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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奠基工程，小学教师在教育强国战略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首批“00后”

公费定向生步入教师岗位将近一年，新入职教师在入职初期会面临着许多压力与挑战。为了深入了解“00
后”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现状，本研究选取了三位新入职“00后”公费定向生为研究对象，从职业动机、

职业满意度、职业压力和职业帮助四方面，对三位具有代表性的H市“00后”新入职公费定向生进行深

度访谈，分析“00后”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总结得出“00后”新入职公费定向生的

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包括六方面，分别是个性品质、学校环境、社会观念、家校合作、入职前后培训和

学生情况。基于影响因素，本研究从教师个人、本科院校和任职学校三方面提出参考性对策，以帮助“00
后”公费定向生在入职后更快更好地适应教师这一职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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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project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 nation. At present, the first batch of “Post-00s” 
publicly-funded oriented students has been in the teaching position for nearly a year, and new 
teachers will face many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employment. In order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areer adaptation of the “Post-00s” public-
ly-funded oriented students, this study selected three newly recruited “Post-00s” publicly-funded 
directiona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ree repre-
sentative “Post-00s” publicly-funded directional students in H City from four aspects: vocational mo-
tivation, career satisfaction, occupational pressure and career help, analyzed the occupational ad-
aptation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st-00s” newly recruited teacher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ccupa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Post-00s” newly recruited pub-
licly-funded directional students include six aspects. They are personality quality, school envi-
ronment, social attitudes, home-school cooperation, pre- and post-employment training, and stu-
dent situation.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reference countermeas-
ures from three aspects: individual teachers,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schools, so as to help the 
“Post-00s” publicly-funded oriented students adapt to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faster and better 
after entering the schoo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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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推动力，只有办好乡村教育，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而一支高质量

的教师队伍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1]。公费定向生作为乡村教师队伍中的一大新鲜力量，是乡村教师队

伍换血的一代，在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缓解教师的结构性短缺，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其刚入职还未有太多家庭的负担和生存的压力被学校予以重望。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2]近些年，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均

衡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就包含公费定向生政策的推行。且《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在文件中指出要为乡村学校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合格乡村教师

[3]。由此可见公费定向生的特殊性所在。随着时代的发展，“00 后”公费定向生逐渐加入教师队伍中，

赋予教师群体以积极的能量，其职业适应情况对整个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教师

职业适应问题的探索，国内外都有一些研究，其中以美国学者富勒提出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关注阶段论为

先，后有我国学者叶澜、白益民提出的“自我更新”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4]。但国内对于“00 后”

公费定向生的职业适应情况研究还不多。基于此背景，笔者提出对“00 后”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的研究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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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思路 

笔者通过阅读相关的研究文献，对资料进行整理与归纳，了解现当下有关于“00 后”公费定向生职

业适应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以搜集到的文献为研究基础和理论支撑，确定了研究课题方向。公费定向

生政策是针对教师资源稀缺及乡村教学工作吸引力不足所出台的政策。“00 后”公费定向生就职时间普

遍为 0~2 年，在小学教师队伍中占少数，因此不便开展量化研究。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选择 H
市具有代表性的“00 后”公费定向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分析其在职业适应过程中存在问题、影

响因素和帮助措施等，得出“00 后”公费定向生新入职群体的职业适应影响因素及发展启示，为“00 后”

公费定向生适应教师岗位提供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三位分别来自不同乡镇小学的初任教师，入职时间均为一年。为了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

分别用 Y 老师、M 老师、Z 老师代替三位老师的真实姓名。各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工作地点 教龄 年级 学科 

M 老师 女 本科 小学教育 乡镇 1 年以下 五年级 语文 

Y 老师 女 本科 小学教育 乡镇 1 年以下 六年级 数学 

Z 老师 女 本科 小学教育 乡镇 1 年以下 一年级和四年级 语文和音乐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和访谈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三位研究对象的深入访谈，了解新入职群

体“00 后”公费定向生的职业适应现状，探讨新入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习能力、教师关于职业适应及

教学能力提升的需求从而得出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 

2.4. 研究思路 

以往学者关于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问题结构因素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大量研究都认为新入职教师

职业适应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结构，概括起来分别有三因素、四因素和五因素模型。“00 后”群体

的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问题相关研究较少，基于此，笔者以四因素理论为基础，从职业动机、职业满意

度、职业压力和职业帮助四方面对三位具有代表性的 H 市“00 后”新入职公费定向生进行深度访谈，分

析“00 后”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问题，从教师个人、本科院校和任职学校三方面提出参考性建议(图 1)。 
 

 
Figure 1.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beginning teachers’ difficulties of occupational adaptation 
图 1. 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问题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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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 

3.1. 个性品质影响职业适应 

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加快新入职教师适应教师岗位。“00 后”大学生整体上具有健康积极的社会心

态。访谈中 Y 老师提到，相对于任职久的教师，“00 后”的教师更有活力、干劲和独特想法，他们也会

直面困难和挑战。“00 后”群体作为互联网下成长出的孩子，更加向往自由、创新度高的环境。加上他

们以往生存的环境是十分优渥的，在对未来职业发展规划中，会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发展的问题，更关注

个体能力价值的发挥和情感经验的满足[5]。“00 后”职教师会积极主动利用线上教学资源提高自我教育

教学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教师岗位。 

3.2. 学校环境影响职业适应 

环境因素不仅包括任教学校的硬性条件、教学日常及校园环境，还包括任教学校周边的生活环境。

学校的绩效考核制度是否合理、同事间日常沟通交往是否融洽、周边生活配套是否完善等，这些都会对

教师职业适应产生影响。在访谈的三位老师中，M 老师和 Z 老师都表达了对学校环境的满意。但 Y 老师

说到：“我对学校内部环境满意，但对学校所处的这一片区不是很满意。交通没有大学的便利，很多商

铺晚上都会关门，没有好吃的和好逛的，想要放松都很难实现。”由此，笔者了解到，“00 后”公费定

向生对所处环境褒贬不一，但都认为学校环境可以满足基本需求，教室内教学设施能够满足日常教学工

作；绩效考核制度公正公开，不会因为是新教师就有特殊待遇；与同事间的相处较为融洽，能够互帮互

助，未有存在沟通交流不顺畅的情况。但在生活方面，他们认为周边生活配套较少、住宿环境恶劣等问

题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职体验感不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00 后”公费定向生的职业适应。 

3.3. 社会观念影响职业适应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不论是杨时的“程门立雪”，还是谭嗣同所提到的“为

学莫重于尊师”，或是韩愈在《师说》中提到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都明确提出了尊师重

道的社会风气。随着科技地快速发展，互联网短视频的兴起对主流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使得社会对

于教师的评价逐年降低，常将各类问题归结于教育，新入职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这类现象在

乡村地区尤为突出，再加上社会上对教师评价愈加严格，大部分人不允许教师有教学外的娱乐活动，认

为教师不教学存在享乐行为，三位老师都提到：“社会上对教师的这一个职业可能稍微会比较苛刻，没

有我想象中那么尊敬。”这些舆论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00 后”公费定向生的职业热情，从而影

响职业适应。 

3.4. 家校合作影响职业适应 

家校沟通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指导者詹姆士·卡莫认为，学校教育成功

的关键是学校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合作，由此可见家校沟通的重要性。其是否能够有效沟通，形成家校合

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6]。M 老师提到，“我与家长日常沟通的方式主要以文字沟通、电话沟通、

约到学校或家访这几种方式为主，遇到配合的家长，能够把教师的嘱托真正落实到位的，孩子真的可以

有很大的变化；但有部分家长不配合，说回去会好好教育，但却不管。教师就只能提醒，德育方面的问

题家庭不配合，是无法真正解决学生问题的。”由此笔者了解到，大部分家长都能够配合教师的工作，

对学生的德育、智育等有进行管理和约束。但有一部分家长则认为，孩子进入学校，所有的责任就都归

于校方，自己则不需要管教孩子。甚至有部分家长会在孩子抽烟时主动给孩子提供香烟，在教师提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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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后，也只是口头承诺会好好管教他。而后并未执行，学生沉滓泛起。这些现象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造成

了一定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适应情况。 

3.5. 入职前后培训影响职业适应 

教师入职前后的培训对新入职教师材料的掌握和运用及教师的专业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据调查，

在入职前，当地的教师发展中心会安排新入职教师统一培训 2~3 天，主要培训班级管理、教学管理方面

的相关知识。在入职后，学校会有不定期的讲座和定期座谈会来帮助他们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另外，

在日常授课时会有推门课、公开课的形式，为新入职教师提出改进课堂的建议，以帮助新入职教师优化

授课方式，提高教育教学能力。针对职前职后所接触到的培训，三位受访者都表示实战型、经验型的培

训更能帮助适应教师岗位。在本科就读期间，他们就上过丰富的教育理论课程，但是实操性不强，难以

直接运用到教育工作当中。在入职后，他们认为理论化较强的讲座对于职业适应的帮助微乎其微。实用

性最强的是关于班级内学生心理问题处理的相关培训讲座，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有条理地管理班级，帮助

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加速职业适应。 

3.6. 学生情况影响职业适应 

教师的工作主体是学生，教师教授学生，学生将所学知识呈现给教师，帮助提升幸福感。教师在日

常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与学生相关的问题。新入职教师会感到教学经验不足、教学能力有限，面临

班级管理、问题学生、教育教学等问题，给新入职教师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与负担。例如班内有一些特需

儿童，如上课时会多动、自言自语，或因为生理结构而容易表现得狂躁等，都需要教师重点关注。作为

班主任还要协调好学生和科任老师之间的关系，平衡好师生关系。在访谈中 Y 老师特别指出，“基本每

个年级都或多或少有这样智力障碍或者行为障碍的学生，需要教师不断地去关注和调整，这加重了教师

的基本工作量，对教师的职业适应造成一定影响。” 

4. 对策建议 

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以及对上述三位“00 后”公费定向生的职业适应现状的调查研究，找出现阶

段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难，从个体、本科培养和任职学校三个方面，为提高“00
后”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能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4.1. 个体方面 

4.1.1. 明晰自身定位，加快角色转变 
初任教师在承担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学经验的积累，多数

教师会逐步适应并承担起这些角色[7]。新入职教师要坚定教师信念，明晰自身定位，主动学习和提升自

己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技能，认识到教师角色的转变所承担的责任与期望。以“四有好老师”、“四个引

路人”和“四个相统一的标准”，提高职业认同感，实现从师范生角色转变为新入职教师角色。 

4.1.2. 做好心理准备，正向鼓励自身 
“00 后”积极向上，对于教育教学工作充满了干劲。三位研究对象均表示有处于对教育行业的热爱

才选择教师职业，其动机积极主动。就业动机主动，对于教师岗位的认可度也会相对较高。在面对新的

工作环节和职责，新入职教师要热爱教育事业，要做好心理建设，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适应教师岗位。

并学会把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与挑战视为教师成长的契机，将其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通过提高自我内驱力，增强抗压能力，以积极向上的语言激励自我，调整好心态，更好地适应教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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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抓好自身建设，提高自身水平 
“00 后”更多呈现出坦率直接的性格特点，其自我意识特别强烈，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在信

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00 后”思维活跃，思想方式灵活多变，能够多渠道、广范围地接受各种信息

资源[8]。新入职教师应主动学习，利用多种渠道，提前了解教师岗位和教育工作，加快适应新入职的岗

位。教师不能仅仅把自身职业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要使职业散发出金子般的光辉，守护好这片教

育沃土。通过创新教育形式，“00 后”新入职教师能够提高教师职业认同，调动职业适应的积极性，突

出主体意识，挖掘自身的闪光点，发现不足之处，在自己的专业生活中，应做到不断总结和反思自己的

工作，体现和追求正确的教育方向[9]。 

4.1.4. 融入学校集体，共筑和谐关系 
新入职教师要主动了解学校制度和文化，关注好学校的文化氛围，积极主动融入学校教师集体。在

学校领导和教师给予关怀和帮助时，要保持谦虚的学习态度和真诚待人的处事风格，正确处理教师间的

竞争关系。遇到困难时，可以主动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在日常教育教学和生活中乐于为其他同事提供

帮助，形成互帮互助的风气。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增强新入职教师的职业满意度，携

手共筑和谐发展的教育环境。 

4.2. 本科培养方面 

4.2.1. 加强理论素养和教学技能的培养 
注重在校期间理论素养和教学技能的培养，为新入职教师提供长期发展的。通过在校期间的理论课

程教育，开展教学技能训练，组织技能竞赛，提高新入职教师的教育能力和科研能力。加强理论培养，

努力做到精化基础课、优化专业课、强化实践技能课，广化选修课，努力造就一支基础宽厚、主干坚实、

师能突出、整体优化的高素质的未来教师队伍[10]。 

4.2.2. 加教育实践活动 
教育实践是培养教学技能最直接的途径。通过组织教学观摩和研讨活动，定期开展教育见习，让师

范生有机会走进课堂，观摩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近距离地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能够很好地提

高师范生的教学技能，为未来适应教师岗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4.3. 任职学校方面 

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难题，任职学校在新教师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发挥着

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任职学校应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以便新教师更好地适应教师岗位。 

4.3.1. 创新教师结对帮扶措施 
学校应创新教师结对帮扶措施，指定同年级、同学科教学骨干教师作为新入职教师的校内导师，结

队后以老带新，统筹协调教师适应教学和日常工作。并且，新手教师成长为专家教师的师徒制教师教育

模式，不只是让新手教师成为简单的教学程序的“熟练型实践者”，而要使其成长为“反思型实践者”

和“研究型实践者”[11]。学校要组织新教师现场观摩学习，充分发挥身边同事的激励和榜样作用。为了

确保帮扶措施的有效实施，学校要定期对帮扶效果进行评估，从而制定新一轮的帮扶措施，针对性地帮

助新入职教师解决教育工作中的难题，以推进教师结对帮扶措施的落实和确保新教师能够更快适应岗位，

发挥最大潜力。教师结对帮扶制度既可以有效地缓解老教师的工作压力，同时也给老教师带去新思想和

积极活力，并且可以让新教师快速适应岗位，促进学校教师团队整体发展，为学校教育事业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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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加大教师入职培训力度 
学校要制定合理的新入职教师的培养计划，为新教师提供多种学习机会。师范生在校内进行了大量

的理论学习，在走进教育岗位时，任职学校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入职培训，其中着重培养实操技能。通过

开展系列专题实用性讲座课程，邀请教育专家或优秀教师举办讲座论坛、组织观摩学习优秀课堂案例和

教育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新入职教师可以了解并掌握有效的实操技能，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教研水

平。 

4.3.3. 加强教师间的联系 
许多幼儿园新手教师和资深教师之间表现为一种肤浅的合作，他们之间虽有师徒关系，但许多新手

教师不乐意、不情愿或不好意思向资深教师学习和请教，而资深教师一般也不好为人师，致使拜师活动

和师徒教师教育活动形同虚设，难以达到实质性合作和提高之目的[11]。因此，学校可以定期举办学术交

流活动、教研活动和联谊活动等。构建教师研究共同体可以满足学校内部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相互沟通

和探究的需要[12]。学校提供教师们深入交流、分析教学心得的平台，加强新老教师之间的联系，以便新

入职教师更好地融入集体，建立团结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 

5. 结语 

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以及对上述三位“00 后”公费定向生的职业适应现状的调查研究，找出现阶

段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难，从个体、本科培养和任职学校三个方面，为提高“00
后”公费定向生职业适应能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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