经费，又能达到放松身心、养精蓄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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