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2015 年 6 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2015-2020 年）》，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措施用
以支持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如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
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以及建立乡村

教师荣誉制度等，可见国家对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视。［1�］而乡村地区的学校多是公办性质的中小学，
因而受到国家政策优惠的多是公办学校的教师，民办
中小学的教师则相对被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自 2002 年颁布以来，各级教育管理部
门对于民办中小学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然而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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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公办学校而言，民办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情况
得不到重视，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 以普通民
办中学为例，笔者试图通过调查民办中学教师专业发
展意识的现状，来剖析当前民办中学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所暴露的问题，以期引起民办中学教务管理部门和
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视，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民办中学
教师健康地专业成长。

二、理论基础

叶澜在《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一书中将教
师的专业发展意识按照时间维度分为对自己过去专
业发展过程的意识、对自己现在专业发展状态和水平
的意识以及对自己未来专业发展规划的意识。［2�］笔者
以叶澜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理解为基础， 将过
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中间插入一个教师入
职的时间点，并以此将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时间维度
重新划分为对入职前专业发展选择的意识、对入职以
来到现在专业发展的状态和水平的意识以及对未来
专业发展规划的意识。

教师在入职前对专业发展选择的意识，主要表现
为当教师的动机和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因为只有有
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会主动选择在教育事业中发展。
教师入职以来到现在， 对专业发展状态和水平的意
识，表现在状态和水平两个方面：在状态方面，主要表
现为教学满意度和职业倦怠感；在水平方面，主要表
现为教学效能感。 教师对未来专业发展规划的意识，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自我专业技能的提高
和职称职位的提高两方面。 而对于这三个时间维度之
间的关系，笔者建立了一个金字塔模型作诠释，如图 1
所示。

图 1�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理论模型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师对入职前专业发展选择的

意识是整个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基础，有了入职前专
业发展的选择，才有可能有入职到现在专业发展的状
态和水平，也才有可能有未来专业发展的规划。 而教
师对入职到现在专业发展的状态和水平的意识也将
决定未来专业发展的规划。 总体来看，教师专业发展
意识是贯穿于教师整个从教生涯的。

三、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采取自编问卷的形式， 根据建立好的理论模型，

参考孔庆在 2005 年做的中学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调
查问卷，［3�］从对入职前专业发展选择的意识、对入职
以来到现在专业发展的状态和水平的意识以及对未
来专业发展规划的意识这三个维度对民办中学教师
的专业发展意识现状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调查。 在教师
的个人信息方面，以性别、年龄、教龄、学历、职称、所
教学科、是否担任班主任这些内容作为区分，以便后
期进行差异性分析。

抽样的学校选取了淮安市淮安区 2 所办学规模
较大的民办中学，其中一所为初中，另一所为高中。 所
调查的教师所教学科分为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
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信息这几类，基本上
覆盖了所有的学科。 教师的职称以最新的职称分类为
区分，即三级、二级、一级和高级。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
卷 100 份，回收了 92 份，均为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
为 92%（N=100）。

2.� 访谈法
鉴于有些问题是教师们不方便在问卷上以书面

形式真实回复的，比如工资待遇情况、对领导或者学
校的意见等，因此采取访谈法调查教师更深层次的想
法以作为问卷调查法的补充。 本次访谈主要侧重于影
响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因素， 其他像教师的工作量、
待遇等问题稍作了解。 访谈的对象抽取问卷调查中的
部分中年教师，选取中年教师是因为其对于教师专业
发展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有较多的专业发展经验，同
时还有潜在的专业发展欲望。

四、数据分析与讨论

1.� 大多数民办中学教师当教师的动机不纯正
如图 2 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当教师的动机上，大

多数民办中学的教师选择的是“师范专业， 迫于无
奈”，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 45.7%，接近了一半。人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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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选择是“福利待遇好”，所占的比例是 31.5%，接近
了三分之一。 而选择“热爱教育事业”的人数位居第三，
只占到了 12%。 可以说，民办中学的教师要么是迫于无
奈当教师，要么是因为追求名利而选择当教师，鲜有因
为热爱教育事业而选择当教师的。 在对部分教师进行
的访谈中发现， 很多教师在成为民办中学教师之前都
有考取教师编制失败的经历， 这表明很多民办中学教
师是把有编制的公办学校作为首选目标的， 最后因为
没有更好的选择才留在了民办中学， 进一步表明了很
多民办中学教师当教师的无奈性；也有部分教师表示，
民办中学的薪资待遇要比公办中学的高出很多， 因此
选择了待在民办中学， 这又表明了民办中学教师当教
师的功利性。 综上可见，大多数民办中学教师当教师的
动机是不纯正的， 这就很容易造成民办中学的教师流
动率增大， 因为当教师动机不纯正的教师是很容易受
到影响去其他学校发展甚至是谋求其他职业的发展
的。［4�］教务管理部门应当看到当教师动机的重要性，既
要在物质上适当提高待遇来“拉拢”教师，又要在精神
上向教师传递留在民办中学工作的种种好处以增强教
师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感和对学校的归属感。

2. 教师工作满意度在所教学科上存在显著性差
异，英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最高

笔者对民办中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
果显示，大多数教师选择了“完全满意”和“基本满意”，
并且该问题的平均得分为 2.17， 和中间值 3做单样本 t
检验的 p值为 0.000，远远小于 0.05，说明满意度和中间
值存在特别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民办中学教师的工
作满意度较高。 进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做差异分析，采
用单因素方差法，发现教师工作满意度在所教学科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检验所得的 p值为 0.036<0.05。 具体对
不同的学科之间做多重比较，比较方式采用 LSD法，置

信区间设为 95%，所得的数据见表 1。
由表 1 的数据可知，语文教师和英语教师的工作

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为 0.003， 差异性十分显
著，且英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得分较低，说明英语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要高于语文教师；同理，英语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要高于数学教师，p 值为 0.025； 英语教师
的工作满意度还比政治 / 历史 / 地理 / 生物这大类学
科教师的高，p值为 0.018。可见，民办中学英语教师工
作满意度最高。 在对部分教师的访谈中发现，民办中
学教师的绩效是和学生的成绩直接挂钩的，因此要想
获得较高的绩效工资，教师就必须想方设法地提高学
生的成绩。 而要想提高学生的成绩，教师除了在日常
教学之外还要做出其他巨大的付出。 这就使得教师的
绩效工资和教师的付出之间成立了一种函数关系，然
而这种函数关系显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笔者构建了
如图 3所示的函数模型。 当教师的付出超出了最大绩
效工资值对应的临界值的时候，其只能获得小于等于
绩效工资峰值的绩效工资，因为教师对学生过度的要
求可能影响学生的成绩， 导致自身绩效工资的降低。
再结合当地民办中学对于数学学科的高度重视程度
及对于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等选修科目的轻视程
度，可以很好地解释英语教师工作满意度为什么是最
高的了：英语教师的付出相对于数学教师要少，而获
得的绩效工资和数学教师的一样多甚至要大于数学
教师；英语教师的付出相对于语文教师和政治、历史、
地理、生物等选修科目教师要多，而获得的绩效工资
也比他们的高。

图 3� � 教师付出与绩效工资的关系

不同学科的教师工作满意度存在差异也是一个
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同学科的教师之
间容易形成矛盾甚至形成对立的阵营，在学校中造成
一种不和谐的氛围。 教务管理部门应当从整体教学工
作的平衡性和学校氛围的和谐性出发，适当干预调节
不同学科的教学工作。 对于工作强度大的学科的教
师，可以多举办一些教工活动来帮助其减轻工作上的

图 2� � 民办中学教师当教师的动机

钟 帅：普通民办中学教师专业发展意识的调查与评述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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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班主任

12. 您对所教学科
的结构和逻辑体系
的了解程度？

是

否

13. 您对所教学科
的热爱程度？

是

否

N

44

48

44

4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1.7500 .65147 .09821

2.1042 .59213 .08547

1.8636 .79507 .11986

2.2917 .58194 .08400

否 48 2.1250 .73296 .10579

14. 您对新课程改
革的了解程度？

是 44 2.0682 .69542 .10484

否 48 2.5000 .65233 .09416

15. 您对素质教育
的了解程度？

是 44 2.0000 .83527 .12592

压力；对于平时就受到轻视的政治、历史、地理、生物
这些“小科”，一方面要在所有教师和学生间不断宣传
学科的重要性以提高这些学科在教师和学生心目中
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多安排一些其他教育教学工作
给这些学科的教师以提供其获取额外薪资的机会。 这
样，不同学科的教师工作满意度都很高，并且不会抱
怨其他学科的教师的工作待遇情况，学校的整体教学
氛围就会越来越好了。

3.� 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比没有担任班主任的教师
的专业技能好

笔者对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和没有担任班主任的
教师关于学科和教学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调查，统计结
果见表 2。由表中的数据可知，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在学
科和教学的 4 个问题上的得分均小于没有担任班主
任的教师，如对“所教学科的结构和逻辑体系的了解
程度”问题的回答中，担任班主任的教师的平均分为
1.75分， 没有担任班主任的教师的得分为 2.10 分，其
他 3 个问题的回答情况亦如此。 而得分越小，表明学
科和教学方面的技能越好，因此可以说担任班主任的
教师比没有担任班主任的教师的专业技能要好。 笔者

进一步对每一个小题在是否担任班主任这个因素上
做了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是否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在
“对所教学科的结构和逻辑体系的了解程度”和“对新
课程改革的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分别为
0.008和 0.003，均远远小于 0.05。 按理说，没有担任班
主任的教师比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有更多的时间进行
学习进修，对于学科和教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应当更加
好才对。 然而这个理论在民办中学的体制下并不成

表 2� � 担任班主任与否的教师专业技能情况比较

表 1� � 不同学科的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多重比较

（I） 所教学科 （J） 所教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生物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1804 .6895

.2799 1.2959

-1.3741 .6598

均值差（I-J）

.25455

.78788

-.35714

标准误差

.21881

.25560

.51165

显著性

.248

.003**

.487

政治 /历史 /地理 /生物 -.4491 .6439.09740 .27495 .724

音乐 /美术 /体育 /信息 .45455 .49496 .361 -.5292 1.4383

数学

语文 -.25455 .21881 .248 -.6895 .1804

英语 .53333 .23326 .025* .0697 .9970

政治 /历史 /地理 /生物 -.15714 .25432 .538 -.6626 .3483

音乐 /美术 /体育 /信息 .20000 .48381 .680 -.7616 1.1616

英语

语文 -.78788 .25560 .003** -1.2959 -.2799

数学 -.53333 .23326 .025* -.9970 -.0697

政治 /历史 /地理 /生物 -.69048 .28658 .018* -1.2601 -.1209

音乐 /美术 /体育 /信息 -.33333 .50152 .508 -1.3302 .6635

政治 /历史 /地理 /生物

语文 -.09740 .27495 .724 -.6439 .4491

数学 .15714 .25432 .538 -.3483 .6626

英语 .69048 .28658 .018* .1209 1.2601

音乐 /美术 /体育 /信息 .35714 .51165 .487 -.6598 1.3741

音乐 /美术 /体育 /信息

语文 -.45455 .49496 .361 -1.4383 .5292

数学 -.20000 .48381 .680 -1.1616 .7616

英语 .33333 .50152 .508 -.6635 1.3302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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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因为民办中学的教师担任班主任是有更多的绩效
工资回报的， 因此在班主任教师的选拔上标准很高。
也就是说，民办中学的班主任教师大多数是因为专业
技能好或者教学水平突出才被选拔担任班主任的，并
且在担任班主任之后，会更加认真地做好班级的教育
教学工作以保持住甚至于超越现在的教学水平，从而
获得更多的绩效工资。 因此，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普遍
上比没有担任班主任的教师的专业技能要好。

鉴于上述事实，非班主任教师的专业技能的提升
问题便是十分值得教务管理部门关注的了。 笔者认为
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采取全方位的措施
来提高非班主任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 在理论方面，
教务管理部门可以定期组织非班主任教师参加教学
技能讲座，并鼓励非班主任教师以教学技能讲座的内
容为素材撰写相关教学论文进行评比，同时选出其中
优秀的教学论文进行刊登并作为职称晋升的加分条
件，用以调动非班主任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理论学习的
积极性；在实践方面，教务管理部门可以安排非班主
任教师带 2 个班级甚至更多班级的教学任务，或者多
安排其开展公开课，使非班主任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任
务中运用专业技能，在实践中得以提升。 有比较才会
看到长短，教务管理部门还可以将同一个年级或者同
一个学科的非班主任教师进行教学技能方面的横向
比较，必要的时候实施优胜劣汰制度以督促非班主任
教师专业技能的自我提高。

4.� 民办中学教师参与校外培训进修活动时间少
培训进修是提高教师专业技能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对民办中学教师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教师都有参
加过校内外培训进修的经历，并且民办中学教师参与
校内培训进修的情况较好。 调查数据显示，教师每学
期参与校内培训进修时间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人数
最多，其次为一个月到三个月。 这个结果和民办中学
教师的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部分受访谈的教师表
示，有的备课组长规定每个备课小组每星期必须安排
一天进行集体备课，因此校内培训活动在民办教师看
来几乎可以算是“家常便饭”。 然而在对民办中学教师
参加校外培训进修活动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教
师每年参加校外培训进修活动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如
图 4所示，所占的比例为 58.7%，已经超过了所有人数
的一半，其次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 可见民办中学教
师参与校外培训进修活动的时间整体较少。 从部分受
访谈的教师那里得知，民办中学教师参与校外培训进

修的活动基本上是由地方教育局组织的，并且形式多
是集体讲座，“很难让人有心思认真听。 ”由此可见，民
办中学教师参与培训进修的活动基本上仅限于校内
学科组之间的交流学习，而和同类型学校教师或者公
办学校教师之间的交流切磋十分鲜有。 这在极大程度
上使得民办中学教师的视野变得很狭窄，无法汲取和
吸收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念。［5�］

图 4� � 民办中学教师每学年参加校外培训进修活动情况

近年来，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扶持程度大幅度提
高，各级政府对于民办教育的人力物力投入也大幅度
增加。 因此，教务管理部门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支持方
面多向地方教育局争取为民办中学教师组织培训的
机会。 可以建议地方教育局采取顺应民办中学教师心
声的培训方式，比如可以尝试利用慕课等新的现代教
育技术作为媒介进行教师培训，使得更多的培训教师
能够参与到培训当中并且多进行互动和反馈。［6�］另
外，民办中学自身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对教师进行
教师培训。 普通民办中学作为营利性质的学校，是有
能力进行教师培训方面的支出的。 教务管理部门可以
邀请知名高校的教育教学方面的专家进行教师课堂
教学的实地考察，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也可以
邀请当地公办学校的优秀教师到民办学校内进行考
察和交流；还可以争取机会让自己学校的教师到其他
优秀的民办学校进行考察和学习。

5.� 民办中学教师专业发展自我感觉良好，多数教
师选择维持现状

调查显示，60.9%的教师对“教师专业发展”这个
概念基本了解，16.3%的教师更是完全了解，可以说民
办中学教师总体上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是有着比较良
好的认识的。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88%的教师认同“教
师专业发展是出自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领导或者
上级部门的要求”， 超过一半的教师能够清晰地认识
到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期是“贯穿整个从教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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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民办中学教师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有着比较积极和
深刻的认识。 于是笔者进一步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情况
自我评价做了调查，统计结果如图 5 所示。 有 15%的
教师选择了“非常好”，45%的教师选择了“比较好”，
31%的教师选择了“一般”。 也就是说，60%的教师对于
自我教师专业发展情况是满意的。 再看对于自我专业
发展情况满意的教师的职称和教龄情况，发现他们多
数是职称为中学二级和教龄在 5年之内的教师。 笔者
对该民办中学的职称系统作了适当的了解：学历为本
科的教师担任教育教学工作满 1 年，并且年度考核合
格，职称便可以定为中学二级；职称为中学二级的教
师，担任教育教学工作满 4 年，职称便可以从中学二
级升为中学一级。 也就是说，一般的民办中学教师担
任教育教学工作 5 年以上，通常职称可以“自动”升为
中学一级。 从民办中学的职称评定系统来看，多数教
师是可以稳定获得职称晋升的，因而对于教师专业发
展的自我感觉良好。

图 5� �民办中学教师专业发展自我评价

笔者为此继续对民办中学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情
况做了调查，发现教师的专业发展目标低。 调查结果
如图 6 所示，选择“继续维持现在的教师状态”的教师
人数最多，可见多数教师是抱着安于现状的心态工作
在教师岗位上的，专业发展自我感觉良好可能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 人数次多的是选择是“发展为本学科的
带头人”， 紧接着是“考取教师编制， 到公立学校任
职”，而选择“晋升为本校领导”的教师只占总人数的
很小的一个比例。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
士兵。 笔者不能说这些教师不是好教师，只能说这些
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较差、对于职位晋升没有很高的
抱负。 实际上，每一个教师在内心深处都是希望当领
导的，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的可能原因是民办中学
的领导工作强度太大让很多教师望而却步，另一方面

可能的原因是民办中学领导的选拔晋升机制存在一
定的问题，让很多教师觉得机会渺茫。 这就给教务管
理部门一定的警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提升教师在职
位晋升方面的兴趣，因为缺乏竞争机制的管理岗位是
缺乏威严和活力的。 教师的专业发展自我感觉良好也
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一方面教师个人容易形成固
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
形成“知识断层”；另一方面如果民办中学整个教师队
伍都有专业发展自我感觉良好的思想，那么必然会因
为骄傲而落后，在与公办学校甚至于同层次的民办学
校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因此教务管理部门要切实提高
教师的居安思危意识，可以要求教师每隔三年制定一
个个人专业发展目标，包括职称目标、师德目标、教学
目标、班主任能力目标等并在三年后将教师做前后的
对比，必要时进行适当的奖惩。 也可以要求备课组或
者学科组每年制定一个集体目标，从而督促集体中的
每一位老师进行自我提高。

图 6� �民办中学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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