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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优酬”：关于西北农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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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西安 ７１０１１６；
２．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澳门 ９９９０７８；３．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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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西北农村；教师绩效工资；实验研究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资助计划“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培育智库建设创新引智基地”（Ｂ１６０３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西北农村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政策的实施及影响研究”（７１４７３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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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Ｃａｓｔｒ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Ｓ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Ｒｙａｎｅｔａ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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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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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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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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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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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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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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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ｕｚｚ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ｃｈｕｌ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Ｄｕｆｌｏ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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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ｌｅｖｙ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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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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６－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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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７－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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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芳等：“优绩优酬”：关于西北农村教师绩效工资的实验研究

ｅ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９３（１），１３－２３．

Ｓａｎｄｅｒｓ，Ｗ．Ｌ．，Ｗｒｉｇｈｔ，Ｓ．Ｐ．，＆Ｈｏｒｎ，Ｓ．Ｐ．（１９９７）．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ａｃｈ

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１（１），５７－６７．

Ｓｃｈｕｌｚ，Ｋ．Ｆ．，＆Ｇｒｉｍｅｓ，Ｄ．Ａ．（２００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Ｃｈａｎｃｅ，ｎｏｔｃｈｏｉｃｅ．Ｌａｎｃｅｔ，３５９（９３０５），

５１５－５１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Ｍ．Ｇ．，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Ｌ．，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Ｄ．Ｆ．，Ｂａｌｌｏｕ，Ｄ．，Ｌｅ，Ｖ．Ｎ．，＆Ｐｅｐｐｅｒ，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ａｙ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ｔ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

Ｔ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ｐｕｂｓ／ｒｅｐｒｉｎｔｓ／２０１０／ＲＡＮＤ＿ＲＰ１４１６．ｐｄｆ．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Ｌ．（２０１１）．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３），４０４－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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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