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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西部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落实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的发展，本研究

以西南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现状与提升策略作为研究主题。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西南边境地

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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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eaching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the western border areas, and implement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status quo and improvement 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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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es of post-service training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as the research them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ost-service training of primary school ma-
thematics teachers in southwest border area i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post-service training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s propose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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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历史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西南边境地区的教育教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小学数学教师的

职后培训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力保障，却存在诸多问题。金珊(2024)提出乡村教师职后培训存在培训内

容断层，培训方式单一，培训评价欠佳等现实困境。[1]张师平(2019)提出乡村教师存在的问题有知识观

念跟不上，学科知识不扎实，教学知识不重视，知识获取不到位等问题。[2]此外，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

下，小学数学教师的培训方式也需要不断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调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小学数

学教师职后培训现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优化职后培训的策略，是提升西南边境地区教师教育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3]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 2024 年 5 月对地处西南边境的崇左市的两个边境县的 95 位小学数学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由单选题和多选题组成，主要内容涉及教师职后培训内容需求、职后培训效果、职后培训时间、职

位培训讲师的教学方式等。问卷采用问卷星平台进行发布，共有 95 名教师进行线上填写，有效问卷为

95，有效率为 100%。问卷经过预测及修改、调整，有较高的信效度。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对研究数据

进行处理。 

3. 问卷调查数据与统计分析 

(1) 参与者特征 
本次调查共收集了 95 位小学数学教师的问卷反馈，回收情况如表 1 所示，其中女性教师占比达到

80%，表明女性在小学教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参与者的教龄涵盖了各个层次，但以 3~10 年教龄的教师

为主，这部分教师通常处于专业发展的关键期，对培训的需求可能更为迫切。学历方面，大专或大专以

下学历的教师占到了 41.05%，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到了 58.95%，说明小学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正在

逐步优化。 
(2) 培训需求与兴趣 
调查情况如表 2 所示，在培训方式的需求上，教师更倾向于多样化的培训形式，如专家讲座、网络

研修和校本教研等，这有助于满足不同教师的学习风格和需求。在培训内容与需求的契合度上，教师们

认为在以往的培训中，培训内容能够比较符合需求的占 30.53%，一般符合的占 51.58%，而 10.53%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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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认为培训内容比较不符合，没有教师认为培训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需求。仅有 7.37%教师认为培训内容

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 
调查情况表 3 所示，在参加培训的兴趣上，参加培训学习的兴趣程度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分布。对于

参加培训很有兴趣的占 6.32%，兴趣一般和比较有兴趣的人数占比较高，分别为 45.26%和 35.79%，而完

全没兴趣和比较没兴趣的人数占比较低，分别为 3.16%和 9.47%。可见，大多数教师对培训内容和培训内

容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对参与培训学习的兴趣较为浓厚。具体调查情况表 3 所示： 
 

Table 1. Sample data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eacher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表 1. 教师学历分布样本数据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大专或大专以下 39 41.05% 

B. 本科 56 58.95% 

C. 硕士及以上 0 0% 
 

Table 2. Alignment of training content with requirements 
表 2. 培训内容与需求的契合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完全不符合 0 0% 

B. 比较不符合 10 10.53% 

C. 一般符合 49 51.58% 

D. 比较符合 29 30.53% 

E. 完全符合 7 7.37% 

 
Table 3. The level of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ining 
表 3. 参加培训学习的兴趣程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完全不符合 3 3.16% 

B. 比较不符合 9 9.47% 

C. 一般符合 43 45.26% 

D. 比较符合 34 35.79% 

E. 完全符合 6 6.32% 

 
(3) 培训效果与满意度 
调查情况如表 4 所示，对于培训的效果，主要调查“教师认为培训能否弥补专业知识缺口，提高教

育教学技能，以及将培训所学应用于工作中”的情况。关于“能够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中融入新的理念和

方法，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的回答中，有 49.47%的参与者认为能够比较符合这一点，11.58%的参与者认

为能够完全符合，35.79%的参与者认为一般符合。相比之下，只有 3.16%的参与者认为比较不符合。对

于培训的整体满意度，49.47%的教师表示比较满意，8.42%的教师表示很满意，但也有 41.05%的教师表

示一般，1.05%的教师表示不满意。这表明培训的效果仍有较高的提升空间。 
(4) 培训时间安排 
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能够激发教师培训的积极性，因此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至关重要。调查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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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所示，对于培训时间安排的合理性，有 4.21%的教师认为完全合理，40%的人认为比较合理，有 45.26%
的人认为一般，有 5.26%的人认为完全不合理，5.27%比较不合理。因此，大多数人对培训时间安排的合

理性持肯定态度，认为培训时间安排是比较或完全符合的。多数教师认为比较符合或一般符合他们的需

求，但仍有部分教师认为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 
(5) 培训讲师与学员的互动 
培训讲师的课堂互动能够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良好的互动方式有助于提升培训效果。调查情

况如表 6 所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讲师能够与他们沟通互动。具体来说，有 51.58%的人认为讲师的沟

通互动方式一般，28.42%的教师认为讲师比较好，6.32%的教师认为很好。相比之下，11.58%的人比较

不满意，有 2.37%的人认为对培训讲师的沟通方式不满意，综合来看，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讲师的沟通互

动能力持肯定态度。可见，在培训中培训教师的互动方式还需不断调整与改进。 
 

Table 4.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表 4. 效果与满意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完全不符合 0 0% 

B. 比较不符合 3 3.16% 

C. 一般符合 34 35.79% 

D. 比较符合 47 49.47% 

E. 完全符合 11 11.58% 

 
Table 5. Rationality of training schedules 
表 5. 培训时间安排的合理性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完全不符合 5 5.26% 

B. 比较不符合 5 5.26% 

C. 一般符合 43 45.26% 

D. 比较符合 38 40% 

E. 完全符合 4 4.21% 

 
Table 6. Interaction between trainers and trainees 
表 6. 培训讲师与学员的互动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完全不符合 2 2.11% 

B. 比较不符合 11 11.58% 

C. 一般符合 49 51.58% 

D. 比较符合 27 28.42% 

E. 完全符合 6 6.32% 

4. 结论及其分析 

经过对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在西南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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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培训需求不明确，参培兴趣不高 

对学员的培训需求不明确，也就无法确定他们的兴趣所在，致使培训可能会缺乏针对性，导致学员

觉得学不到真正有用的东西。课程内容若不符合学员的实际需求，可能会导致课程内容过于复杂或简单，

无法满足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从而影响培训效果。为了提高学员的培训兴趣，建议在开展培训前进

行全面的培训需求调查，以确保培训内容、方式和时间符合学员的实际需求，从而提高培训效果。 

4.2.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程度不高 

在培训中能够弥补了教师在专业上的知识缺口，但将新理念、新观念融入教学活动中的能力较弱。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培训方式多以讲座等被动接受的方式为主，参训教师能够接受较多的知识，

然而却缺少实践的机会，回到原单位在进行实践时由于缺少专家的现场指导，导致教学实践的效果无法

得到保证。[1]若在培训时能有机会让学员亲自操作，然后专家在场进行即时指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程度也就更高。 

4.3. 培训时间安排合理性有待提升 

培训计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参训人员的时间安排和需求，可能会导致时间安排不合理。如果培训时间

分配不均衡，例如某些环节时间过长，而其他环节时间过短，就会影响整个培训的进度和效果。参训人

员可能由于工作、家庭等其他事务的影响，无法按照培训时间安排参与培训，如果在培训过程中缺乏对

参训人员反馈的收集和调整，可能会持续导致时间安排不合理的问题。 

4.4. 培训讲师与学员的互动不充分 

有些讲师可能过于专注于传授知识，而忽略了与参训人员的互动，导致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如果参

训人员对培训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觉得讲师的授课方式不适合自己，他们可能不会积极参与互动。没有

互动就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影响到培训效果和参训人员的参与度。所欲培训教师在教学培训

中加强互动能够有效促进培训的效果。 

5. 建议与改进方向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与原因分析，分别从培训前的需求调查，优化培训内容，丰富培训方式，加强培

训互动等几方面提出建议和改进方向。 

5.1. 加强培训前的需求调查，确保培训内容贴近教师的实际需求 

在培训前，要深入了解教师当前的教学情况、存在的问题、需要改进的方面等。科学安排培训方案，

除了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要与教师的实际需求相符合之外，还要注意合理安排培训时间，考虑到教师的

工作时间和教学任务，选择合适的时间段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前调查，可以确保培训内容贴近教师实际

情况，提高培训效果和参训教师的满意度。 

5.2. 优化培训内容，注重实用性和实践性，减少纯理论内容的比例 

了解参训教师希望通过培训获得哪些实用技能和实践经验。注重实践操作，在培训内容的设计中，

增加更多的实践操作环节，例如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模拟练习等，让参训教师有机会亲身实践所学知

识。精选实用理论，对于必要的理论内容，精选那些与实际应用密切相关的部分进行讲解，避免涉及过

多的纯理论概念。案例研究，收集一些实际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让参训教师了解理论知识在实

际工作中的应用。互动讨论，鼓励参训教师积极参与讨论，通过讨论交流，加深对实用技能和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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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反馈与调整，在培训过程中，收集参训教师的反馈，根据反馈调整培训内容，以确保培训内容

符合实际需求和参训教师的兴趣。 

5.3. 多样化培训方式，结合线上和线下培训，满足不同教师的学习需求 

将线上教学资源和线下教学环节相结合，充分利用两种方式的优点。线上教学可以提供丰富的教学

资源，如视频课程、电子教材等，线下教学则可以提供面对面的交流和实际操作的机会。[4]针对不同教

师的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种学习路径，如专题讲座、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使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时间灵活选择学习方式。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相结合，根据培训内容和教师需求，选

择适合的培训方式。[5]例如，对于需要深入理解理论知识的教师，可以采用线下面对面教学的方式；对

于需要实践操作的教师，可以采用线上模拟或在线讨论的方式。根据教师的专业背景、教学经验、学习

风格等因素，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方案，以满足不同教师的不同学习需求。在培训过程中，定期对教师的

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和反馈，以便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确保满足不同教师的实际需求。[6] 

5.4. 加强讲师与教师之间的互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讨论和分享经验 

培训组织者可以建立沟通渠道，方便讲师和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在培训计划中安排互动环节，如

提问和回答、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促进讲师和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在培训过程中要积极鼓励教

师参与互动，给予反馈和建议，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在培训结束后，收集教师的反馈，根据反

馈调整互动环节，以提高互动效果。讲师可以提供一些培训技巧和方法，如如何引导讨论、如何提问等，

帮助教师更好地参与互动。讲师要与教师建立信任关系，尊重教师、关心教师，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

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6. 结语 

西南边境地区教育教学发展的滞后的一部分原因是职后教师的培训效果不佳。通过调查西南边境地

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教师培训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及分析问题的原因，同时提出优化的建议，能够一

定程度上促进教师的职后培训的质量，进而推动西南边境地区教育教学水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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