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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
工作压力水平及特征

———基于云贵川渝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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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TALIS2018教师问卷,对云贵川渝4省市41所中小学的2386名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进

行调查。研究发现: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整体偏高,且呈现出明显的民族差异、学历差异、学

段差异和教龄差异;与上海和OECD平均水平相比,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工作场压力明显更高;云贵川渝初

中教师的工作量压力主要来自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等与教学相关的工作,相比之下教学负担更重;学生成

绩、班级纪律和家长工作等也是云贵川渝初中教师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教师的隐性工作繁杂。为推动云贵

川渝中小学教师减负减压工作的顺利实施,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出4点建议:厘清教

师工作边界,明晰教师权责范围;利用技术赋能教师,实现提质增效;实施优师强师计划,完善定向培养供需

对接机制;促进多方协同,实现家校社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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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的根本力量。近几十

年,我国教育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努
力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美

好期盼,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

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教师职业吸引力有所增

强。据统计,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

师有1057.19万人,包括小学专任教师660.08
万人和初中专任教师397.11万人;高中阶段专

任教师有272.37万人,包括普通高中专任教师

202.83万人和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69.54万

人[1]。教育各阶段专任教师数量均实现了持续

且稳定的增长[1]。

在教师队伍建设卓有成效的同时,教师也

成为现今社会最有压力的职业之一。2018年

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教师职业压力水平整体

偏高且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压力来源复杂,

压力反应消极[2]。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往往会影

响教师的身心健康,削弱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

降低满意度,进而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

展。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

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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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减负”政策),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教

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

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3],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情况扎实推进教师减负工作。这

一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值得关注和检验。2021
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

策),要求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

务水平,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4]。“双减”

政策是聚焦当下国家教育发展重大战略的关

键措施,是事关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决

策。“双减”政策实施后,社会对学校与教师的

期待水平进一步提升,这对教师工作和教师素

养提出了新要求,由此也要警惕实施不当所导

致的教师工作超负荷等现象的发生。

关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4省市(以下简

称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压力水平有其必要

性。首先,地处西南的云贵川渝4省市是我国

“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随着“十

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教育扶

贫的价值意蕴由“扶教育之贫”转变为“防止教

育返贫”。一方面,要防止出现教育自身发展

不足所导致的教育返贫现象,这涉及教育扶贫

成果如何巩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教

育发展目标与云贵川渝区域社会经济进程耦

合度欠缺导致的脱贫人口返贫现象,这涉及教

育脱贫如何更好地与乡村振兴衔接、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解决地方相对贫困等问题[5]。其次,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实现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前提。纵观2012年

至2022年,我国在实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基

础上,仅用10年时间达成了县域内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的目标,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现如今,我国义务教育工

作重心已由“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

育”[6]。教师队伍建设是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基础工程,也是云贵川渝义务教育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

相比,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状态更易受

到当地特殊的办学条件和工作任务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工作量大、教学效能感低、职业倦怠

感明显等[7]。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时代背景,通

过问卷调查对云贵川渝4省市中小学教师工作

压力水平及特征进行研究,以期科学研判教师

工作“负担”程度和缘由,进而探讨如何为云贵

川渝中小学教师营造良好的从教环境。这对

落实“教师减负”与“双减”政策、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到2035年实现教育现代化等,

都具有特殊意义。

二、研究设计

“双减”政策颁布实施后,课题组于2021年

12月至2022年6月赴云南省(昭通市与曲靖

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与毕节市)、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重庆市(黔江区与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整群抽

样的方式对41所中小学的在职教师展开问卷调

查和访谈,以探究“双减”政策实施后云贵川渝4
省市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及特征。

(一)样本分布

研究主要关注小学、初中、高中等3个教育

阶段的教师。经统一筛选后,本次调查最终获

得有效问卷共计2386份。从样本学段构成上

看,小 学 教 师 占 比46.5%,初 中 教 师 占 比

47.8%,高中教师占比5.7%;从性别构成上看,

男性教师占比39.9%,女性教师占比60.1%,性

别比例向女性教师倾斜;从民族构成上看,云

贵川渝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少数民族教师占比

35.6%,汉族教师占比64.4%;从年龄构成上

看,平均年龄为35岁,其中,青年教师(35岁及

以下)占比55.9%,中年教师(36~50岁)占比

39.1%,老年教师(51岁及以上)占比5.0%;从

学历 构 成 上 看,本 科 学 历 教 师 为 多 数 (占

79.4%),其次为大专学历教师(占18.4%),再

次是研究生学历教师(占1.4%),高中及以下

学历教师最少(占0.8%)。

(二)研究工具

调查所采用的问卷改编自TALIS2018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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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问卷中的第51和第52题。TALIS,即“教师

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andLearningInterna-

tionalSurvey,简称TALIS)”,是由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主持的一项关于教师工作环

境和学生学习氛围的国际性调查。

TALIS2018沿用英国学者基里亚库(Kyria-

cou)对“工作压力(occupationalstress)”概念的解释,

认为“教师工作压力”是由教师意识到他们的

工作状况对其自尊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一知觉

过程而引起的消极情感体验,主要表现为心

理、社 交、生 理 等 方 面 的 异 常[8]。在 TALIS

2018问卷中,“教师工作压力”作为“教师工作

满意度”调查的组成部分,主要涉及第51题“压

力体验(stressexperience)”和第52题“压力源

(stresssources)”两大内容。结合国内相关研

究[9]与TALIS2018技术报告(TALIS2018Tech-

nicalReport)[10],本研究将两题合并,编制而成云

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水平测量问卷。

该问卷包括4个维度,即工作场幸福感与

压力(workplacewell-beingandstress,以下简

称 工 作 场 压 力)、工 作 量 压 力 (workload

stress)、学 生 行 为 压 力 (studentbehavior

stress)和教育相关者压力(sourcesrelatedto

responsivenesstostakeholders)等。其中:“工

作场压力”是指教师工作对教师日常生活的影

响,包括个人生活、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等方

面;“工作量压力”主要来自备课、授课、批改作

业等教学工作、行政工作,以及替代缺席教师

而需完成的额外工作等;“学生行为压力”是指

教师关注学生成绩、班级纪律和学生言语侮辱

等情况而产生的压力;“教育相关者压力”是指

与学校教育相关的组织和个体的行为或要求

对教师产生的压力,如教师根据政策或上级要

求而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以及日常的家长工

作和学生的特殊需求等。

该问卷共15个题项。其中:工作场压力有

4个题项,如“工作对我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

响”等;工作量压力有5个题项,如“太多课需要

准备”等;学生行为压力有3个题项,如“维持班

级纪律”等;教育相关者压力有3个题项,如“来

自领导不断变化的要求”等。TALIS2018问

卷采用4点量表来测量,从“一点也不”“一定程

度上有”到“相当多”“很多”依次赋值为1、2、3、

4。本研究将其改编为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

的计分形式,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

“一般符合”到“比较符合”“非常符合”分别记

为1、2、3、4、5。本文在将云贵川渝中小学

教师工作压力水平与上海以及 OECD平均水

平进行比较时,将“比较符合”等 同 于“相 当

多”,将“完全符合”等同于“很多”。正式测试的

问卷经SPSS24.0数据分析,Cronbach'sα系数

为0.805(>0.7),KMO值为0.807(>0.7),信

效度较好。

课题组还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云

贵川渝197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

究遵循扎根理论原则,运用 Nvivo12plus软件

对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以探究云贵川渝中

小学教师工作压力的成因。

  三、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水

平及特征

  教师工作压力水平问卷每个题项的分值

范围为1~5分,得分越高表明工作压力越大。

描述性统计发现,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

压力水平均值为3.25(SD=0.58),其中64.2%
的教师工作压力水平得分高于理论中值3。这

表明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整

体偏高,工作负担较重。

(一)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水平

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前期有研究表明:男性教师的工作压力普

遍高于女性教师,尤其在工资收入和情绪问题

等方面的压力值明显高于女性教师;而女性教

师在领导评价、备课教学、学生家长、躯体疾病

等4个方面的压力值高于男性教师[11]。在本

次研究中,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女性教师的工

作压力水平(M=3.25,SD=0.59)与男性教师的压

力水平(M=3.24,SD=0.57)并无显著性差异

(P>0.05),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云贵川渝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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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工作压力的总体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但男性教师的工作量压力高于女性教师(P<
0.05,t=2.347),女性教师的工作场压力与学生行

为压力 高 于 男 性 教 师(工 作 场 压 力P<0.05,

t=-2.406;学生行为压力P<0.05,t=-2.465)。

究其原因:一方面,男性教师的职业角色意识

较强,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大部分男

性教师还兼任了其他事务,工作量负担较重;另

一方面,与男性教师相比,女性教师更感性、更情

绪化,对师生关系更敏感,易受学生言语、行为的

影响,工作场压力与学生行为压力由此产生。

(二)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水

平有明显的民族差异

已有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教师

压力水平高于少数民族教师,这与不同民族的

性格特点有关[12]。本研究中少数民族教师占

比35.6%,汉族教师占比64.4%。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汉族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明显高于

少数民族教师(P<0.05,t=7.03),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论相同。

有研究表明,汉族教师在教学中的互动比

少数民族教师多,犹豫、惩戒行为更少,且汉族

教师的教学效能普遍高于少数民族教师,这说

明教学投入给汉族教师带来了成就感,这一成

就感促使汉族教师加大了对工作的投入[13]。

另有研究指出,深受城市教育文化熏陶的汉族

教师,其自身所承载的城市教育文化与云贵川

渝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人们

存在语言文化、观念文化及行动文化等三重冲

突,这给其带来了工作压力[14]。少数民族教师

多来自当地,对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较为熟

悉,与其他地区的教育环境接触较少,并且随

着国家对云贵川渝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

区教育投入力度加大,间接使当地少数民族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提高[15]。除了上述因素,汉族

教师工作压力水平高于云贵川渝少数民族教

师工作压力水平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水平

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云贵川渝不同学历

中小学教师感受到的工作压力水平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F=9.87),工作压力水平均

值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学历教师(M=3.29,

SD=0.647)、本科学历教师(M=3.28,SD=
0.578)、高中及以下学历教师(M=3.20,SD=
0.552)、大专学历教师(M=3.12,SD=0.567)。

访谈发现,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

水平存在学历差异的原因与本地教育发展水

平有直接关系。云贵川渝不少地区属于少数

民族聚居地,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发展滞后,原

有教师队伍中存在的学历偏低且老龄化问题

明显。“十三五”脱贫攻坚,将教育脱贫作为欠

发达地区脱贫攻坚的良方。教育部通过实施

“特岗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教师人才支

教援助专项”“国培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补充了一大批青年骨干

教师。本次调研中,青年教师占比55.9%,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80.8%,在编、轮岗、

特岗教师占比81.6%,云贵川渝的教师队伍建

设得到显著加强。这些高学历的年轻教师,一

方面背负着学校、家庭、社会的较大责任和较

高期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困难和

挑战,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使教师产生了较

大的工作压力。

(四)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水平

有明显的学段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云贵川渝不同学段

的任教 教 师 工 作 压 力 水 平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F=18.26)。其中,初中教师的工作

压力水平最高(M=3.32,SD=0.572),高中教

师次之(M=3.26,SD=0.571),小学教师最低

(M=3.18,SD=0.577)。

进一步分析发现,学生成绩是诱发云贵川

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的重要因素。认同“为

学生成绩负责会产生较大压力”这一观点的中

小学教师比例达76.5%。这在一定程度上折

射出我国传统教育评价制度唯分数、唯升学的

顽瘴痼疾。较为特殊的是,调查中有81.9%的

初中教师在“管理班级纪律”这一题项中对“感

到压力大”表示认同,人数显著多于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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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中教师。究其原因,初中生处于青春期、

叛逆期,初中教师的教育任务相对更为复杂,

不仅要提升学生学业成绩,还要花费更多时间

和精力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在此“双重”压

力下,初中教师成为高压易感群体。云贵川渝

县域内的高中数量较少、班额较大、教学任务

重,高中教师工作压力主要集中在以升学为主

的教学任务上。云贵川渝的小学教师工作压

力则主要集中在家校共育方面。访谈发现,

“十三五”脱贫攻坚之前,云贵川渝有许多儿童

未接受过学前教育,直接导致现阶段小学教师

除日常教学外,还要将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作为工作重点,加上学生年龄偏小,又缺乏

家庭教育的配合,从而加重了小学教师的工作

压力。

(五)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水平

有明显的教龄差异

将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教龄划分为5个

阶段,依次为“教龄低于5年”“教龄5~10年”

“教龄11~15年”“教龄16~20年”“教龄20年

以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云贵川渝中小

学教师 的 工 作 压 力 水 平 有 明 显 的 教 龄 差 异

(P<0.05,F=5.646)。从均值来看,教师的工

作压力水平总体呈现出随教龄增长而逐步上

升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教龄低于5年”的教

师工作压力水平最低(M=3.18,SD=0.541),

其次为“教 龄5~10年”的 教 师(M =3.23,

SD=0.606),再次是“教龄11~15年”的教师

(M=3.27,SD=0.581),工作压力水平最高的

是“教龄16~20年”的教师(M=3.33,SD=
0.630),而“教龄20年以上”的教师,其工作压

力水平又有所下降(M=3.31,SD=0.547)。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分析,教龄5年内

的新手教师普遍对教师行业具有好奇感、新鲜

感和满足感,积极的情绪体验有效弱化了他们

对教育困难的感知,因此压力水平最低。教龄

5~10年的教师经历过适应探索期后,已具备

一定的理论知识与经验,教学风格与行为模式

已基本固定,一旦“新课改”“教育信息化”“双

减”等改革接踵而至,就会对其产生极大的冲

击,由此带来压力。根据国内学者孟繁胜等人

提出的教师发展阶段论,“教龄11~20年”的教

师又被称为“熟练型教师”[16],他们多为学校骨

干,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往往有较高的

职业期望,因此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工

作上,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职业、家庭的

双重重担,精神常处于紧张状态,在外部因素

与自身期望的双重“压迫”下,工作的压力感逐

步增强。“教龄超过20年”的教师,往往是一所

学校的“资深教师”,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学习

能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可能会陷入工作“倦

怠期”而导致职业期望降低。这或许是“教龄

超过20年”的教师相对于“教龄16~20年”的

教师,其工作压力水平略低的原因。

  四、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

的工作压力水平比较

  在TALIS2018中,OECD首次对全球中

小学教师压力水平进行了调查。上海作为中

国首个参与的城市,报告数据覆盖了198所初

中的3976位教师。本研究以OECD官方公布

的数据作为参照,比较分析云贵川渝4省市初

中教师(1140人)的工作压力水平与上海地区以

及OECD平均水平之间的异同,以进一步揭示

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特征。

(一)云贵川渝初中教师工作场压力水平

整体高于上海及OECD的平均值

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工作

场产生的压力比较,具体如图1所示。由图1
可知,云贵川渝有78.2%的初中教师感受到相

当大的工作压力,远高于上海(有39.4%)与

OECD平均水平(有48.7%)。相较于上海(有

18.8%)与OECD平均水平(有23.7%),云贵川

渝初中教师因工作而影响到身体健康的比例

较高(占37.6%),因工作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的比例(占39.0%)也高于上海(占12.9%)

与OECD平均水平(占30.6%)。此外,云贵川

渝有42.9%的初中教师认为,工作时间过长导

致自己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比例低于上海

(占77.9%)和 OECD平均水平(占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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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工作场压力水 平高于上海和OECD平均值。

注:图中呈现的数据是教师在各题项上选择“相当多、比较符合”与“很多、完全符合”的百分比,下同。

图1 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工作场产生的压力比较

  (二)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教学负担过重

在TALIS2018调查中,教师工作量压力

主要来自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等教学工作、行
政工作,以及替代缺席教师而需完成的额外工

作等。在行政工作方面,OECD近半数的初中

教师认为此项工作会带来较大的压力,而云贵

川渝与上海认同该项的初中教师比例皆约为

20%。此外,因替代缺席教师而需完成额外工

作所产生压力的初中教师比例,云贵川渝(为

32.5%)高于上海(为9.5%)和 OECD平均水

平(为24.7%)。备课、授课与批改作业通常被

视为教学工作的课前、课中、课后“三部曲”。

云贵川渝初中教师与上海及 OECD初中教师

的工作量压力比较,具体如图2所示。由图2
可知,云贵川渝初中教师因备课任务繁重而产

生压力感的比例最高(占62.4%),其次是授课

(占59.3%),再次是批改作业(占54.0%),这三

项比例均明显高于上海(备课产生压力感占

24.2%、授课产生压力感占29.4%、批改作业产

生压力感占33.5%)与OECD初中教师的平均

水平(备课产生压力感占33.4%、授课产生压

力感占28.2%、批改作业产生压力感占40.8%)。

由此表明,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工作量压力主要

来源于与教学相关的工作。对教师学历层次进

行分析,或可以探究部分原因。在TALIS2018
数据库中,上海初中教师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为

12%,而云贵川渝仅为1.4%。相较经济发达地

区而言,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学历水平普遍偏

低,或导致教师的教学能力有所欠缺,在教学工

作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压力也就越大。鉴

于此,有必要制订专项计划,以提升云贵川渝初

中教师的学历层次和能力水平。

图2 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工作量产生的压力比较

701



  (三)班级管理是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工

作难题

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学生

行为产生的压力比较,具体如图3所示。由图

3可知,在3种学生行为压力中,云贵川渝有

77.5%的初中教师感受到学生成绩带来的压

力,远高于上海(53.4%)与OECD初中教师的

平均水平(44.0%)。与此同时,有81.9%的云

贵川渝初中教师因班级纪律而感到较大压力,

远高于上海(18.7%)和 OECD初中教师的平

均水平(38.0%),此项也是差异最大的一项。

差异最小的是因学生言语侮辱而产生的工作

压力,云贵川渝有24.5%的初中教师表示认同

此观点,略高于上海(有3.4%)和 OECD平均

水平(有13.6%)。

图3 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学生行为产生的压力比较

  总体来说,云贵川渝初中教师因学生行为

而产生的压力感明显高于上海与 OECD初中

教师的平均水平,尤其在班级纪律方面形成鲜

明对比。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而班级

是学校的基本单位,班级教学是现代教育最具

代表性的形态。学校“育人”的功能主要是在

班级活动中实现的。目前我国班级管理模式

已逐步从单一的班主任管理转变为科任教师、

学校领导、学生等多主体共同管理,这使得班

级管理成为每位教师的日常工作,也使得班级

管理压力在教师群体中普遍存在[17]。

(四)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隐性工作繁杂

上级政府要求、学生特殊需要、家长工作

等是教育相关者压力的主要来源。云贵川渝、

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教育相关者产生的压

力比较,具体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云贵川

渝初中教师因家长工作而产生压力感的比例

非常高(占67.8%),高于上海(占27.3%),也高

于OECD初中教师的平均水平(占34.2%)。

在云贵川渝欠发达地区,多数家长迫于生计外

出务工,导致家庭教育功能大打折扣,使得育

人重担向学校倾斜,从而使云贵川渝中小学教

师的工作压力大增。访谈中,教师普遍反映家

校合作困难重重,基本上是学校教师在“孤军

奋战”。

云贵川渝有68.5%的初中教师因上级或

政策 要 求 而 产 生 较 大 压 力,远 高 于 上 海

(占35.4%)与 OECD 初 中 教 师 的 平 均 水 平

(占40.5%)。此外,因学生特殊需要而感受到

压力的教师比例,云贵川渝达到47.9%,高于

OECD平均比例(占31.2%),更高于上海的比

例(占8.8%)。访谈中,不少教师表示除课堂

教学外,还承担了多项“隐性”的事务性工作,

如控辍保学、送教上门、学生行为习惯养成、宿

舍管理等。有教师说:“在完成学校工作后,经

常会去进行‘突击’家访,一方面是确保学生放

学后及时回家,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安全问题,

给予学生关爱。”也有教师反映:“从早上6点学

生起床,到中午吃饭,再到晚上洗漱睡觉,工作

时间长达16个小时。”由此可见,云贵川渝初中

教师的隐性工作非常繁杂,极大地增加了教师

的工作负担,也消耗着教师的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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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云贵川渝、上海、OECD初中教师由教育相关者产生的压力比较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 TALIS2018问卷,对云贵川

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进行了调查,并

与上海及 OECD平均水平进行了比较。云贵

川渝中小学教师整体压力水平较高,且呈现出

明显的民族差异、学历差异、学段差异和教龄

差异。在对初中教师工作压力水平的比较中

发现:(1)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工作场压力水

平显著高于上海及 OECD平均水平;(2)云贵

川渝初中教师的工作量压力水平高于上海及

OECD平均水平,压力主要来源于备课、授课、

批改作业等与教学相关的工作,云贵川渝初中

教师的教学负担重;(3)学生成绩、班级纪律与

家长工作等也是云贵川渝初中教师工作压力

的主要来源,教师隐性工作量大且繁杂。鉴于

以上,本研究针对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队伍建

设和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提出4点建议。

(一)厘清教师工作边界,明晰教师权责范围

研究发现,云贵川渝近八成教师感到明显

的工作压力,初中教师身心健康因工作负担而

受到负面影响的比例高于上海与 OECD平均

水平。这种牺牲教师身心健康的工作状态,无

益于教师持续的专业成长,甚至会让教师成为

高危职业[18]。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的教师,难

以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从而使教育效果大打

折扣。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之所以隐性工作

繁杂,是因为教师工作边界模糊、权责不分。

因此,厘清教师职业的工作边界,明晰教师权

责范围,切实保障教师权利,是实现教师减负

和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重要前提[19]。

目前,教师责任不断叠加、教师工作强度

不断增大,是与政府行政负担及教育系统负担

的增加紧密相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抓

住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有关教师的法律法

规。2021年11月,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本法所称教师是指

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20]由此明确了教

师的法律身份和专业地位,这是构建教师与政

府、学校、学生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理基础。

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还从权利和义务、聘

任和考核、培养和培训、保障和待遇、奖惩和申

诉等多个方面对教师权益提出保障[20],这也为

基层教师减负减压提供了政策依据。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从推动“十三五”

脱贫攻坚到“十四五”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再

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云贵川渝4省

市的教育要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勇于创新的精

神,云贵川渝4省市的教师要突出体现对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这一公共使命的担当。因此,

我国应加快推进有关教师法的修订工作,当地

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落实相关政策法规,

明确教师的专业性和公共性,厘清教师工作边

界,明晰教师权责范围。

(二)利用技术赋能教师,实现提质增效

如前所述,云贵川渝初中教师的工作压力

主要来自批改作业、授课和备课等教学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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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繁多、任务重复、负荷过重是云贵川

渝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普遍现状。“双减”政策

重申了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提出要充分调动

教师的创造性,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和社

团活动,倡导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

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4]。这些主张对教师素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应对不当,或许又会

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

鉴于此,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要坚持以

“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为引领,分类分层实

施云贵川渝乡村教师和校长的素质能力提升

专项培训计划,按照一线教师的工作实际需求

改进培训方式,采取顶岗置换、送教下乡、网络

研修、短期集训、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多种形

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提升教

师的能力素质;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有必

要加快推进云贵川渝4省市的教育数字化转

型,合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以实现提

质增效的目标。例如,在“AI+教师”协同教学

中,人工智能扮演了自动出题和自动批阅作业

的助教、学习障碍自动诊断与反馈的分析师、

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的素质提升教练、学生心理

素质测评与改进的辅导员等多重角色[21]。这

可以让教师从一些重复性的、程序化的日常事

务中解脱出来,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倾注到学

生情感和品德的培养以及创新性的课程开发

与兴趣活动中[22]。此外,有效利用智能化测评

技术,不仅能基于学习过程对学生进行分析评

估,还能形成即时反馈,方便教师对教学进行

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为教师实施精准画像、

及时干预、个性化指导等提供了支持,有助于

教师更好地发挥“育人”职能。

(三)完善定向培养制度,实施强师强基计划

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整

体偏高,是前期发展过程中基础建设薄弱、人

员配备不足、能力培养滞后等多种因素造成

的。“十三五”期间,云贵川渝4省市围绕“补数

量”“提质量”“强师德”“重管理”等环节,落实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特岗计划”“县管校聘”

等举措,使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效果显著。但

是,乡村教师队伍人员补充难、补充质量不高、

优秀教师流失严重等问题,仍制约着我国中西

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因此,在补足教师数量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教师质量,是减轻云贵川渝

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均衡、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历来是我国教

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师资是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重要而独特的“软件”支撑。2021年7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

明确提出从2021年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

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832个脱

贫县(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以下统称

定向县)的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从

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

伍质量,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23]。2022年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

师计划》(简称“强师计划”),明确提出“培养一

批硕士层次中小学教师和教育领军人才”,以

及“推进各地进一步加大县域普通高中和乡村

学校教师补充力度”[24]。贯彻和落实上述政

策,需要政府、地方、高校、中小学等多方单位

的精诚合作、统筹协调、协同联动。唯有如此,

才能推动教师教育和教师职业内涵式发展[25]。

高校人才培养应“对症下药”,无论是“优师计

划”还是“强师计划”,都要针对区域需求开设

系列特色课程,引导师范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涵养长期从教、终

身从教的职业情怀。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应

找准重点难点,完善组织管理与建立经费支持

制度,保障师范生就业后的生活所需,另一方

面应建立跟踪指导机制,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避免教师流失,并进一步推动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工作。

(四)促进多方协同,实现家校社共育

调查发现,云贵川渝4省市的留守儿童、单

亲家庭、隔代教养、多子女等特征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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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川渝中小学教师因家长工作与学生特殊

需要而产生较大工作压力的比例远高于上海。

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

育人的长效机制,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

生成长。

未成年人教育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

更是家长的责任,两者之间的侧重点各有不

同。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表决通过,并于2022年1月开始实施。

由此,家庭教育被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促进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同发展[26]。

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

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

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27]。云贵川渝地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

合力不足,育人模式封闭僵化,即学校无法对

家庭和社会进行约束,家庭和社会也缺乏对学

校的有效支持,社会教育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困

境。为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打破家庭、学

校和社会的闭环格局,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

位,整合并优化教育资源,搭建家庭、学校和社

会良性互动的桥梁。学校应扮演好“主导者”

与“引导者”角色,通过设立家长学校、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讲座、承担社区志愿工作等方式引

导家长和社区人员参与、关注教育。家长应从

“依附者”转向“参与者”,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强化自身家

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家庭育人阵地

作用。社区应从“旁观者”转向“合作者”,并成

为连接学校和家庭的纽带,推动学校教育与日

常生活的融合实践。综上所述,家庭、学校和

社会协同育人,就是要围绕“立德树人”的育人

目标,通过分工合作、协同提质,共同促进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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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tressLevelandCharacteristicsofPrimaryandMiddleSchoolTeachersinthe
Contextof“DoubleReduction”Policy:BasedontheSurveyofFourProvincesinSouthwestChina

ZHOUQin1,CHENSiyu2,XIANGZhongqiu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The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isresearchusedtheTALIS2018questionnairetoinvestigatetheworkstresslevelof2386
primaryandmiddleschoolteachersfrom41schoolsinYunnan,Guizhou,SichuanandChongqing.Itis
foundthattheworkstresslevel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thesefourprovincesis
relativelyhighonthewhole,withsignificantdifferencesinethnicgroups,academicqualification,
schoolstagesandteachingyears.ComparedwiththeaveragelevelofOECDandShanghai,thework-
placestressofmiddleschoolteachersinthefourprovincesissignificantlyhigher.Moreover,the
workloadstressofmiddleschoolteachersinthefourprovincesmainlycomesfromteachingprepara-
tion,teachingandhomeworkcorrection,causingaheavierteachingburden.Inaddition,studenta-
chievement,classmanagementandparentsworkarealsothemainsourcesofworkstressformiddle
schoolteachersinthefourprovinces.Toreducethestressandburdenofprimaryandmiddleschool
teachersinthefourprovinces,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teacherranksandprofessionaldevelop-
ment,itisnecessarytoclarifytheboundaryofteachersresponsibilities,rightsandobligations;toaid
teacherswithtechnology,thusimprovingefficiencyandquality;toimplementdirectionaltrainingto
strengthenteachersconstructions;topromotemulti-partycoordinationandhomeschoolco-education.
Keywords:teachersworkstress;TALIS2018;primaryandmiddleschools;Yunnan-Guizhou-Sichuan-
Chongqing;survey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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