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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法，从培训需求、培训机会、培训效果、培训制度等维度对中小学教师

培训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培训的实效性不强，在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考核等方面仍存

在着一些问题，教师培训效果满意度并不高，教师培训制度也有待加强和完善。 因此，需进一步加大教师培

训经费投入力度、加强各级各类教师培训机构建设，建立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的统筹管

理，不断创新教师培训形式与方法、以满足教师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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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培训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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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培训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的有效路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高

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将其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

要保障措施，并提出了“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

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 的目标与

任 务。 鉴于此，本研究从培训方式、培训需求、培训

机会、培训效果、培训制度等维度，对我国中小学教

师培训状况进行了调查与访谈，希冀为中小学教师

培训工作的完善以及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生活质

量提升创造条件。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样本构成

本 研 究 采 用 随 机 抽 样 的 方 式，以 东、中、西 部

地 区湖北、湖南、内蒙古、甘肃、江苏、浙江、广东 7
个省份的 510 所城乡中小学教师作为调查对象。 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100 份，回收问卷 1593 份，问

卷回收率为 75．85％，有效问卷 1505 份，问卷有效率

为 94．5％。在 1505 份有效问卷中，从地区分布来看，
东南地区 264 人， 占 17．5％； 中部地区 829 人，占

55．1％；西北地区 412 人，占 27．4％。 从城乡分布来

看，城市教师 842 人，占 55．9％；农村教师 650 人，占

43．2％；缺失 13 人，占 0．9％。 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教

师 624 人、女教师 861 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41．5％、
57．2％；缺失 20 人，占 1．3％。 从学段来看，小学教师

615 名，占 40．9％；初中教师 665 名，占 44．2％；高中

教师 203 名，占 13．5％；缺失 22 人，占 1．5％。从职称

构成来看，初级职称教师 412 人，占 27．4％；中级职

称教师 772 人，占 51．3％；高级职称教师 241 人，占

16％；其他 55 人，占 3.7%；缺失 25 人，占 1．7％。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教师调查问卷和教师访谈提

纲。 教师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教师培训需求与方式、
培训机会、培训效果、培训制度等维度。 教师访谈提

纲的设计则围绕调查问卷的不同维度展开，以便进

一步了解教师培训工作状况以及教师满意度情况。
3．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运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能较好地满足研究需

要，所得的统计结果能反映本研究所要了解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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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状况。

三、结果与分析

1．培训需求与方式

（1）培训需求。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

进过程中， 通过各种形式的在职培训或自主学习，
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养有所提高。 然而，在学习型

社会和信息化社会，中小学教师也只有及时更新知

识，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才能适应当代社会与教育

实践提出的各种新要求。 在教师访谈过程中，不少

教师表示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参加专业培训，
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观摩指导教师或其他优秀教

师的课堂教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实践

能力。 那么，中小学教师希望通过培训提高哪方面

的知识呢？ 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实践能力

与实践智慧”，占样本数的 38．5％；其次是“广博的文

化知识”，占样本数的 25．7％；排在第三位的是“学科

专业知识”，占样本数的 21．1％；再者就是“教育学、
心理学理论知识”，占样本数的 13．9％。

（2）培训方式选取。 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目前 中 小 学 开 展 了 多

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既有国家级教师培训，也有省、
市级教师培训；还有学校层面的校本培训等。 那么，
广大中小学教师希望通过哪种途径促进专业发展

呢？ 调查数据显示，教师最希望的专业发展途径依

次 为 “脱 产 学 习 与 进 修 （33％）”、“请 校 外 的 专 家

指 导 和 帮 助（17．9％）”、“参加自上而下的教师培训

（13．8％）”、“自 主 学 习 （13．2％）”、“校 本 教 研 和 校

本培训（11％）”、“参加科研活动（10％）”。
由此看来，广大中小学教师都希望有机会脱产

学习和进修，以便更好地促进专业成长。 然而，现实

并非如此。 不少教师表示很少或几乎没有脱产学习

的机会。 某老师反映：“没有脱产学习的机会。 因为

你去学习了，你的课没有人顶替。 请人代课学校要

承担额外的经济负担。 我希望本市区多组织一些教

研培训，请那些特级教师和优秀教师讲讲教材和学

科理论。 ”
表 1：教师最希望的培训方式

类别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参加自上而下的教师培训 208 13.8

参加科研活动 151 10.0
请校外的专家指导和帮助 269 17.9

缺失 17 1.1

校本教研和校本培训 165 11.0

自主学习 198 13.2
脱产学习与进修 497 33.0

2．培训机会

（1）校外培训机会。 从教师对自己过去一年里

参加校外培训机会的满意度来看，60．2％的教师感

到“基本满意”或“非常满意”，24．6％的教师表示“非

常不满意”或“基本不满意”（见表 2）。从比较情况来

看，东南地区、中部地 区 和 西 北 地 区 教 师 的“不 满

意 率”依 次 为 32．3％、23．1％、23．1％，东西部地区相

差为 9．2 个百分点。 城乡 教 师 的“满 意率”分别为

55．2％、67．1％，农 村 教 师“满 意 率”比 城 市 教 师“满

意率”高出11．9 个百分点。
表 2：校外培训机会的满意度

人数（人） 百分比（%）

基本不满意 264 17.5
不确定 226 15.0

缺失 2 0.1

非常不满意 107 7.1

基本满意 633 42.1
非常满意 273 18.1

类别选项

（2）培训次数。 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一年

里，有 931 名教师表示参 加 过 1 至 4 次 培训，占 样

本数的 61．9％；212 名教师参 加过 5 至 8 次教 师培

训，占样本数的14．1％；5．5％的 教 师 参 加 过 9 次 以

上的培训；而有274 名教师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校

外教师培训。 从比较情况来看，不同地区教师参加

校外培训情况有所差 异。 东南地区、中部地区、西

北 地 区 分 别 有51％、60．5％、72．3％的教师参 加过 1
至 4 次培训，但也有 26．9％的中部地区教师反映从

未参加过校外教师培训，远高于东南地区（5．3％）、
西北地区教师（9．2％）。 就城乡教师而言，7．9％的城

市教师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校外的培训，而农村教

师的比例则为31．8％，是城市教师的 4 倍（见表 3）。
表 3：教师（在一年内）参加培训的次数

类别

选项

东南地区 城市教师 农村教师 合计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0次 14（5.3) 66（7.9%) 206（31.8) 274（18.2)

1-4 次 134（51) 517（61.6) 405（62.5) 931（61.9)
5-8 次 82（31.2) 184（21.9) 26（4.0) 212（14.1)
9次以上 33（12.5) 72（8.6) 11（1.7) 83（5.5)

中部地区

人数（%)
222（26.9)
500（60.5)
68（8.2)
36（4.4)

西北地区

人数（%)
38（9.2)
297（72.3)
62（15.1)
14（3.4)

造成教师培训机会不多、培训次数少的原因主

要有二：一是学校领导不太重视教师培训。 通过教

师访谈得知，目前部分 学 校 校 长 只 管 教 师的使用，
不管教师的培养、培训和提高。 即便是学校领导愿

意教师参加在职培训或脱产学习，但由于学校师资

力量有限，教师外出培训、学习势必影响教学工作

的顺利开展，所以学校也就不会经常性地派教师外

出培训和学习。 有教师这样说道，“校外教师培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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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参与，一线教师机会很少，得到培训的不

上课，上课的得不到培训”。 二是学校教师培训经费

短缺。 许多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校经费紧张，没

有专项经费或额外经费支付教师培训，导致教师培

训经费短缺。 据国家教育督导团的抽样调查显示，
59．3％的校长反映目前没有稳定的教师培训经费来

源，不能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需求；65．7％的教

师反映个人承担了半数以上的培训费用，个人负担

过重。 教师培训经费短缺，影响教师参加培训的积

极性；还有 25％的教师认为教师培训的内容不能满

足他们的实际需要。 ［2］另外，由于教师工资不高，他

们不愿意也承担不起额外的培训费用。
3．培训效果

（1）校外培训效果评价。 调查数据表明，58．6％
的教师对校外培训效果表示“基本满意”或“非常满

意”，而有 21．2％的教师表示“非常不满意”或“基本

不满意”（见表 4）。从比较情况来看，东南地区、中部

地区和西北地区教师的 “满意率” 依次为 48．3％、
61．8％、59．5％，东南地区比西北地区教师的“满意率”
低 13．5 个百分点。 另外，城乡教师的“满意率”分别为

52．2％、67．4％，两者相差 15．2 个百分点。
表 4：教师培训效果的满意度情况

校外培训效果 校本培训效果

人数（人） 百分比（%） 人数（人） 百分比（%）

基本不满意 219 14.6 315 20.9
不确定 300 19.9 319 21.2

缺失 5 0.3 2 0.1

非常不满意 99 6.6 153 10.2

基本满意 678 45.0 589 39.1
非常满意 204 13.6 127 8.4

类别

选项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师培训存在着培训效

果差、培训过程走形式、考试走过场等问题，从而导

致教师积极性和满意度不高。 有一位老师坦言：“教

师培训采取大会集中培训的方式，其效果只能说是

双方完成任务，没有多大收获。 不仅是学校的培训，
还有区的培 训，都 基 本 无 收 获，照 本 宣 科，理 论 枯

燥，考试检查时互相传抄，给大家的印象是培训就

是为了收钱。 ”
（2）校本培训效果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47．5％

的教师对学校开展的校本教研、校本培训效果表示

“非常满意”或“基本满意”，31．1％的教师表示“非常

不满意”或“基本不满意”（见表 4）。从不同地区比较

来看，东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教师的“不满

意率”分别为 24．3％、34．7％、28．4％，中西部地区 之

间相差 6．3 个百分点。 就城乡教师 而 言，城 乡 教 师

的“不满意率”分别为 24．8％、39．4％，两者相差 14．6
个百分点。 造成农村教师对校本培训不满意的可能

原因在于：农村 学 校 生 源 逐 年 萎 缩，学校班额不断

减少，同学 科 教 师 的 数 量 也 在 减少，因而难以形成

有效研讨的氛围，或者根本无法、无人与之研讨，缺

乏研讨平台。
4．学校培训制度建设

调查数据表明，48．1％的教师对学校制定的教

师 培 训 制 度 或 采 取 的 相 关 措 施 感 到 “非 常 满 意”
或“基 本 满 意”，30％的 教 师 则 表 示“非 常 不 满 意”
或“基本不满意”（见表 5）。从比较情况来看，东南地

区、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教师的“不满意率”分别 为

18．2％、35．7％、26％，中 部 地 区 比 东 南 地 区 的不满

意率高出 17．5 个百分点。 此外，城市教师和农村教

师 的“不 满 意 率 ”分 别为 21．4％、41．3％，农 村 教 师

比城市教师“不满意率”高出 19．9 个百分点。
表 5：学校培训制度的满意度情况

人数（人） 百分比（%）

基本不满意 298 19.8
不确定 328 21.8

缺失 2 0.1

非常不满意 153 10.2

基本满意 593 39.4
非常满意 131 8.7

类别选项

究其原因，一是教师对专业发展有着迫切的需

要，期望值较高，二是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建设中存

在着形式化等方面问题。 在访谈中，有老师这样说

道：“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案、计划、措施样样都有，但

都是单位迎接检查用的，内 容 也 是 从 网 上 搜 寻、修

改的。 ”还有一位老师说：“学校曾经提出年青教师、
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上公开课，每周上示范课，但

都没有实施。 我经常上示范课，却被同行们笑‘我们

可逃过一劫！ ’”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主 要 结论：
教师有着较高的培训需求与愿望，希望通过“脱产

学习与进修”等方式促进专业发展，提升专业素养；
由于工学矛盾依然突出、培训经费短缺、教学任务

繁重，中小学教师离开工作岗位脱产学习的可能性

和机会相对较小、甚至没有；中小学教师培训的实

效性不强，在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考核等方面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教师对培训效果并不是很满

意，教师培训制度也有待加强和完善。针对中小学教

师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大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加强

各级各类教师培训机构建设

一是加大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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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提供经费支持。 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

保障机制，加强培训经费的统筹管理，将培训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多渠道筹措教师培训经费，逐步建

立政府、学校、教师个人培训经费合理分担机制；进

一步加大免费培训教师的力度，从根本上解除教师

培训费用不足问题，提 高 教 师 参 与 培 训 的 积极性，
从而实现“被动培训”向“主动培训”，“要我培训”向

“我要培训”的转变。 二是加强各级各类教师培训机

构建设，通过整合培训资源形成合力，全方位提高

中小学教师培训质量。 以往承担中小学教师培训工

作主要有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市教师

进修学校等机构，但往往是各自为政、培训项目分

散，且实效性不高，难以满足中小学教师的个性化

需求。 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改革，
加强组织管理、明确权责，切实提高培训质量；进一

步整合市、县级教师培训机构，通过合并重组，解决

教师培训机构力量不足、 培训资源紧缺等问题，通

过整合 培 训 资 源 形 成 合 力， 实现教研与培训一体

化，全面提高培训质量。
2．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加强教师培

训工作的统筹管理

一是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 完备的教

师培训制度是确保教师培训工作实施的重要保障。
目前，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的培训主要是被

动式培训，他们往往是有培训任务才培训、有培训

计划指标才培训、有培训经费才培训。 因此，为了推

动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加强中小

学教师培训制度体系建设，如“全员培训制度”、“定

期培训制度”、“定期交流制度”、“校本培训制度”、
“自我培训制度”、“教师培训考评制度”等，从而使

教师培训与交流制度化、规范化、常规化。 此外，在

建立教师培训制度时应从学校实际出发，从教师需

要出发，制度内容的确立坚持科学性、实用性原则，
使制定的教 师培训制度 做到“适用”、“管 用”、“可

用”、“好用”；进一步加强制度的执行与落实，坚持

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原则。 也就是说，在强调坚

持执行制度的同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创造

性地运用制度。 二是增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进一

步完善校本培训制度。 校本培训的有效开展需要引

起学校管理者高度重视，对校本培训有着统一的正

确认识，自 觉履行校 本培训的规 划、组织、管理、评

价、奖惩等 职 责，并 带 头 示 范，营 造 浓 厚 的 培 训 氛

围，进一步完善校本培训制度体系，确保校本培训

有序开展。 校本培训制度建设维度是多方面的，主

要涉及组织制度、考核制度、交流与合作制度等。 譬

如，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制度，可以保证校本培训

有条不紊地进行； 制定严格的考勤和考核制度，有

助于对参训教师进行管理， 从而使校本培训规范

化、制度化。
3．创新教师培训形式与方法，满足教师的个性

化需要

一方面，创新教师培训形式与方法、增强教师

培训的实效性。 我们要改变单一的、会议式教师集

中培训模式，结 合学校实际 以及区域 资源优势，不

断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和方法（如套餐制、菜单式培

训模式），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历

程 教 师 的 个 性 化 需 求，切 实 提 高 教 师 培 训 的 针 对

性、实效性；加快“校校通工程”建设，充分发挥电教

资源和网络优势，积极开发和利用优质远程网络教

育资源，为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教师的

“远程培训”、“网络研修”、“自主学习”提供全方位、
多层面、优质化的教育资源，构建不受时空限制的

个性化、网络化研修平台。 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多

样化校本培训模式，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性化需

要。 充分挖掘可供利用的教育资源，发挥学校自身

优势，根据不同培训内容、针对培训对象的差异，坚

持校内培训与校际协作相结合、集中培训和分散培

训相结合、个人反思与 团 队 研 讨 相 结 合 等 原则，借

鉴和利用各类校本培训模式（如“专家引领”、“骨干

教师教学辐射”、“合作互动”、“专题研讨”、“主题研

究”、“课题研讨”、“自主发展式”、“案例教学”、“师

徒结对”、“跨校交流”等），及时总结培训实践中的

成功经验与不足，不断优化和 创新 教 师 培 训 模 式，
满足教师的个性化需要，促进教师专业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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