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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处于领先且基础的地位；据统计，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达到1586万人，全

国基础教育教师在专任教师总数中比例达到86%。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促进教师的发展。为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国家于2022年4月2日印发了《新

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强调办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教师可以分为在职教师与职前教师两大类，

知网中对《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职前教师；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前

往河南省小学进行实地考察，运用问卷调查、文献检索等方法对“强师计划”在河南省小学中教师的落

实问题、意义、影响因素进行收集采用SPSS 27.0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从在职

教师的角度分析，为“强师计划”的落实打开了一个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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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education is in a leading and fundamental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c-
cording to statistics, at present, there are 15.86 million basic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and the 
proportion of basic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the country has 
reached 86%. The state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the state 
issued the Plan for Strengthening Teachers in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n April 2, 2022, em-
phasiz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each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service teachers and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CNKI has less 
research on the “Basic Education Strong Teacher Program in the New Era” and mostly stays in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fieldwork to conduct field inves-
tig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Henan Province, and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iterature re-
trieval to collect the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in Henan Province, and uses SPSS 27.0 for data analysis, and draws conclu-
sion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ervice teachers, which opens up a new horiz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ong Tea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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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迈入教育领域，解决了我国大部分地区教师短缺的问

题；与此同时，教师的素质与专业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相呼应以促进教

师素质与专业性，例如 2022 年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与之前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要求相呼应；通过实地考察，对“强师计划”在基础教育教师中

的落实情况、意义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促进教师素质与专业性具有重要意义。 

1.1. 《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政策的印发 

人们对教师的要求伴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而逐渐变化，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才培

养任务，因此会先后出台一系列基础教育教师培养的政策，以期促进各个时期基础教育教师培养目标的

达成，进而促进该时期社会所需人才的培养，通过人才输送起到影响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2007 年上海

市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若干建议》中提出开设具有创新思维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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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能力培养的基础教育教师培训课程，以提高教师的创新思维与能力；2012 年教育部办公厅生成《“国

培计划”课程标准(试行)》的通知，该通知将“国培计划”规范化，设置相关课程、研制实施方案、落实

到各地并且作为各地项目立项评审和绩效评估的内容；2014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的通知，希望能够将基础教育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2017 年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义务教育语文、数学、化学学科教学)》以提高教师培训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018 年教育部第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2019 年五

部门和第四部门分别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深化新时代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22 年教育部第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

育强师计划》的通知。至于此前的政策，学者们继续调查研究，“强师计划”调查较少，大多留给就职

前教师。在职教师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强师计划的实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来；“强师计划”在

这些教师中得到落实了吗？得到了怎样的落实呢？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落实？如何解决这些因素带来的

影响进而促进计划的落实呢？这些问题值得展开研究。 

1.2. 基础教育教师地位偏低 

高等教育教师的社会认可度高于基础教育教师，相较于高等教育教师而言，人们认为基础教育教师

专业性不足。原因一，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应具有的知识、技能、技术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与社会上

的专门职业例如：医生、律师等相比较显得相形见绌。原因二，基础教育教师在其专业领域内的专业自

主性较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郝晓东说：“把教师当作被塑造和规训的对象，会削弱教师发展的

主动性，引发消极应付和形式主义。”原因三，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具有最低限度的职业意识和最小

限度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教师；师德师风一直以来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焦点，尽管如此，教师歧视学

生、体罚学生甚至借职务之便对学生行不好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专业知识技能方面，教师资格证的准

入门槛不算太难，其中一门专业知识的测试涵盖知识面广而浅。原因四，基础教育教师待遇偏低，大家

提到教师待遇的第一反应就是“教师是一门饿不死但吃不撑的行业”。综上所述，基础教育教师的社会

地位是偏低的，要对症下药提高教师发展的问题，才可以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印发的《基础教

育强师计划》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调查该政策的落实对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3.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性提高是必然要求 

兴国必先强师，我国《教育法》与《教师法》中对教师的义务和责任做了详细规定。唐代文学家韩

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笔者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授业是基础；授业是指传授知识与

能力，需要教师具有技能技巧，掌握知识和技巧，方能为学生解惑 [1]。教师应当贯彻终身学习理念，积

极响应落实国家政策，不断提升个人专业性。 

2. 价值意蕴 

2.1. 学校方面 

我国小学质量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支持，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无法

满足社会对小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强师计划”中强调要做到教师培训实现专业化、标准化，教

师发展保障有力，教师队伍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这对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教师是一个学校

的门面，是学校中的一个重要团体。好的教师通过专业知识技能；通过良好的师德师风；通过战略性的

教学和自我发展可以为学校带来良好的声誉、打开学校的知名度、塑造学校的认可度、为学校吸引生源、

吸引赞助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促进学校的战略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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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增强学校的声誉 
影响学校声誉的因素很多，就教师而言，优质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高水

平教师队伍应该具备各司其职的能力和良好的集体效能感。保证各自任务完成以促进学校正常运转，而

且应该有强烈的集体效能感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学校组织是一个整体，它将学校的不同分支以某

种形式组合在一起，以实现学校和教育的目标。管理科学家孔茨认为，组织的设计应该有明确的责任。

教师作为学校的组织者、领导者、传授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流失一直以来是影响学校声誉的一

个重要因素。据研究显示教师集体效能高的学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内在动机、工作投入、同事关系

满意度平均较高，离职倾向较低 [2]。稳定优秀的师资队伍是一个学校的底气，稳定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一

个学校的门面担当，对学校的声誉起着代表和宣传作用。应当贯彻《新时达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提到

的要不断提升教师的师德师风，以良好的师德师风促进学校声誉的发展。 

2.1.2. 促进学校战略性发展 
学校发展战略是学校对其长远发展目标及行动路线所作的宏观的有预见的构想和安排，包括：特色

战略、转制战略、合纵战略和任务转移战略。学校的声誉和实力受学校的特色和水平的影响，直接关系

到学校整体的发展和生存。学校发展战略是学校计划，是长期的长期目标和计划，目标基于预测。时代

的进步督促着办学质量的提升，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必然。学校的领导者应当正确认识

该校的校本文化，抓住该校发展的优势，认识到以特色办学为切入点走特色办学之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创建属于自己的学校特色 [3]。教师作为创办学校特色的重要队伍，应当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开拓更

新教育理念，做一名新时代的“强师”。 

2.2. 教师方面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作为《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主体，该政策对教师团体具有意义

重大的价值。该政策强调：“到 2035 年，适应教育现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要求，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

育教学水平明显提升，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对在职教师专业性和社会认可度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2.2.1. 教师是否作为一门专门职业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争论的问题。 
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性不太被人们认可，造成教师只是准专业人员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教学工作

缺乏一套系统化、理论化、普遍化、可证实和可传递的学术性“圈内知识”；专业技术不到位；专业伦

理不具备强强制性；自主性缺乏；教师资格认定存在漏洞等。新时代“强师计划”对提高教师专业性具

有重要意义，例如：建设国家师范教育基地为“圈内知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高教师质量建设为专

业技术建设提供了方向；四大基本原则中的师德为先把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严

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突出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以德施教、以德立身为专业伦理塑造

了一种隐形的强制性；深化精准培训改革。聚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要求和教育教学方法变革，

积极开展“国培计划”提高教师专业自主性能力。只有把“强师计划”贯彻落实到基础教育实践中，才

会真正做到普遍高质量提高教师专业性，因此对于该政策的落实情况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2.2.2. 加强社会认可度 
将“强师计划”贯彻到实践中，学校声誉得到实际提升、教师专业达到高质量发展、学生学业思想

都更上一层，家长提升对教师和学校的认可、逐渐形成尊师社会风气，会大大提高社会对教师专业性的

认可度。总之，教师专业一直是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话语，无法赋予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在不同的时

空情境中会被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赋予不同的定义 [4]，笔者更愿意从教育学的角度去注重提升教师的公众

形象以加强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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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生方面 

不同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任何一种教学活动都应包含以下 5 个要素：知识观、学

生观、教学目标、师生关系和教学方法。根据这五个要素可以划分为灌输式教学、交往式教学和交往–

灌输式教学三类 [5]。这三类教学方式对于学生自主性和师生关系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灌输式教学只注

重教师为中心，完全忽略学生自主性，一直以来都倍受批判；交往式教学把权力赋予学生，由他们来界

定学什么和怎么学，对于基础教育的学生来说，各方面不够成熟，不太适合采用这种方式；交往灌输式

学习既尊重了教师的主导地位，也贴合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较适合基础教育。 

2.4. 保障方面 

国家针对《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了组织、政策和经费三点保障，首先是组织保障：落实

政策协调制度、地方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各级教育督导部门各司其职、建立强师工作专班，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其次是政策保障。制定出台对当地教师的激励和支持政策，推动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在

全社会树立尊重教师、评价教育的良好风尚。依法依规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应为最终要求，支持教师专业

发展和终身成长，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取得实效。最后是经费保障。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实施

新时代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确保经费使用效率。 

3. 研究思路、对象和方法 

3.1. 研究思路 

通过网络资源了解到《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是目前新出的一个热点政策，秉持着终身学习的

理念搜集到纲领性文件进行解读；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决定对该纲领性

文件展开研究。 

3.2. 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河南省小学教师，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确保问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采用不记名答卷。对 186 份样本问卷进行了发放与回收，排除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 181 份，问卷有效

率达到了 97.31%。此外，通过访谈调查和观察，深入了解河南省教师“强师计划”贯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3.3. 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以下方法了解河南省小学教师“强师计划”落实的现状，并且通过对河南省小学教师“强

师计划”的现状研究为基础，找出现存的班级问题和影响落实的原因进而通过分析解决问题，提高“强

师计划”落实的效率，以求达到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的目的。 
第一，田野调查法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境中，以参与观察和具体访谈等方式获取第一手

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第二，文献研究法，是指在搜

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研究之后形成新的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

做到全面且客观。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大致了解“强师计划”的研究方向和空白处，进而细化自己的研

究主题。第三，在调查方法中，问卷是统计和调查中使用的一种格式，用于以问题类型的方式表达问题。

笔者通过问卷可以大致了解到该校教师落实“强师计划”的情况、问题、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一些相应

的措施。第四，访谈法是指访谈者针对受访谈的人员，采取一种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来了解受访人员心

理和行为的一种属于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五，观察法是指研究人员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大

纲或观察表，利用自己的感官或辅助工具获取数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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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的问题 

4.1. 学校方面 

学校是教师工作的地方，是教师专业性提高培养的主要阵地；可以说是教师的另一个“家”，因此，

学校政策、学校领导和学校环境对教师的影响都是不言自明的。 

4.1.1. 学校领导对待教师的方式不够完善 
学校领导的领导方式会大大影响教师专业提高的积极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维克托·弗

鲁姆提出的期望理论认为：激励(motivation)取决于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即“效价”valence)和其对应的

期望值(expectancy)的乘积，公式如下： M V E= ∗ 。其中，M 代表激励力，是直接推动或使人们采取某

一行动的内驱力；V 代表效价，是指个人对某一行动成果的价值评价，它反映个人对某一成果或奖酬的

重视与渴望程度；E 代表期望值，是指个人对某一行为导致特定成果的可能性或概率的估计与判断。 
当领导的激励政策所带来的价值 V 越大的时候，乘以能够实现的期望值 E，所能够激发出的教师

积极性 M 也就越大。由此可知优秀的领导力可以提高 V，进而达到提高积极性 M；另一方面，领导正

确的领导方式给教师带来的情绪价值 V1 以及激励政策给教师带来的实际价值 V2 可以提高教师积极性

M，使教师更有心致力于教师专业，而专业性的提高会提高教学水平，让培养目标完成的机率更高，

即期望值 E 能够提高；这是一环扣一环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见领导的态度、方式和思想等对教师专业

性提高的重要性。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刘胜男从社会交流理论的角度出发，学习型领导通过教师信任和教师主动性的

影响影响教师的专业学习。将教师专业学习视为一个社会交流过程，通过提供有形或无形资源，激发教

师的信任和主动性，从而鼓励教师从互惠原则出发，更巧妙地参与专业学习，以实现学校发展目标，从

而感受到受到重视和关心 [6]。 

4.1.2. 师资培训计划不完善 
学校培训缺乏战略性发展。第一表现在：缺乏对教师学位提升的政策和实质性鼓励，虽然教师资格

正在迅速提高，但基础教育专职教师的专业学位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即便在城市中，教师的学位拥有率

也只有 31.9% (59.6 万)，农村地区更是不足 10% (28.8 万)。在拥有学位的教师中，77.5%的(120.8 万)教师

毕业于地方师范院校，14.0%的(21.9 万)教师毕业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而毕业于非师范院校、民办高

校及海外高等院校的教师则寥寥无几 [7]。第二表现在学校培训内容仅追求即时可用性：《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规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及更新与扩展、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

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和现代教育技术、现代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六种内容的培训，调查

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都接受过全部六种(79.4%)培训，其次是接受过五种(8.0%)培训，只有 1.6%和 1.3%
的教师表示六种均未接受过或只接受过一种培训 [7]。问卷中的第八题，也显示出了后两种内容的培训不

足，如下：“如果您希望参加培训，您最希望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或技能？”有 52.49%选择教学方法、

71.82%选择教育心理学、78.45%选择课程设计、56.91%选择学科知识更新、59.67%选择教育技术应用、

3.87%选择其他；其中比例最高的教育心理学和课程设计属于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应用

属于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和现代教育技术，学科知识更新属于专业知识及更新与扩展，只有 3.87%可能是

属于后两种内容。第十六题：“您认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工作中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中占最高

比重的也是教育理论研究能力，对于可能是属于后两种的内容的其他只占 1.66%。也显示出了此类问题，

学习所以培养出来的教师普遍是“教书匠”，缺乏通史型教师和研究型教师。第三表现在缺乏培养教师

的环境氛围：问卷第五题：“您是否参加过教师培训”，中有 18.23%的人数选择没有，可见学校师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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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环境氛围较好，但仍有提高空间(见表 1)。 
 
Table 1. Inadequat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s 
表 1. 师资培训计划不完善数据 

题目 选项 学生占比(%) 

5) 您是否参加过教师培训？ 

是 81.8 

否 18.2 

教学方教育理论研究能力法 23.8 

16) 您认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 
工作中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 

教学设计 12.2 

课堂管理能力 17.7 

学科知识更新能力 22.7 

管理能力 22.1 

其它 1.7 

4.2. 教师方面 

教师是学校教学的主体，是“强师计划”的实施对象。 

4.2.1. 自我评价不清晰，提升路径不明确 
强师计划要求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教师要对自身进行一个清晰的分

析；明确自身所存在的长处与短板，做到补短板，发展长处，促进自身均衡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对教师的要求关键在质量，教师素质是影响学生学习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教师评价是教师质

量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健全教师评价体系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和教师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趋势，

有助于推进教师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师专业队伍建设 [8]。问卷中第 13 题“您认为当前教育工作

中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选择最多的教育资源达到了 27.07%，而教师培训仅仅占了 11.05%，第 14 题

“您认为教育工作中最需要加强的是什么？”中选择教师队伍建设的仅占 17.31%，可见教师的自我提升

意识是不足的，对自身定位不清晰；教师在对自身进行评价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只采用教

师内部的评价会导致结果会不客观、学校之间的评价可能会有利益纠缠、评价内容的多维性不全等问题。

没有清晰的教师自我定位，就无法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提升教师的专业性发展(见表 2)。 
 
Table 2. The promotion path of teachers is not clear 
表 2. 教师提升路径不明确 

题目 选项 学生占比(%) 

13) 您认为当前教育工作中 
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教育制度 22.1 

教育资源 27.1 

教师培训 11 

教育技术应用 21.5 

学生学习环境 17.1 

其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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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4) 您认为教育工作中 
最需要加强的是什么？ 

教师队伍建设 17.1 

学生素质教育 24.9 

教育资源投入 22.7 

教育技术应用 16.0 

教育政策支持 18.2 

其它 1.1 

4.2.2. 教育资源不均衡，各校教师发展差距大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教师资源不足，“强师计划”中提出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

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这一点正是针对当时的这个困境；由于教师就业地点的不确定性，很多师范类学生

毕业了可能就地发展或者回归家乡，较少有教师会主动去往中西部地区，因此“强师计划”提出相关学校

每年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一批符合实际的高素质的教师；采取激励政策，对于定向教师采取优惠政

策(免除学费、提前录取、补助生活费、完成任务后分配工作等)，激励高素质教师落实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4.2.3. 提升的内驱力不足，功利主义明显 
绝大部分教师都认为教师培训是对教育工作有帮助的，问卷中第六题“如果您参加过教师培训，您

是否觉得这些培训对您的教育工作有帮助？”中选择没有帮助的仅仅占 16.02%，选择其他的占 4.42%；

选择非常有帮助和有一定帮助的各占 33.15%和 46.41。但是教师参与培训更加希望学习到例如教学方法、

课程设计、教育技术应用等实用性知识，并且认为可以教授所带的班级就可，功利主义较强。在第十题

中，认为教师目前最大的困境是学生自身的原因；而考虑教师专业性的较少；教师学习在人口变量(性别、

教学经历、职称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学习的许多方面，女教师明显优于男教师。担任领导职务的教

师，如教学和研究组组长，比普通课堂教师要好得多。小学教师明显优于初中和高中教师，初中教师明

显优于高中教师。普通的学校老师比小学的老师要好得多 [9]。可见教师参加培训大部分是为了完成学校

的任务，得到学校的激励；较少教师是因为内驱力而参加(表 3)。 
 
Table 3. Teachers have insufficient internal drive to improve 
表 3. 教师提升内驱力不足 

题目 选项 学生占比(%) 

6) 如果您参加过教师培训，您是否 
觉得这些培训对您的教育工作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33.1 

有一定帮助 46.4 

没有帮助 16 

不确定 4.4 

5. 影响因素 

5.1. 学校对师资培训的不重视 

学校针对《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对学校的教师进行任务分配，但是缺乏针对性与时效性。从

问卷第二题教师年龄来看，教师年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年龄的教师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上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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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该针对他们的接受能力与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和内容。无论是什么年龄层次对培训内容

的重点具有一致性；通过第十六题“您认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工作中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看出

教育理论研究能力的重要性，例如：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这个理

论的掌握对于教师的教学是有一定性的影响的，这些理论是教师们认为的培训重点内容(表 4)。 
 
Table 4. Schools do not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teacher training 
表 4. 教师提升内驱力不足 

题目 选项 学生占比(%) 

2) 您的年龄是？ 

20 岁以下 3.3 

20~30 岁 39.8 

31~40 岁 29.3 

41~50 岁 18.2 

50 岁以上 9.4 

5.2. 教师缺乏自我提升的积极性 

弗鲁顿伯格在 1974 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一词。教师的倦怠是个别教师因无法有效缓解工作压力

或充分应对工作挫折而经历的身心疲劳状态。拥有教师职业倦怠心理的教师会有许多反应，其中一种反

应就是较低的成就感；这样的老师心里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做的。当成就感的下降与前两种

类型的倦怠混合在一起时，教师的工作动力会大大降低。在这一点上，失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心

理学家称之为“学者型的无力感”。经历倦怠的老师，他们经常缺课，在教学上花费很少的精力。学校

是一个组织系统，教师倦怠导致行政效率下降，人员流动增加。教师的职业倦怠会使教师减少对教学工

作的信心与热情，进而师资流失现象将会日益严重 [10]。 

5.3. 学生照本宣科，缺乏创新性和质疑性 

学生是影响教师提升内驱力的重要因素。学生的行为表现会影响到教师是否愿意以及多大的意愿去

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如果学生能够给教师正向积极的反应，教师会更大概率的愿意提升自己的教学水

平；反之，学生如果无法给予教师正向的积极反应，可能会加剧教师疲倦的发生。 

5.4. 家长对教师工作的不了解 

教师职业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并不强，这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但是家长对于基础教师专业性的

认可度低于高等教育教师；其次，家长会认为教师作为一种服务行业是理所应当的，经常会忽视了对该

职业的尊重。客观地说教师职业的实际地位并不高，近年来教师地位虽有所提高，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惯

性思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至于教师心里对教师职业的定位；在横向比较的反差里显得无奈和尴

尬；教师队伍不稳定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师地位的不尽如人意，教师们不得不正视现实。普通中学教

师除了神圣的光环和重大的责任外，地位依然没有根本上的改观。 

6. 现实路径 

6.1. 学校方面 

各校制定师资培训战略规划，将师资培训计划落实到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健生教授在《学校文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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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丛书：学校赢在文化中》提到：“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它凝聚了全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

信念、共同的愿景、共同的努力方向”。由于学校文化起着统领、规范、激励和熔炉的作用，所以学校

应该明确自身的定位，从校园出发结合当地特色，明确学校的特色战略发展并制定相关计划。教师是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学校是一个“爱人”的组织，学校师资培训战略规划的制定应当多参考现实中有

意义的例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程凤春老师撰写的《学校管理的 50 个案例》这一书中收录了

学校管理的经典例子，是每一位教学从事人员都应当阅读参考的精神食粮。该书第一章学校发展的第一

篇《学校文化特色从围棋特色入手》撰写的是一名新任校长如何根据学校特色制定对应计划变“废”为

宝，最终带领学校走向成功的故事。故事中主人公孙校长临危受命带着上级的期望与压力来到 B 小学，

B 校由于管理不到位导致问题重重：教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学习、校园无凝聚力、犹如一盘散沙，孙

校长在了解教师与学生后对症下药：抓教学质量的同时抓学生好动特色制定围棋文化，不仅使学生好动

性格得到改进，而且制定了属于 B 校独特的文化，在无形中形成一股浓厚的凝聚力。 
结合当下国家所需，吸取有意义的例子，领导应该根据国家发布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结

合该校情况，制定符合学校发展的相关计划流程。加强教师的问题意识，提升教师培训的内驱力，促进

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6.2. 教师方面 

叶澜教授曾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能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教学反思就有

可能成为名师”。教师应当贯彻学无止境的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反思：现实中为了编制的保障与稳定，

许多人都挤入教师行业，但是数量的直线上升并不能保证教师的质量，教师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考上编

制便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散步迷信思想、在某些招生中徇私舞弊和索要学生家长礼物的行为层出不穷。 
应当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加强教师自身定位，明确提升路径；加强各校

教师合作，促进协同发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教师头脑，例如：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广大

教师要做“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实现“四个相统一”，学校应当实时跟进国家政策并定时

召开相关讲座加强教师思想教育。教师应当完善评价机制，采取内评外评相结合、个人与他人评价相结

合、多层次评价等方式，明确自身发展的不足与长处，做到补短板促发展。教师应当提升个人内驱力，

唤醒自主发展意识，激发自身成长自觉，变“要我成长”为“我要成长”。教师应当用正确的方式破除

教师倦怠，例如：教学之余多与学生交谈，了解学生除了学习以外的可爱之处，做到真正热爱学生和教

学；各校教师多合作多交流，相互学习，促进教师资源最大利用。 

6.3. 学生和家长方面 

学生拒绝照本宣科，加强自我思考。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学生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而不是一味地接受

教师所传达的一切思想，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批判性思维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已经越来越重要：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SAT 有超过一半的内容(Reading Test + SAT essay)需要考查学生的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英国的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部分专业甚至引入了 TSA (Thinking Skill Assessment)
考试来辨别申请者是否具有高等教育中必备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学生建立良好的批判性思维可以反向促

进教师的发展，试想：如果一名学生只会接受不会思考，那么教师会有全心全意备课的动力吗？答案是

不一定会，反之，如果一名学生会不断提问反思，则会大大提高认真备课的概率，教师在备课中会不断

设想学生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而且在这样的课堂中，也会带动教师与学生的不断思考，在带动课堂氛围

的同时无形地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可以通过广泛阅读、换位思考、不迷信权威勇敢提出质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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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促进批判性思维的提高。此外，学生还应当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并且做到尊重教师。尊重是学习的前

提，回想自己儿童时期是不是喜欢的教师教的那门课往往成绩较高？遇到问题要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及

时解开误会，做到不对教师有厌恶情绪，尊重每一位教师，不仅对学生自身学习有好处，而且学生对教

师的尊重会促进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

人这样一个极其细微的任务。”家长应该端正对老师的总体看法，在孩子面前用积极的态度来评价老师；

这样会提升孩子对教师的崇拜感，使得教师管理更加顺畅。家长不应当事事过于依赖教师；很多家长认

为孩子的学习只要摊上一个好老师，好班主任，孩子的成绩就会好。例如很多家长非要采取托关系和送

礼物等手段把孩子送到某位教师班级中，其实孩子能否学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家庭理念的灌输，

家长不能把孩子所有发展的希望都寄托在老师身上。总体而言，家长应当积极加强家校合作、主动营造

良好尊师社会风气、尊重信任教师以促进教师提升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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