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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教师培训研究涉及教师培训政策、模式、需求、目标及问题等多个方面。学者们对教师培训政策

进行了多角度阐述，梳理了政策的发展历程，但指出研究缺乏跨学科视角的整合及实施效果探讨。在培

训模式上，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推动，正经历从单一向多元化的变革，但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

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需求研究全面覆盖内容、方式及对象，强调个性化、差异化及时代性，但实际

操作中应用不广，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关于培训目标的研究关注其确立依据、内容及优化策略，但实

施过程中存在类型单一、层次不明等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培训还面临组织形式化、内容单一、缺乏

实效性和针对性等多重挑战。未来，中小学教师培训研究需继续保持广泛性和深入性，以培养更多高素

质、专业化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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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encompasses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raining policies, models, needs, objectives, and challenges. Scholars have provided multi-faceted 
interpretations of teacher training policies, outlining thei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yet they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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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Driven by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training model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singular to di-
versified approaches, though issu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ersist, 
necessitating further optimization. Studies on teacher training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content, methods, and target groups, emphasizing persona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yet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mains limit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inadequate. Research on training objectives focuses on their formulation basis, content, and op-
timization strategies, but challenges such as uniformity in types and unclear hierarchies are evident 
in implementation. Additionall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formalistic organization, monotonous content, and a lack of effectiveness and 
specificity. Mov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must maintain its breadth and depth to cultivate 
a greater number of highly qualified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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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演进与实践创新始终与教育改革进程紧

密交织。伴随全球教育范式的转型，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创新促进者”的转

变，对教师职后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教师培训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政策执行效能不

足导致“最后一公里”梗阻，培训模式同质化难以满足教师差异化需求，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呈现“双

轨并行”的割裂状态。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教师职后培训研究脉络，不仅关乎教师个体专业成长，更

是破解教育质量提升瓶颈、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命题。 
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的演进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教师继续教育从初步探索到系统化发展的历史

轨迹。1977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教师培训”概念首次被明确

提出，标志着教师继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轨道。这一开创性举措为后续教师培训体系建

设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后数十年间，得益于政策的有力支持与实际行动的持续推动，我国中小学教师队

伍的整体素质与专业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 1990 年代末期，随着教师队伍数量趋于稳定，教育界的

焦点逐渐转向深化教师素质建设。1999 年，国务院发布的《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振兴计划》及随后教育部

制定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不仅确立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的重要地位，还全面拉开

了教师持续学习与专业成长的帷幕。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教师培训研究在教育理论领域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成为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入 21 世纪，我国教师培训体系迎来跨越式发展。2008 年，国家前瞻性地规划了“国培计划”蓝

图；2010 年，“中小学教学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教

师培训体系迈入系统化、专业化发展阶段。2011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

意见》，进一步明确以“国培计划”为引领，全面推进教师培训工作[1]。教育部等八部门于 2022 年印发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强调深化精准培训改革，优化培训内容，打造高水平课程资源，创新线

上线下混合式研修模式，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科学素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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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梳理教师培训政策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持续努力和创

新。这些政策演进不仅反映了国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教育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深

入理解这一发展历程，对于把握教师培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推动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融合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这一回顾也凸显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教学质

量以及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 

2. 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研究的回顾 

2.1. 关于教师培训政策研究的回顾 

教师培训政策是保障教师培训工作顺利进行的硬件，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培训政策的内

涵、发展阶段，发展趋势等方面。 
在教师培训政策的内涵上，史俊龙认为教师培训政策可以定义为国家(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

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中小学教师培训的目标和任务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策

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3]。谭贞指出所谓教师培训政策，是指党和国家为提高教

师的素质，对教师培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4]。郝娜认为，教师培训政策是指国家教育部，人力部等相关

部门颁发的，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下教师培训目标和任务所规定的行动依据和准则[5]。邓甜提出，中小

学教师培训政策专指由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制定的，使我国中小学教师能够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

和要求而组织的专业化培训活动，政策执行的主体是高校和相关教育培训机构，其目标群体是广大的中

小学教师，目的是提升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积极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6]。 
在教育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学界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维分析框架。从历史演进视角看，温寒

江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把建国以来师资培训工作分为三个阶段[7]。从制度变迁视角，王全乐聚焦政

策规范化进程，提出两阶段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正规化阶段和改革开放至今的规范化与法制化阶

段[8]。还有学者从培训的内容和任务角度分析阶段划分，李新宇根据培训核心任务的变化，提出的四阶

段划分，第一阶段(1979~1983)为教材教法培训阶段；第二阶段(1983~1990)为学历补偿教育阶段，针对未

达标教师的资格认证；第三阶(1990~1998)为学历提升与非学历教育并行阶段，主要目的在于学历达标和

能力拓展；第四阶段(1999 到今天)为素质全面提升阶段，此阶段主要目的转向师德建设、教育理念更新

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9]。另外，还有从政策目标视角出发，如郭飞君等人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教

师培训政策分为三个时期：全面恢复教师培训工作时期 (1977~1985)；教师培训的补偿教育时期

(1985~1998)；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时期(1999 年以来) [10]。赵丽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政策目标，提出

四阶段即文化水平提高与合格教学培训时期(1949~1976)；学历达标与教学胜任培训时期(1977-1990 年)；
继续教育转轨与新课程培训时期(1991~2009 年)；骨干教师培训与中西部农村教师培训并重及国家级培训

时期(2010~2022 年) [11]。 
不少学者对培训政策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徐今雅提出教师政策体制的转变从“双轨”向“一体”

转变；从“校外”向“校本”转变；从“封闭”向“开放”转变[12]。有学者从教师培训政策的价值观念

和取向角度分析，蒋媛媛认为教师培训政策从重视知识转向重视能力；从关注教师培训义务转向关注教

师培训权利；从培训单一化转向培训多样化；培训权利逐步下放；由教师培训与教师培养二元化逐步转

向教师教育一体化[13]。单志艳也指出，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中小学教师培训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从关注“社会价值”走向关注“人的价值”，从注重效率走向注重公平；从注重社会外在

需求走向关注教师内在需求；从注重知识培训走向注重能力和素养的提升[14]。卢维兰指出，从改革开放

以来，教师培训政策展现出“从重视教师数量到重视教师质量；从重视部分教师发展到重视教师全员发

展；从重视职前教育到重视职前、职后一体化”的趋势[15]。李瑾瑜认为教师培训政策总体上展现出由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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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到系统，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层到深入，由经验到专业，由规定要求到标准建立而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演进过程[16]。 

2.2. 关于教师培训模式研究的回顾 

在终身教育思潮的引领下，未来的教师培训由粗放型转向精致化，教师培训模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开始逐步突破传统模式，有开放式的教师培训模式、全案例式教师培训模式、教师

远程研究模式、“改进实践、专题深化、训研一体、联片研修”的教师培训新模式，“世界咖啡”汇谈模

式等。 
在各学者的研究中，校本培训被认为是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有学者在校本培训基础上，

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校本培训模式，并且为教学理论框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 
针对传统的教师培训中单一角色形态和单一交流方式，菜伟提出了以角色转换为核心的“全动型”

教师培训模式，其全面发动、全体行动、全员互动、全程跟动四大板块和定向、定员、定时、定式、定评

的“五定”环节，使教师培训更具针对性，更富情趣性，更有实效性[18]。面对更为复杂问题的小组调查

讨论，吴民祥提出了一种探究式培训模式，教师可通过探究式教学更加周中教学过程中的交流–互动，

有助于形成和谐的教学人际关系和提升课堂活力[19]。曲中林认为，院校培训和教师现实生活逐渐分离，

应该建立一种行走中的教师培训组织，他提出了“巡陪团”参与培训模式，更加符合中小学教师的实际

需求[20]。在传统培训模式基础上的创新方面，曾海结合教育生态学理论、成人教育理论、建构主义理论、

学习金字塔理论，从区域教师混合式培训形式、区域综合公共服务平台、组织与管理机制、学习支持服

务体系四个方面构建区域中小学教师混合式培训模式[21]。 
针对现有教师培训存在的不足和教师专业发展实际，参照国际教师专业发展的趋势，重庆市提出“理

论研修、影子研修、反思研修、实践研修”的“四阶段”教师培训模式[22]。王道福等人提出了中小学教

师培训“知识–能力–实践–体验”模式，通过整合教师培训资源，针对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以及教学

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培训主题，围绕主题从知识、能力、实践和体验四个维度设计培训课程，并

组织实施培训任务，是一种基于问题、突出学术、注重实践的教师培训新模式，将有效提升参训者的教

育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能力，增强“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3]。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是教师培训内容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胡秋萍和桑国元提出了一种基于“互

联网和自主学习”的区域教师培训模式，建设依托网络平台和区域教育资源的课程资源库，构建融合虚

拟与现实的教师自主学习生态体系，加强基于教师学习者学习反馈的系统改进[24]。 

2.3. 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研究的回顾 

教师培训需求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教师培训项目设计的核心要素，决定了培训主题的设定，还深刻

影响着培训成效。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焦点广泛，主要聚焦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培训方式的

创新性与适应性，以及培训需求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细分化。 
有学者通过对农村幼儿教师培训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部分教师参加培训的需求来源于“跟上现在的

教育形式、开拓自己的视野、自身专业成长的需求”[25]。张虹等人通过对重庆市农村小学教师的培训需

求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农村小学教师渴望的前三种培训内容分别是“教学方法和技能”“学科专业知识

的更新”“新课程改革教育理念”[26]。韩素兰等学者指出，教师培训需求包括教师专业理念与师德方面

的学习需求、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需求、教学案例方面的学习需求以及专业能力方面的学习需求[27]。随

着数字化赋能课程的展开，对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有学者提出要将教师教学的数字化转

型纳入教师培训内容之中，利用好智慧教育云平台、叙事融合教学空间、数字教育资源等，使得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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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走向精准化成为可能[28]。当前，有学者提出针对中小学班主任的培训，需要走“个性化”道路，

从“定好调子”到“照好镜子”再到“开出方子”，为教师设计阶梯性的培训课程体系，供培训机构和教

师根据不同的能力水平自主选择[29]。 
当前中小学教师对培训方式的需求逐渐向多样化发展，更加注重自身在培训过程中的参与性和实践

性。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教师〔2011〕1 号)强调需改进培训方式，完善

教学组织，推行小班化及案例、探究、情景等多元化教学法，并鼓励教师自主选择课程与培训方案，以

提升培训的个性化、吸引力与实效性[30]。有学者指出，农村中小学教师所推崇的教师培训方式有“教学

观摩、案例分析、专题讲座与观摩课结合、专家讲座和研讨交流”[25]。有学者对于幼儿园教师培训需求

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教师更偏向于“外出观摩、到其他园轮岗学习、集中授课、专家送教下乡、参加传帮

带活动等培训[31]。不少学者都认为观摩学习是教师最喜欢且最有效的培训方式[32]-[34]。 

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学教师在培训课程主题的需求上都不尽相同[35]。不同学科的教

师对课程专业知识的培训方式有着不同的需求，职称不同在培训模式以及培训评价方式的需求上有一定差

异[36]。不同年龄段教师在培训内容、培训专家、培训方式方法等方面有共同的需求，但也存在差异。对专

业能力的培训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对专业理念和专业知识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37]。 

2.4. 关于教师培训目标研究的回顾 

培训目标是整个培训活动的核心指引和最终归宿。培训活动本身在培训目标的引领下，不仅获得了

明确的方向指引，确保了各项培训内容与策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还通过一系列规范化的要求，为培训

过程树立了标准，提升了培训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同时，培训目标还具备动态调整的功能，能够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应对。此外，培训目标还以其前瞻性和挑战性，激发了培训者和参与者的内在动力，促进了

他们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学习，从而实现了培训活动的全面激励作用。教师培训目标就是教师培训活动所

要达到的目的和预期成果[38]。 
教师培训目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深入探讨教师培训目标的确立依据、具体目标内容，确立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相关优化策略，以期为提升教师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提供有力支持。 
在确立依据的探讨上，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视角提出了多维框架。钟祖荣从控制论与唯物论出发，

强调目标制定应兼顾理想值与实际值的差距，并在“需要与可能”之间寻求平衡[39]。连玉生从系统论视

角提出，目标确立需统筹教师个体发展需求与社会发展需要，兼顾内部与外部依据[40]。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杜志强进一步指出，教师培训目标应突破传统技能提升的局限，注重教师个性化发展与现

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41]。 
在目标内容设计方面，呈现出单一向多元、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型趋势。钟祖荣指出教学培训目标需

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可以从专业态度、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三方面进行策略安排[39]。还有学者

倡导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应该以培训反思型教师为目标[42]。有学者从教师角度提出，在培训实践中，结

合教师的实际需求，教师培训应该达到通过培训培养教师的思维能力，促使教师的内在发生变化，帮助

他们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从而提升教育教学实践的能力，不能把培训落实成教育教学知识

的搬运和分配[43]。有学者提出，在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目标上应该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提高教师的思

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观念，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强化现代教育观念，掌握现代教育理论，追

求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善受训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能力。 
在目标实施过程中，研究揭示了诸多问题与挑战。邓见兰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培养类型单一，层

次区分不明；学术性不够，示范性缺乏；知识结构失衡，从教能力不足；忽视专业道德与心理健康教育

[44]。吴红斌等人指出，由于各地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教育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除了少数经济文化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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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外，我国中小学教师和省级以下骨干教师培训的目标基本上属于达标型，对长远的发展还缺乏有效

的规划，即使制定了规划也无法真正贯彻执行[45]。王全乐和韩素兰指出，当前培训课程开发中存在的问

题在于课程开发者缺乏目标意识、对目标定位不准、培训目标和培训课程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其同时缺

乏依据培训目标开发培训课程的实施策略[46]。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系列优化策略。邓见兰等人给出了实现教师教育目标的几点建议：以

人为本，分层培养；夯实知识基础，拓展理论视野；更新教育观念，鼓励终身学习；加大实习力度，突出

实践能力；关注师德，培养职业责任感；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44]。有学者提议要在教师培训实践中落

实人本化目标，健全教师培训的管理制度，增强灵活性、充实更新教师培训内容，体现针对性、采取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突出参与性[47]。 

2.5. 关于教师培训问题研究的回顾 

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这一历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众

多学者针对这些培训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见解。学者们通过广泛调研与

深入分析，揭示了培训组织形式化、内容单一、缺乏实效性等共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首先，培训组织化形式化与参与动机功利化问题突出。宋桂芬以葫芦岛市连山区中小学教师职后培

训为调查对象，得出当前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存在许多问题：如培训组织形式化，参培人员被动化，参

训目的功利化，培训模式单一化，培训内容缺乏实效性，培训效果低效化，培训时间矛盾化等[48]。吴琼

和张养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小学培训工作存在培训项目缺乏整体规划、参训教师选拔随意、学员水平参差

不齐、校本培训效果不佳、后续跟踪服务缺失等问题[49]。郑珍珍等学者在对中小学教师培训现状的调查

中发现，培训主体和参训主体的培训动机存在错位现象[50]，培训机构注重完成指标，而教师则更关注实

际教学问题的解决。这种动机错位不仅削弱了培训的实效性，也影响了教师的参与积极性。 
其次，培训内容与教师需求脱节，缺乏针对性与时代性。徐威指出当前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存在问题，

如教师培训观念出现偏差、培训过于形式化、在职培训内容与教师实际需求不符，导致教师在实际教学

中难以应用所学知识[51]。张二庆等人通过调研发现，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学科、不

同发展阶段教师的差异化需求[52]。此外，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需求

日益增长，但现有培训内容在这一领域的覆盖仍显不足。井祥贵从人类学视角指出，培训内容往往忽视

农村教师的实际需求，脱离农村教育情境，导致培训效果不佳[53]。 
再次，培训方式单一、创新不足，难以满足教师多样化需求。郑珍珍等(2017)发现，现有培训多采用

“一言堂”式讲座，缺乏互动性与实践性，教师参与度低[50]。容中逵(2014)通过对浙江、河北、四川三

省的调研指出，农村教师更倾向于参与教学观摩、案例分析等实践性强的培训方式，但现有培训模式仍

以集中授课为主，难以满足教师的实际需求[32]。此外，信息技术在培训中的应用虽有所增加，但在农村

地区，由于资源匮乏与技术支持不足，线上培训的普及率与效果仍不理想。 
此外，培训后续跟踪与评估机制不完善，影响了培训效果的可持续性。吴琼与张养力(2015)指出，许

多培训项目缺乏后续跟踪服务，教师在培训结束后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教学[49]。丁俊华与李泽宇

(2007)通过对 10 个省区基层教师培训情况的调查发现，培训评估机制不健全，培训效果难以量化，导致

培训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54]。此外，培训经费短缺、工学矛盾等问题也制约了培训的深入开展，尤其

在农村地区，教师参与培训的机会与资源仍然有限。 

3. 述评 

有关中小学教师培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培训政策、教师培训模式、教师培训需求、教师培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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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教师培训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师培训研究在理论与实

践之间仍存在诸多脱节，亟需进一步整合与深化。 
不同学者对教师培训政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共同构建了全面深刻的理解框架，强调政

策制定主体多元、内容广泛。在发展阶段上，不同学者的分期标准虽然各异，但均体现了我国教师培训

政策从“数量补充”到“质量提升”、从“行政主导”到“专业导向”的演进逻辑。然而，现有研究多聚

焦政策文本分析，对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执行偏差、利益相关者行为及区域差异关注不足。例如，中西部

农村地区教师培训资源匮乏、政策执行效能低下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释。未来研究需强化政策执行的

动态跟踪，结合实证数据揭示政策变迁的深层机制，尤其应关注政策在基层实践中的适应性调整与创新。 
在终身教育理念的推动下，教师培训模式呈现出从单一向多元化、从粗放向精致化的发展趋势，但

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校本培训、混合式培训、“四阶段”培训等新模式不断涌现，试图回应教师专业

发展的多样化需求。然而，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参差不齐，部分模式过于依赖技术工具，忽视

了教师的主体性与情境适应性。此外，信息技术赋能培训的愿景与农村地区资源匮乏的现实矛盾尚未得

到有效解决。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优化培训内容设计，加强个性化支持，探索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培训

模式，尤其应关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深度融合。 
当前教师培训需求研究全面覆盖了内容、方式及对象等方面，展现了对个性化、差异化及时代性的

追求，强调数字化技能、信息化素养、理论与实践结合及教师情感心理健康的培养。教师偏好体验与实

践为主的培训方式，小班化与多元化教学法受欢迎。需求研究细化了教师群体，揭示了多样性及复杂性。

然而，尽管提出多种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培训方案，实际操作中应用不广，且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反馈

机制与培训效果研究亦有待加强。 
教师培训目标的研究主要关注其确立依据、内容、存在问题及优化策略，以增强培训的有效性和针

对性。学者们的研究基于各种理论如控制论、唯物论等，并且教师培训目标趋向于兼顾教师个人发展需

求与社会发展需要，并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注重个性化、现代化及心理健康教育。然而，实

施过程中存在类型单一、层次不明、学术性不足等问题，且地区间差异显著。未来教师培训目标应该着

重优化教师培训，建议采取分层培养、拓展知识视野、更新教育观念、强化实践能力及关注师德与心理

健康等策略，同时增强培训管理的灵活性和内容的针对性。 
中小学教师培训历经数十年，其间遭遇了多方面的挑战与问题。学者们通过广泛调研发现，培训中

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组织形式化、内容单一、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时间矛盾、激励机制不足、整体

规划缺失、选拔随意、校本培训效果不佳、后续跟踪不足、培训者与参训者动机错位、培训方式创新不

足、农村教师培训资源匮乏、培训者素质参差不齐、价值取向偏差、经费短缺及工学矛盾等问题。 
综上所述，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

政策执行效能不足、需求转化机制缺失等问题。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加强跨学科整合，强化实证研究与动

态跟踪，以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助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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