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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峰的博士学位论文《弹性与韧性——乡土社会民办教师政策运行的民族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在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史上，民办教师是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称谓。
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私塾教师，也区别于今日民办学校的教师。
它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师范教育培养人才的不足却又要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
生”的。
民办教师们承担起那一特定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使命。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民办教师多达490余万。
这数百万民办教师几乎散布在中国每一所农村小学与初中，他们含辛茹苦，默默耕耘，尽心尽力于农
村教育的发展。
今天，当我们回望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追思农村教育的进步与成就时，我们自然应该
记住民办教师，记住他们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可贵贡献。
　　魏峰对民办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情有所系，这既与他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关，更与他自己认定
的学术责任感有关。
作为一名青年学子，他注意到“农村民办教师作为教育领域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一直较少受到
学术界关注”的事实，因而将关注民办教师引为自己的责任。
这样的学术关怀和教育研究旨趣，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
　　论文的主题是有关民办教师的教育政策研究。
仔细品味民办教师这一概念，我们不难体会其所具有的政策性涵义。
民办教师是一种特定时代的政策性存在，无论它作为群体的形成还是逐渐消失，都是受到政策的认可
、制约、影响甚或操控的。
研究民办教师，显然无法绕开与其息息相关的教育政策。
换言之，对民办教师的研究，必然要求对与其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
正是从研究目标群体和教育政策的紧密关联中我们能清晰并深刻地认识到政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也许这不是一种特例。
在整个教育领域或全部的教育活动中，又有哪一个具体的教育领域、哪一类具体的教育活动不与教育
政策发生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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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弹性与韧性（乡土社会民办教师政策运行的民族志）》以新中国成立后苏北地区一个普普通通
的县农村民办教师政策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运用社会人类学中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了国家教育政策在乡
土社会的运行及其对民办教师个体生活的影响，以及民办教师应用在乡土社会的文化中所生成的个体
策略与国家政策互动的过程，力图展示乡土社会教育政策运行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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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峰，1980年生，江苏徐州人。
200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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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迁十 乡土社会教育政策运行的特征（一）民办教师政策：在社会变迁中走向现代化（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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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个体策略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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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九章论述了国家对民办教师进行正规化管理并最终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努力。
第七章考察了民办教师职称改革政策在M县的运作。
为了使所有民办教师能够顺利参与职称改革，M县通过“一函两考”的形式提高了民办教师的业务水
平，同时具备了参与职称评审的资格。
民办教师的职称改革是农村教师队伍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个环节民办教师的专业技术
人员身份获得了承认。
在政策运行的特征上，尽管职称改革政策一直追求透明化和公开化，但是由于乡土社会的固有习惯，
政策还是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正是这种不可意会的东西构成了乡土社会政策顺利运行的基础。
第十章的内容是民办教师的转正，即民办教师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
此后，M县的民办教师告别了跟随他们数十年的称谓，民办教师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存在。
在转正一章中，笔者梳理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转正政策，通过访谈重现了M县民办教师
转正的形式、影响转正的因素和他们为了转正而采取的个体策略。
　　第八章是关于民办教师的经济待遇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薪粮制”到大集体时期的“工分加补助”，再到后来的承包土地、工资改革。
经济待遇的低微和逐步改善、与公办教师的巨大差别以及为了提高待遇而进行的抗争是民办教师待遇
变迁的主线。
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为改善民办教师待遇的努力和M县的民办教师在何等艰苦的
条件下支撑着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这也是本章尽管与全书围绕资格变迁的线索不完全相符却又不得不写的本意所在。
其实，民办教师的待遇之所以出现如此问题，也恰恰是由于其不同于公办教师的特殊资格所致。
在这个意义上，第九章放在“转正”之前也是顺理成章，当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之后，待遇就不存
在此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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