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是农村
学校师资力量总体薄弱的状况仍未得到
根本改变。 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结构性
矛盾比较突出； 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差异
较大；农村中小学英语、信息技术、音乐、
体育、美术等专业教师普遍短缺。 随着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的逐步建立， 进一步加强农村师
资力量成为发展农村教育的当务之急。

一、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队伍
现状

1、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结构不合
理，老龄化问题严重。

（1）、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结构性矛
盾十分突出， 学科配置不合理问题较普
遍。 就笔者所调查几个乡镇而言，小学根
本没有专业的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科
学等老师。 为了满足教学需要，部分基层
学校的课程只能采取由略知一二的教师
搞“客串”。 少数边远的小学校，部分年级
的学科开课实在太困难， 学校则干脆实
行“包班制”，由一名教师教授一个班所有
课程。

（2）、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老龄化
问题严重。 由于现在农村教师待遇不高，
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纷纷外流， 而大多

数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就业任教，义务教
育阶段的老教师年龄大多在 55岁左右，接近退休年龄，这个
教师群体所占的比例在小学非常大，所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

（3）、教师的成份复杂，学术水平、业务素质参差不齐。 农
村学校的教师队伍组成的成份复杂，主要由正规师范生、民办
转公办教师或民师内招教师、合同制工人、招聘教师、退伍军
人这五种教师成份构成。 所以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素质
参差不齐，队伍整体水平不容乐观的事实。

2、教师队伍不稳定。
近些年在义务教育经费和教师工资及福利待遇上虽然

得到了基本保障，但农村中小办学条件和教育装备仍然十分
简陋，教师工作和生活环境亟待得到改善。一些年轻骨干老师
高薪应聘到私立学校任教，造成了教师的流失。农村教师队伍
建设不能得到吐故纳新。

3、农村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 大部分农村教师
都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很大一部分教师又是从民办
教师转正而来，所以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他们脑中根深蒂固，他
们一般都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过分强调知识体系和结构，
忽视学生心理情感、学习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农村小学中老年教师在过去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几乎
都是采用一支粉笔、一根教鞭、几本现书这种简单的灌输式教
学方法，不能接受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对现行的教育教学
改革很难适应的，甚至无所适从。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日益推
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在观念上、素质上的落后与新课程
实施要求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凸现。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农村教师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新教师难以分

配到农村学校任教。 尽管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了以县为主的管
理体制，而由于种种原因，县政府无力承担新分配教师的工
资。因此致使农村小学教师虽然十分紧缺，却无法补充新鲜血
液。 二是由于农村教育长期投入不足，办学条件难以改善，教
师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很多优秀青年教师纷纷外流。三是由于
教师紧缺，政府只能采取“先保初中后顾小学”的策略，初中缺
教师就从小学调，高中缺教师就从初中调。 新教师进不去，年
轻教师又外流，农村小学教师老龄化便不可避免。

2、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现状成因分析。
（1）、没有新鲜血液补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低、

待遇差、地位也不高，这样给农村教师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压力
和心理压力。 因此，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工作，优
秀教师又留不住，造成农村学校教师结构不能得到良性改善，
教师整体素质不高，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2）、教师编制过紧，并且严格按照纯数字操作，没有考虑
教学点、学科配套等实际问题，造成农村教师缺编严重。 教师
所教学科极不稳定，少则一个教师同时教学几个学科，多则包
班。 头绪多，任务重，不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科骨干
教师的培养，致使教师教学方法单调，教学水平提高不快。

（3）、时间、经费不能保障，学习充电不够。 农村学校教师紧
缺、经费紧张，导致外出参观学习培训的机会不多，“充电”较少，
吸收新鲜东西不够。 目前教师的继续教育也是务虚的多，务实
的少。 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如何解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队伍面临的数量
极度短缺、结构不合理、老龄化严重、专业素养不高等问题，
尽量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真正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值得我们
深思！

此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均衡发
展的乡域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研究成果， 其编号为：
XJK014CZXX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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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地处湘中偏北，雪峰山脉北段，资
水中游，属我国四大茶区之一的江南茶区。
位于亚热带大陆季风湿润气候区， 光热资
源丰富，年均气温 16℃～18℃，年降水量
1200—1700mm，相对湿度多在 80%左右。
境内山青水秀，云雾缭绕，土层深厚。 这些
适宜的环境条件， 为茶树生长发育提供了
所需要的光照、温度、土壤及水分等先决条
件。但除此之外，后期的外部干预也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从营养施肥及防
治病虫害两个方面讨论人为农艺措施对茶
叶品质的影响。

一、茶园的营养施肥
（一）、施肥的目的
茶树生育所必需的矿质元素有： 氮、

磷、钾、钙、铁、镁、硫等大量元素和锰、锌、
铜、硼、钼、铝、氟等微量元素。 在这些元素
中，氮、磷、钾消耗最大，常常需要作为肥料
而加以补给。 茶树是以采收幼嫩芽叶为对
象的多年生经济作物， 每年要多次从茶树
上采摘新生的绿色营养芽或嫩梢, 这对茶
树营养耗损极大。与此同时，茶树本身还需
要不断地生长根、茎、叶营养器官以维持树
体的繁茂和继续扩大再生长, 以及开花结
实繁衍后代等，都要消耗大量养份。 因此，
必须适时地给予合理的补充, 以满足茶树
健壮生长,使之优质、高产、稳产。

（二）、肥料的选择
肥料种类包括有机肥、 无机肥料、微

生物肥料等。 施肥前要首先测定土壤肥力
状况，然后因地制宜，灵活掌握，缺什么补
什么，实施茶园平衡施肥，防止茶园缺肥
和过量施肥。 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茶树长
势，综合考虑栽培的目的，肥料的成分与

含量确定最佳肥料配方。 协调合理、精准
到位的施肥， 不仅可以增进土壤肥力，制
造和协助茶树吸收营养，还能增强植物抗
病和抗旱能力，产生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刺
激作物生长。

此外，许多微生物肥料使用后，会对茶
树品质产生良好的影响， 可增加氨基酸的
含量，降低硝酸盐（致癌物质）含量。

（三）、施肥的原则
茶园的营养管理主要以施有机肥为

主，营养元素平衡，安全施肥。 要不断补充
茶树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使土壤矿质营养
平衡，保证生产的可持续性。

在施肥时， 我们应充分考虑影响肥料
效力的因素，如肥料品种、肥料质量、施肥
时间、施肥方式、施肥位置、施肥数量等，做
到合理、及时、准确、科学施肥。

1、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重有机肥。
有机肥养分完全，比例平衡，可以改善土壤
环境，增进土壤肥力，提高肥料利用率。 同
时，无机肥可以满足茶树旺盛生长期对氮、
磷、钾等元素的需求。

2、基肥和追肥相结合，重施基肥、适量
追肥。需肥的连续性是茶树营养特点之一。
基肥必须做到“净、早、深、足、好”。 净就是
各种有机肥的卫生指标、 重金属和农药残
留必须达标；早就是施肥时期要早，增加养
分吸收与积累， 有利于春茶早发芽、 早采
摘；深就是开沟深施，及时盖土；足就是基
肥的数量要充足；好就是基肥的质量要好。

3、 春茶追肥与秋夏茶追肥相结合，以
春茶追肥为主。 春茶的品质、产量、产值决
定了茶园的经济效益高低， 要充分发挥春
茶的生产优势， 做好春茶生产前的催芽肥

的施肥工作。
4、追肥以氮肥为主，并与磷、钾肥和微

量元素肥相结合。
5、以茶树根部施肥为主，并与叶面施

肥相结合。
二、茶园的病虫防治
（一）、农业技术措施。
1、合理种植。合理密植，有效控制茶园

小气候，提高茶树抗病虫性能和丰产性能。
2、适时修剪。将修剪后的枯枝落叶和茶

树上的病虫枝叶及时清理出园，并集中销毁，
减少病虫基数，减少因杂草、土壤发生联系的
病虫为害。

3、及时采摘。及时的多批次采摘，可改
变病虫生长的适宜环境条件， 有效切断病
虫食物来源。

4、适当锄耕。 深翻晒土，轮作倒茬，改
善土壤通透性，破坏地下害虫栖息场所。

（二）、化学生物防治
1、不用或少用化学农药。 2、利用天敌。

保证茶园生物多样性，维持茶园生态平衡。
3、使用植物制剂生物农药。 4、使用病源微
生物农药。

（三）、全面物理防治
采用灯光诱杀和黄板诱杀相结合的物

理防治病虫害的方式， 如安置频振式杀虫
灯和插挂黄板。

（四）、封园消灭病虫
茶季结束后，允许使用石硫合剂封园，

以减少次年病虫的发生量。 石硫合剂的使
用量不得使茶叶的铜含量超标。

综上所述，因地制宜的施肥选择，科学
有效的防治管理， 为茶叶产量和品质的提
升提供保障。

安化茶园的施肥技术及病虫害防治
湖南省安化县移民局 谢大伟 曹辉

当代社会，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处于亚健康的人群日益庞大。 口感醇和、
回味舒爽又具有独特保健功效的安化黑
茶广受关注。安化黑茶含有数百种化学成
分和生物活性物质，包括维生素、矿物质、
蛋白质、氨基酸、糖类物质等。 因此，随着
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势必对黑茶的品
质及其卓越而稳定的功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本文将从茶树生长的基本环境生态
和利益生态着眼，关注保障和提升茶叶质
量，保证消费者的绿色有机饮用，实现黑
茶的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生态
（一）、光照
光照是决定茶树生产力及品质的重

要因素。茶树生态习性喜阴喜湿，忌强烈直
射光，喜散射光，其光合作用补偿点较高，
光饱和点较低。 日照时间长、光度强时，茶
树生长速度、发育健全，不易罹患病虫害，
且叶中多酚类化合物含量增加；反之，茶叶
受日照少，则茶叶薄，不易硬化，叶绿质细，
多酶类化合物少， 泡制后的茶叶其水色和
香气都会受到影响。

（二）、温度
气温在 25℃以下时，茶树光合作用随

温度逐步升高而增强；25℃-35℃为最适
范围；气温 35℃以上时，净光合作用急剧
下降。气温达 39℃-42℃时，就没有净光合
作用了。其光饱和点为 32千勒克司。超过
48℃时，叶组织丧失光合能力，而出现永久
性伤害。 幼年茶树光合作用适宜的气温范
围为 20℃-28℃， 而成年茶树为 25℃
-35℃，光饱和度为 20-30千勒克司。

（三）、水分
水是茶树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条件，

如叶子中水分亏缺， 不仅直接影响光合成

过程的水分供给，导致光合速率下降，同时
也促使气孔关闭，妨碍二氧化碳的吸收，降
低原生质的水解作用，促使呼吸作用增强。
所以在干旱条件下， 茶树的光合强度往往
比较低。 水分亏缺会引起二氧化碳扩散阻
力的增大。 水分不足可以引起气孔开口度
的减小或者完全关闭， 从而阻断了二氧化
碳进入叶细胞， 同时缺水也降低羟化酶的
洗性，增大叶肉细胞阻力，因此影响了光合
作用的进行。

（四）、二氧化碳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通常是

300PPm(百万分之一)，这远远不能满足茶
树光合作用的需要。据测定，茶树二氧化碳
的 补 偿 点 为 60PPm， 而 饱 和 点 约
1300PPm。 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正常大气
中的水平以后， 光合速率仍随着二氧化碳
浓度的增加而上升。因此，茶园力求通风透
光，保证二氧化碳供给，以利于提高茶树的
光合作用。

二、利益生态
近年来，黑茶经济效益提高。 因此，人

们运用各种设施和技术手段， 争取茶树早
发芽、早采摘、早上市。在这一背景下，遮阳
网覆盖栽培以其“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
的特点，在茶叶生产中应运而生。通过遮阳
网的遮阳作用， 人为调节和改善茶树生产
所需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等生理， 生态环
境，提高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一）、遮阳网的选择
在采摘前 20天，茶园中的夏季茶树覆

盖遮阳网，可减少阳光直射，提高茶叶的嫩
度，促进茶叶体内氮素的累积，增加叶绿素
和氨基酸含量，从而使茶叶色泽翠绿，滋味
甘鲜，香气浓郁。 选择遮阳网，要注意目数
比率。 遮阳网的遮阳率太高， 高于遮阳网

40目以上，会影响茶质；遮阳率低，低于遮
阳网 30目以下，会影响产量。 因此，遮阳网
适中较佳，一般使用 30-40目的遮阳网。地
块小的茶园， 以及靠山的、 植物较多的茶
园，不宜覆盖遮阳网。

（二）、遮阳网的作用
在茶园中引进遮阳网覆盖遮阴管理农

艺措施，可以有效截留部分太阳辐射，使茶
树冠层的有效光合辐射强度降低， 从而相
对提高散射辐射的比例， 到达茶树冠层的
散射和反辐射量所占比例明显增加， 其中
散射辐射量增加 6%-15%， 提高光合效率，
光能利用率，改善光、温、湿等条件，明显改
变茶园微域生态环境， 满足茶树耐阴的习
性，进而影响茶树的光合作用、营养物质吸
收、 代谢及其在茶树体内的重新分配等一
系列生理与生化过程,最终影响到茶叶产量
与自然品质。

（三）、遮阳网的效应
1、品质效应
夏季天气炎热， 茶树新梢芽叶生长迅

速， 使得能溶解茶汤的水浸出物含量相对
减少，特别是氨基酸等的减少，使得茶汤滋
味、香气都不如春茶强烈，但带苦涩味儿的
花青素、咖啡因、茶多酚含量比春茶多。 提
供遮阳网覆盖， 增加茶的嫩度和芽叶的产
量，转变夏茶的内含成分，为来年的春茶生
长增加产量打下良好基础。

2、经济效应
首先，可充分利用茶叶资源。夏秋茶多

为低档茶，市场销路差，利润空间小，因此
人们一般不采摘。覆盖遮阳网，可提高茶的
品质，然后进行深加工，充分利用茶资源；
其次，丰富市场产品。 相对于高昂的春茶，
物美价廉的夏秋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最
后，开辟茶农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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