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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如何有效完善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工作热情是我国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方面。本研究利用西北农村地区的 216 所学校的 350 名数学

老师( 第一期 237 名老师，第二期 113 名老师) 10784 名学生样本( 第一期 7373 名六年级学生，第二期

3411 名五年级学生) ，对老师进行了基于学生成绩“绝对值”“增加值”和“增加值百分位”的绩效激励随

机干预实验。研究表明，对老师进行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式能够促使老师改变教学行为，将学生的

学业表现分别提高 0． 10 到 0． 15 个标准差，尤其是对学困生学业表现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增加值百分

位的激励方式有效促使老师同等对待所有学生。据此提出改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的具体政

策建议，激励老师关注发展起点各不相同的农村孩子，给所有孩子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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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前竞争性的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学业表现是衡量义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王善迈等，2013;

梁文艳等，2011)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学生的学业表现远落后于城市学生，城乡学生的学业表现存在

较大差距。王云峰等人( 2012) 对北京市 60 所城乡学校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表明，农村五年级学生的

语文和数学合格率和优秀率显著低于城市五年级学生的水平。2014 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对我国

8000 名三到六年级小学生进行了标准化的数学测试，结果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城乡学生之间的学业

表现差距逐渐拉大，到六年级时，农村学生的学业表现低于城市学生 1 个标准差( 中国教育报，2016 ) 。
因此，如何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是保证我国义务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

多项研究表明，学生学业表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学生自身的认知能力、努力程度，家长的受教育

水平和重视程度，教师的教学质量等都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重要因素( Hong et al． ，2005; Castro et
al． ，2015; Sanders et al． ，1997; Greenwald et al． ，1996; Ｒyan et al． ，2015) 。相对而言，农村家长忙于

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再加上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往往无法提供给孩子学业上的帮助和

辅导( 王丽媛，2008) 。因此，在校学习成为影响农村学生学业表现的决定因素。而在校学习中，教师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13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8 年第 4 期 教师队伍建设

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共中央，国务

院，2018)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也指出:“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农村学校，关键在教师”( 教育部，2012 ) 。国外已有研究

也表明，教师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核心因素之一( Ｒockoff，2004; Nye et al． ，2004; Sanders et al． ，

1997) 。
为了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有很多国家都实行了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

以色列、墨西哥、肯尼亚、印度等。Lavy ( 2002，2009) 在以色列对 62 所学校的研究表明，对教师的绩效

激励使学生的平均成绩提高了 1． 75 分，数学和科学成绩显著提高，并且对学困生的影响更大。Glewwe
等人( 2010) 在肯尼亚的 50 所学校开展了教师绩效激励项目，结果显示，短期内能够激励教师改变教学

行为，并且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Muralidharan 等人( 2012) 对印度的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绩效激励

项目将学生的数学和语言成绩分别提高了 0． 28 和 0． 16 个标准差。Woessmann( 2011) 使用 2003 年 PI-
SA 数据库(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测量了教师绩效工资对 28 个国家 190000 学

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没有实施绩效工资的国家相比，进行教师绩效奖励的国家能够将学生

的数学成绩提高 0． 25 个标准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师绩效激励都起作用，Springer 等人( 2010 ) 和

Fryer( 2013) 分别在美国选取 300 所和 200 所学校的研究发现，教师绩效工资并没有显著改变教师的教

学行为以及学生的学业表现。上述研究为提升我国农村教育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教师特别是激励教师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的作用，并采取

了一些政策措施。2006 年，国家提出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确立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并开始试点。到

2008 年底，国家出台了《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规

定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教师绩效工资，目标在于“保障和改善义务教育教

师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待遇……，吸引和鼓励各类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

教，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旨在更好体现教师的实绩和贡献、更好地发挥激励功能和提供制度保障。此

外，该《指导意见》规定绩效工资分为 70% 的基础性工资和 30% 的奖励性工资。基础性工资为固定部

分，由县级以上政府确定按月发放; 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学校按照教师工作量和成果贡献制定具体的绩

效考核标准，这部分重点向一线和骨干教师及在教学中贡献突出者倾斜，体现了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

激励理念( 教育部，2008; 王聪，2017) 。为此，国家将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中央和地方相继投入大量财政资源。2009 年中央财政投入 120 亿元用于全国的中小学教师实施绩

效工资( 国务院，2009)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再

次强调完善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绩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 。
绩效工资实施近 10 年来，我国学者们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发现绩效工资的实施增加了教师的

工资福利( 王聪，2017; 付卫东等，2010)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实施了绩效工资的学校，绩效工资方

案五花八门，没有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更没有起到激励教师的作用( 范先佐等，2011; 付卫东等，

2011) 。虽然《指导意见》给出了绩效工资的原则和方针，需要地方政府与学校进一步细化，各个县和学

校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时却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叶怀凡，2016) ，多数教师的绩效工资实际上还是“平

均主义”的形式，不少学校每年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差距低于 500 元，并未体现优绩优酬的理念( 胡耀宗

等，2017) 。在当前竞争性的教育体制下，在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方面，主要以学生的学业表现作为衡

量指标( 梁文艳等，2011) ，但是对老师绩效的考核是基于成绩的绝对值而非成绩的增加值。也就是说，

以学生一次考试的成绩作为评价老师教学效果的指标，而不是考察一段时期内，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

的成绩进步了多少。教育的最终产出而言，对老师的激励并未充分的体现在学生质量的提升上。
那么，在很多国家已经实施的教师绩效工资是否可以在中国实行? 绩效工资的实施将会对教师的

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目

标是探索不同的绩效方案对西北农村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内容是对农村小学

231



常芳等: “优绩优酬”: 关于西北农村教师绩效工资的实验研究

的数学老师进行绩效干预，激励数学老师改变教学行为，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报告回归分析结果，讨论绩效干预

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针对西北地区农村教师绩效工资改善所提出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随机干预实验( Ｒ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简称 ＲCTs) 的方法进行研究。ＲCTs 方法能

够有效度量因果关系，从样本总体中随机选择干预组和对照组，随机分配处理水平，使处理水平独立分

布于残差项中的遗漏因素，从而克服内生性问题，实现因果效应的测度( 斯托克等，2005) 。ＲCTs 最早

用于对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某种疗法或药物的效果进行检测和评估，后常用于医学、药学、护理学等自然

科学研究，近年来在农业经济、教育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如农业推广服务、公共健康

和教育项目等( 张林秀，2013) 。
( 一) 随机干预实验原理

按照随机干预实验的原理，获得干预效果的核心是进行归因，即需要研究四个部分的数据: 干预组

进行干预的数据、干预组未进行干预的数据、对照组的数据和对照组如果进行干预的数据。但是在实

际研究中，只能获得两部分的数据，即干预组进行干预的数据和对照组的数据，无法同时观测到干预组

进行干预和干预组未进行干预( 反事实) 的数据，如图 1 所示，假设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都为 OC，干

预后干预组为 OA，对照组为 OB; 干预组的变化为 AC，对照组的变化为 BC，即在没有任何干预情况下

的自然变化。因此，AB( AC － BC) 为干预的净效果( Peduzzi et al． ，2002; Schulz et al． ，2002; Duflo et
al，2006) 。

图 1 随机干预实验原理

( 二) 随机干预实验设计及实施

随机干预实验的设计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明确目标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目标是探索可行的农村教师绩效激励方案，预

期结果是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第二，制定因果关系链。从项目实施前的问题现状到项目实施后是否达到预期的结果或者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因果关系链的分析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二维的分析，分别是投入、活
动或过程、产出、结果与其所对应的内容、假定条件和衡量指标( 张林秀，2013) 。就本研究而言，需要建

立教师绩效激励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因果链( 表 1) :

( 1) 投入。项目组有足够的预算为农村老师发放激励奖金。( 2) 活动或过程。项目组为老师发放

激励协议，即项目组和老师在激励方案、奖金发放方式以及其他条件上达成共识，通过接受激励协议的

老师人数来衡量。这一活动的假设条件是老师理解并且相信激励的内容。( 3) 产出。老师最终获得激

励奖金，项目组以收到激励奖金的老师人数为衡量指标，前提条件是老师没有离开样本学校、也一直在

教样本班级，并且老师按照协议执行，改变其教学行为。( 4) 结果。提高学生学业表现是本研究的最终

目标。老师在获得激励的情况下，学校的环境允许老师改变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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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师激励因果链

投入 活动或过程 产出 结果

内容 激励奖金 给老师发放激励协议 老师收到激励奖金 学生的学业表现提高

假定条件 有预算
老师理解和相信激励协议的
内容

老师没有离开样本学校;
老师一直任教样本班级;
老师按照协议执行，改变教
学行为

学生学业表现具有可比性;
学校的环境允许老师改变教
学行为

衡量指标 费用支出 接受激励协议的老师人数 收到激励奖金的老师人数 学生的学业表现

第三，随机干预的实施及数据收集。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 2013 年到 2015 年在陕西和甘肃所做的农村教师绩效激励项目调

研。该项目共进行了两期，第一期基线调研共收集了 216 所农村完全小学的 237 名老师和 7373 名学生

信息，干预对象为六年级数学老师; 第二期在第一期样本学校的基础上，选取 103 所学校 113 名老师

3411 名学生为样本，干预对象为五年级数学老师。最终的样本分布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分布情况

第 I 期 第 II 期

样本地区 陕西榆林、甘肃天水 陕西榆林、甘肃天水

样本县 9 + 7 = 16 9 + 7 = 16
科目 数学 数学

样本学校 216 103
样本年级 六年级 五年级

样本老师 237 113
样本学生 7373 3411
研究方法 随机干预实验 随机干预实验

激励方案类型 3 种( 绝对值、增加值、增加值百分位) 1 种( 增加值百分位)

数据来源: 作者调研。

( 1) 样本选择。首先，从陕西榆林市和甘肃天水市的 16 个县教育局获得 435 所小学的名单、学校

规模、班级数量和规模等信息① ; 其次，剔除县城的小学，总人数小于 150 人、六年级班级规模大于 50 人

的完全小学入选学校样本框; 最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 所学校，该校的所有六年级班级进入样本，最

终获得 16 个县的 216 所学校 237 名数学老师 7373 名学生样本。
( 2) 基线调查。对 216 所学校的六年级学生进行基线调查。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得学生的基本情

况、标准化数学考试和数学学习的兴趣及态度等信息。此外，访谈学校的数学老师和校长，收集学校的

基本信息、学校的绩效工资情况、老师的基本信息、老师的绩效工资情况和老师对绩效工资的态度等。
对学生进行标准化数学测试。为了减少测量误差，保证数学测试准确性，项目组开发了与教学同

步的数学测试工具，该套数学测试题与样本学生所在年级的课程大纲对应。每一个样本班由 2 名经过

培训的调查员负责组织统一的标准化数学考试。
( 3) 随机分配。根据基线调查的数据，教师绩效激励第一期中将 216 所学校随机分成 4 组，其中 52

所学校为对照组( 57 名老师，1863 名学生) ，54 所学校为绝对值干预组( 62 名老师，1738 名学生) ，56 所

学校为增加值干预组( 62 名老师，1996 名学生) ，54 所学校为增加值百分位干预组( 62 名老师，1776 名

学生) 。为使干预组和控制组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形成统计意义上的双胞胎。教师绩效激励第二

期项目以第一期干预组中的增加值百分位样本学校为干预组( 57 名老师，1640 名学生) ，控制组样本仍

然沿用第一期的样本学校( 56 名老师，1771 名学生) 。
( 4) 实施干预。开发干预激励协议、激励协议指南、培训激励协议指南讲解员。在具体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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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老师进行激励协议指南的讲解，项目组与干预组老师签订激励协议。教师激励干预具体分为以

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确定教师激励的内容及核算教师激励的方法

项目组共设计了三种干预方式: 绝对值干预组、增加值干预组和增加值百分位干预组。其中绝对

值激励组是根据评估调查时学生的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计算每位样本老师所教学生的平均数学成

绩，并以此作为绝对值干预组老师教学质量的衡量指标; 增加值百分位干预组根据学生评估调查的标

准化考试成绩与基线调查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差，得到每位学生成绩的增加值，再计算每位样本老师

所教学生成绩增加值的平均数，作为增加值百分位干预组老师教学质量的衡量指标; 增加值百分位干

预组是先计算学生评估调查和基线调查的标准化数学考试之差，再从该组样本中找出基线调查成绩一

样的同学( 起点相同的同学) ，根据考试成绩的增加值，对起点相同的同学进行百分位排名② ( Barlevy et
al． ，2012) ，最终，每个样本学生都获得一个百分位排名。每位样本老师所教学生的增加值百分位平均

值，将作为该老师的教学质量衡量指标。
干预组样本老师的激励奖金取决于其教学质量的百分位，三组干预老师分别按照教学质量进行百

分位排名。在第一期教师绩效激励项目中，百分位最高的老师能够从项目组拿到 7000 元的激励奖金，

百分位每降低一名，激励奖金就减少 70 元。平均而言，一个老师大概能从项目拿到 3500 元的激励奖

金。在第二期教师激励项目中，百分位最高的老师能够从项目组拿到 8000 元的激励奖金，平均而言，

每个老师大概可以从项目组拿到 4000 元的激励奖金。
第二部分: 开发干预协议和协议指南

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项目组历时半年开发了初步的协议内容，包括项目背景、激励教师的方式、
激励奖金计算的办法、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为了方便样本老师更直观理解激励协议的内容，我们还

开发了激励协议指南，对协议上的内容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解释。在正式使用之前，在非样本学校进行

了预调研，征询了校长和老师对于协议指南的建议，并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项目组也开发

了“教师激励项目提问与回答”的手册，便于在干预阶段，调查员对样本老师提出的关于项目的问题有

统一且标准的解释。
第三部分: 实施干预

第一步: 确认身份。核实干预组老师信息，确认干预组老师所在学校、年级和班级等信息，请当地

教育局帮助通知干预组老师参加项目介绍会。干预组老师到达培训现场后，再次确认身份和个人基本

信息，保证“找对人”。
第二步: 背景宣讲。项目组向所有干预组样本老师介绍项目的背景，当地教育部门管理者鼓励和

督促干预组老师参与教师绩效激励的积极性。
第三步: 指南介绍。为了保证不同干预组老师之间互相不了解各自的干预内容，所有样本老师被

分配在三个不同的干预组，由调查员分别向不同干预老师介绍协议指南的内容，包括: 学生学业表现的

计算方式、老师教学质量的计算方式、双方需要互相遵守的原则、协议自动解除的条件等。
第四步: 答疑解惑。为了打消样本老师对协议指南内容的顾虑，项目组安排了专门的答疑解惑时

间，针对老师们提出的问题，项目组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第五步: 指南小考。为了保证干预组老师充分了解协议指南的内容，在讲解完协议指南后，项目组

根据事先开发的“指南小考”试题，对样本老师进行 5 分钟的小考，该小考的内容都是协议指南讲解中

的要点，一方面是强化样本老师对这些要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所有老师听懂和理解了协议指

南的内容。
第六步: 签订协议。项目组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在所有样本老师愿意参与本研究活动的前提下，

项目组和干预组老师签署了激励协议，双方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共识。
第七步: 短信提醒。在协议指南培训结束以后，项目组以发短信的方式提醒干预组老师参加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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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绩效激励的项目。短信提醒的时间及内容分别是: 2013 年 11 月 7 日，感谢干预组老师参加培训会;

2014 年 2 月 21 日，新学期开学前，提醒干预组老师激励协议的有效期以及奖金发放的时间; 2014 年 3
月 21 日，再次提醒干预组老师激励协议的有效期、奖金发放的时间，同时提醒项目组到校访问的时间

( 即评估调查的时间) 。此外，在 2014 年元旦，给干预组和对照组老师都发送短信，祝福新年。
( 5) 评估调查。收集与基线调查相同的指标。
( 6) 计算和发放激励奖金。根据基线和评估调查的学生学业表现结果，计算每一个位老师的教学

质量，进而计算每一位老师的激励奖金，最终发放激励奖金。
( 三) 分析方法

在上文随机干预实验设计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OLS 的方法估计教师绩效激励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

响，具体的方程如下:

Scorei． s． c = β0 + β1Treatments + β2Zi，s，c + β3Countyc + ei，s，c
其中，Scorei． s． c为第 c 个县的第 s 所学校的第 i 个学生的学业表现，Treatments 是干预的虚拟变量，当 Treat-
ments = 1 时为干预组，当 Treatments = 0 时为对照组。Zi，s，c为多列向量，用于控制与学生学业表现的其

他变量，包括学生的性别、年龄、学生基线的学业表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等。Countyc 为县的固定效应。
ei，s，c为随机扰动项。在该方程中，β1 系数是教师绩效激励干预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是本研究主要关

注的内容。

三、实证分析结果

( 一) 教师绩效激励一期和二期的回归结果

根据上文的假设，在进行随机干预实验分析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保证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基线调

查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是统计意义上的双胞胎。下表 3 从学生特征、家庭特征、
老师特征和学校特征四个维度分别将三个干预组与对照组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三个干预组( 绝对值

组、增加值组、增加值百分位组) 分别与对照组之间在上述特征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此外，四个组的

联合显著性检验也显示，四个维度十六个变量在干预之前没有显著性差异，包括学生标准化成绩、学生

性别、学生年龄、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家庭资产、老师年龄、老师性别、老师民族、老师教

龄、教师基本工资、年级规模、学校规模、学校师资和学校民办教师数等。
回归分析结果分为教师激励一期和教师激励二期，其中教师激励一期包含三个干预组( 绝对值组、

增加值组和增加值百分位组) 和一个对照组，教师激励二期包含一个干预组( 增加值百分位组) 和一个

对照组。下表 4 分别使用六个 OLS 模型来进行估计。其中教师激励一期包含 3 个估计模型，模型 1 是

对总体绩效干预效应进行评价，模型 2 是加入了学生、家庭、老师和学校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 3
是评价三种干预方式分别的效果; 教师激励二期包含 2 个估计模型，其中模型 4 仅是增加值百分位的

干预方式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模型 5 是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
教师激励一期的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无论是哪种绩效激励方式，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能

将学生的数学学业表现提高 0． 07 个标准差( 表 4，第 1 行，第 2 列) 。与对照组相比，增加值百分位的激

励方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能将学生的学业数学表现提高 0． 15 个标准差( 表 4，第 4 行，第 4 列) 。
但是，与对照组相比，给老师绝对值和增加值的绩效干预方式，并没有显著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业表现。
教师激励二期的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式仍然能够将学生的数学学业表现

提高 0． 1 个标准差( 表 4，第 4 行，第 5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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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变量描述和平衡性检验

系数( 标准误)

控制组的
平均值

绝对
值组

增加
值组

增加值
百分位组

联合显著
性检验( P 值)

学生特征

( 1) 基线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 0． 00 － 0． 05 － 0． 02 － 0． 09 0． 74
( 0． 08) ( 0． 08) ( 0． 09)

( 2) 评估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 0． 00 － 0． 01 0． 03 － 0． 04 0． 89
( 0． 08) ( 0． 09) ( 0． 09)

( 3) 学生性别( 1 = 女，0 = 男) 0． 492 － 0． 01 － 0． 00 － 0． 01 0． 89
( 0． 02) ( 0． 02) ( 0． 02)

( 4) 学生年龄( 年) 11． 99 0． 09 0． 14＊＊ 0． 08 0． 23
( 0． 06) ( 0． 07) ( 0． 07)

家庭特征

( 5)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1 = 初中毕业及
以上; 0 = 初中以下)

0． 52 0． 01 0． 03 0． 01 0． 69

( 0． 02) ( 0． 03) ( 0． 03)
( 6)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1 = 初中毕

业及以上; 0 = 初中以下)
0． 31 0． 01 0． 02 0． 01 0． 90

( 0． 03) ( 0． 03) ( 0． 03)

( 7) 家庭资产 － 0． 64 0． 03 0． 01 0． 04 0． 87
( 0． 05) ( 0． 05) ( 0． 05)

老师特征

( 8) 老师的年龄( 年) 32． 62 1． 67 0． 37 0． 58 0． 75
( 1． 60) ( 1． 68) ( 1． 47)

( 9) 老师的性别( 1 = 女，0 = 男) 0． 42 － 0． 02 0． 10 － 0． 01 0． 49
( 0． 09) ( 0． 09) ( 0． 09)

( 10) 老师的民族( 1 = 汉，0 = 少数民族) 0． 95 0． 01 － 0． 06* － 0． 01 0． 23
( 0． 03) ( 0． 04) ( 0． 03)

( 11) 老师的教龄( 年) 11． 61 1． 86 0． 84 － 0． 17 0． 62
( 1． 77) ( 1． 99) ( 1． 63)

( 12) 老师的基本工资( 元) 2852． 77 255． 60* － 149． 43 142． 40 0． 05
( 152． 65) ( 187． 32) ( 175． 44)

( 13) 年级规模( 人) 43． 35 － 1． 15 2． 41 － 3． 43 0． 30
( 2． 88) ( 2． 97) ( 2． 82)

学校特征

( 14) 学校规模( 人) 437． 83 － 59． 56 － 31． 87 － 46． 85 0． 81
( 62． 56) ( 60． 86) ( 65． 92)

( 15) 教师规模( 人) 29． 75 － 0． 45 － 2． 74 － 0． 98 0． 86
( 4． 23) ( 3． 69) ( 4． 22)

( 16) 民办教师数量( 人) 1． 69 0． 40 0． 07 0． 06 0． 94
( 0． 65) ( 0． 39) ( 0． 42)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的值; ＊＊＊，＊＊和* 分别代表的是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此外，根据学生基线学业表现，在样本班级内分为学业表现最好的 1 /3 学生、中间 1 /3 学生和学业

表现最差的 1 /3 学生，教师绩效激励对不同学业表现水平的学生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在教师绩效激励

一期，对老师进行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能够显著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业表现，尤其是对学困生的学业表

现提高得最多( 学困生的学业表现提高了 0． 19 个标准差，中间的学生学业表现提高了 0． 14 个标准差，

优等生的学业表现提高了 0． 12 个标准差) ( 表 5，第 3 行，第 1 － 3 列) ; 在教师绩效激励二期，对老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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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虽然并不是对所有学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学困生的学业表现显著提高了

0． 15 个标准差( 表 5，第 3 行，第 4 列) 。

表 4 教师激励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学生学业表现

教师激励一期 教师激励二期

( 1) ( 2) ( 3) ( 4) ( 5) ( 6)

( 1) 是否干预组( 1 = 是，0 = 否) 0． 06 0． 07*

( 0． 04) ( 0． 04)

( 2) 绝对值组( 1 = 是，0 = 否) 0． 06 0． 08
( 0． 05) ( 0． 05)

( 3) 增加值组( 1 = 是，0 = 否) 0． 01 0． 00
( 0． 05) ( 0． 05)

( 4) 增加值百分位组( 1 =是，0 =否) 0． 13＊＊ 0． 15＊＊ 0． 14＊＊ 0． 10*

( 0． 06) ( 0． 06) ( 0． 06) ( 0． 06)

( 5) 是否加入其它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 6) 观察值 7373 7373 7373 7373 3411 3411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的值; ＊＊＊，＊＊和* 分别代表的是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表 5 教师激励对不同特征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自变量

因变量: 学生学业表现

教师激励一期 教师激励二期

基线成绩
最差的 1 /3

基线成绩
中间 1 /3

基线成绩
最高的 1 /3

基线成绩
最差的 1 /3

基线成绩
中间 1 /3

基线成绩
最高的 1 /3

( 1) ( 2) ( 3) ( 4) ( 5) ( 6)

( 1) 绝对值组( 1 = 是，0 = 否) 0． 11 0． 10 0． 05
( 0． 06) ( 0． 07) ( 0． 06)

( 2) 增加值组( 1 = 是，0 = 否) 0． 04 － 0． 01 － 0． 02
( 0． 06) ( 0． 06) ( 0． 06)

( 3) 增加值百分位组( 1 = 是，0
= 否)

0． 19* 0． 14* 0． 12* 0． 15＊＊ 0． 03 0． 10
( 0． 08) ( 0． 08) ( 0． 07) ( 0． 07) ( 0． 07) ( 0． 06)

( 4) 是否加入其它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5) 观察值 7373 7373 7373 3411 3411 3411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的值; ＊＊＊，＊＊和* 分别代表的是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 二) 对结果的解释和分析

为什么对教师的绩效激励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为什么增加值百分位的方式能够显著提高

学生的数学学业表现? 而绝对值和增加值的绩效激励方式没有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这中间的

影响路径是什么?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在上文的因果链分析当中，我们假设给老师绩效激励，老师改变教学行为，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业表

现，那么，在本研究中，我们给予老师绩效激励，老师的教学行为是否发生改变? 表 6 显示了教师绩效

激励干预的中间变量情况。自变量为教师激励一期和二期的不同干预方式。因变量由学生数学学习

态度和老师的教学行为相关的 12 个变量组成。这些中间变量分别为: 学生对老师教学实践的看法( 由

14 个变量测量) 、老师对学生的关心( 由 5 个变量测量) 、老师与学生的交流( 由 4 个变量测量) 、老师教

课的难易程度( 简单的课程、中等难度的课程、难的课程) 。通过 9 道数学题( 3 道简单、3 道中等和 3 道

偏难) 让学生判断是否学过类似的题型，以确定老师教课的难易程度。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教师激励一期的干预中，与控制组相比，绝对值激励组( 表 6，第 2 行，第 2

－ 3 列) 和增加值激励组的老师所教课程平均更多处于简单和中等难度的水平( 表 6，第 3 行，第 3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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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值百分位组老师所教的课程趋向于中等和偏难的水平( 表 6，第 4 行，第 3 － 4 列) 。在教师激励

二期中，平均而言，老师所教课程处于简单和偏难的水平( 表 6，第 7 行，第 2 列和第 4 列) ; 此外，从学生

的角度来看，干预显著提高了老师的教学实践( 表 6，第 7 行，第 1 列) ，比如，老师会给学生制定明确的

学习目标、给学生表达想法的机会、告诉学生如何提高数学能力等; 并且增强了老师对学生的关心程

度，比如，老师会给学生一些帮助、老师会给学生讲解直至学生明白等; 也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比

如，老师会跟学生谈论学习进度的事情、告诉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性、跟学生家长沟通等。
从教师激励一期和二期的结果来看，对教师进行绩效激励，能够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但是，增加

值百分位的绩效激励方式更能有效地促进教师改变教学行为。从老师授课的难易程度来看，老师讲授

的内容更多，并且其中包含了更多中等偏难的内容，既照顾了学困生，也考虑了优等生的需求。更为重

要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交流增强，并且切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数学教学的行为和方式。这

可能是增加值百分位的教师绩效激励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有效机制。

表 6 教师激励中间变量结果分析

自变量
老师教简单

的课程
老师教中等
难度的课程

老师教难
的课程

学生对老师教
学实践的看法

老师对学生
的关心

老师与学生
的交流

( 1) ( 2) ( 3) ( 4) ( 5) ( 6)

教师激励一期

( 1) 是否干预 0． 02* 0． 02＊＊ 0． 01 0． 03 0． 01 0． 03
( 0． 01) ( 0． 01) ( 0． 01) ( 0． 03) ( 0． 06) ( 0． 05)

( 2) 绝对值组 0． 02* 0． 02* 0． 01 0． 01 0． 03 － 0． 03
( 0． 01) ( 0． 01) ( 0． 02) ( 0． 04) ( 0． 06) ( 0． 06)

( 3) 增加值组 0． 01 0． 02＊＊ － 0． 01 0． 02 － 0． 00 0． 04
( 0． 01) ( 0． 01) ( 0． 01) ( 0． 04) ( 0． 07) ( 0． 05)

( 4) 增加值百分位组 0． 02 0． 03＊＊ 0． 04＊＊＊ 0． 04 － 0． 01 0． 07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7) ( 0． 07)

( 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6) 观察值 7373 7370 7366 7373 7372 7373
教师激励二期

(7) 是否干预组? ( 增加值百分位) 0． 05＊＊＊ 0． 01 0． 05＊＊ 0． 06* 0． 12＊＊ 0． 08*

( 0． 02) ( 0． 02) ( 0． 02) ( 0． 03) ( 0． 05) ( 0． 05)

( 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9) 观察值 3411 3411 3411 3411 3411 3411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的值; ＊＊＊，＊＊和* 分别代表的是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对陕西和甘肃 16 个县 216 所小学为期两年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分析了教师绩效激励

对农村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对教师进行增加值百分位的绩效激励，能够将

学生的学业表现显著提高 0． 10 到 0． 15 个标准差，尤其是将学困生的学业表现提高 0． 15 到 0． 19 个标

准差。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效果通过显著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而改变学生的学业表现。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议: 第一，在现有的农村教师绩效工资体系下，教师的绩效不仅要与

学生的学业表现挂钩，而且要与学生的增加值百分位挂钩。也就是说，教师如果想获得更高的绩效工

资，既要关注中等生和优等生，也要关注学困生和后进生，真正体现有教无类、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第

二，目前我们通过两次随机干预实验验证了基于增加值百分位的教师绩效评价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

的学业表现，建议在部分地区试点和推广这样的教师绩效评价方式。
基于增加值百分位的教师绩效激励是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的探索，也是践行我国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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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方面，有助于最终促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和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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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甘肃天水共 7 个县全部进入样本，陕西榆林共 12 个区县，其中神木、府谷和吴堡未进入样本县。

②百分位是一个相对位次的概念，在本研究中表示个人的成绩比百分之多少的人高。百分位的取值在 0 － 99 之间。百分位的计算

公式为: 100 × ( 1 － 个人的绝对排名 ÷ 总人数) 。

③( 1) 数学老师给我们制定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 2) 数学老师会让我或者其他同学有充足的时间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思路; ( 3 ) 数

学老师会依据同学们学习能力的高低布置不同的作业; ( 4) 数学老师会布置需要至少一周才能完成的大作业; ( 5 ) 数学老师会让我知道

我在数学课上的学习情况; ( 6) 数学老师会提问我们，以确认我们是否听懂了他( 她) ; ( 7 ) 数学老师会让我们分成小组一起解题或完成

一些任务; ( 8) 在开始讲解一堂课的新内容之前，数学老师会回顾上一堂课讲的内容; ( 9 ) 数学老师会让我们帮他( 她) 设计课堂上的活

动或内容; ( 10) 数学老师会让我知道我在数学方面的强项和弱项分别是什么; ( 11 ) 每当有考试或作业时，数学老师会告诉我们他( 她)

对我们的期望; ( 12) 数学老师会告诉我们必须掌握哪些东西; ( 13) 数学老师会告诉我如何才能提高我的数学能力; ( 14) 数学老师会给

我们布置数学练习题。

④( 1) 数学老师很关心我的学习; ( 2) 当我需要帮助时，数学老师总是给我一些额外的帮助; ( 3 ) 数学老师总是在学习方面帮助我;

( 4) 数学老师会一直给我讲解，直到我明白课堂内容; ( 5) 数学老师在课堂上会给我表达观点的机会。

⑤( 1) 这学期，数学老师曾经就你的学习进度跟你单独谈话; ( 2) 这学期，数学老师曾经就你的学习进度跟你家长单独谈话; ( 3 ) 这

学期，数学老师曾经就你的学习进度跟家里发家长信; ( 4) 这学期，数学老师曾经告诉你考好数学很重要。

( 责任编辑 童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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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lity compulsory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key to quality education is to motivate teachers and guarantee their welfare and interests． The study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216 schools in rural areas，involving 350 math teachers and 10，768 students，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performance incentive on education quality． In a randomized intervention trial，237 mathematics
teachers and 7，357 students in the sixth grade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investigation，and 113 mathematics
teachers and 3，411 students of the fifth grade participated in the second investig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ercentile incentives based on increased students’performance help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performance． Their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increased by 0． 10 to 0． 15 standard devia-
tion，and below-average students show remarkable improvement． The results suggest the percentile incentives
based on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promote performance of all students． Finally，we put for-
ward strategies to improve teacher performance by percentile incentives，which is expected to encourage teach-
ers to address the learning needs of all students．

Keywords: Northwest rural area; performance pay; experimental research

Phenomenon of Disciplinization Impul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YAO Yiran

( College of Art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Disciplinization impulsion refers to the courses or programs，driven by impulsion and appeal，
seeking to be recognized as independent disciplines． The impulsion may result from the instinct of organiza-
tional expansion and professionals’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it is incurr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relatively rigid system，disciplin-
ization impulsion even leads to the competition amo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a higher level of higher ed-
ucation． In this context，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and stick to the guiding spirit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ddition，more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in
place to reduce disciplinization impuls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me weak and marginal
disciplines and programs．

Keywords: disciplinization impulsion; disciplin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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