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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负担表征透视、
形成机理及纾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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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学教师负担具有多重性和层次性,由表及里表征为浅表层面的身体负担、内隐层面的心理

负担和本质层面的自我实现负担三级梯度。从需求层次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将教师职业需求分为“物质需

求”“人际需求”和“精神需求”三个层次。中小学教师负担形成机理为:在第一层次上,教师工作任务较重而

物质需求保障不足,引发教师主观感知身体负担;在第二层次上,教师归属感和受尊重感不强,使教师无法获

得人际需求满足,加大教师心理负担;在第三层次上,教师自我成长受阻,精神需求达不到预期目标,加重教

师自我实现负担。这三个层次交互作用促使教师负担不断叠加。其中:“物质需求”安全感保障不足是引发

教师负担的导火线;“人际需求”获得感不强是加大教师负担的关键链;“精神需求”满足感不够是加重教师负

担的砝码。为了有效遏制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增大趋势,教育主管部门要多措并举,在顶层设计上明确教师

职责、保障教师发展。具体而言:完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动态监测教师身体负担;打造民主教育新生态,尊

重教师主体性和话语权;预留教师反思学习时间,供给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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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承载着培养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使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从全球范围内看,教师职业具有较大

的压力,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证实[1]。有研究

表明,教师长期处于职业压力中会导致职业倦

怠[2],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教育教学质

量,阻碍国家整体教育质量提升。2019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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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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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

间还给教师[3]。随后,各省市纷纷出台教师减

负清单,推进各地教师减负进程规范化,“为减

负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标尺”[4]。显然,减负清单

是教师减负的基本面,还不是阻断教师负担生

成的源头,教师仍处于较重负担之中。“双减”
政策的实施,延长了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并对

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量”和“质”的双重

增压使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加重。如何从

本质层面减轻教师负担,仍是亟待解决的难

题。已有文献发现,我国对教师负担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教师负担的本质和内涵研究、教师负

担的成因分析、教师减负的路径探析等方面,
而以教师作为社会存在个体的需求为切入点、
阐释中小学教师负担表征并探寻中小学教师

负担形成机理的研究仍未成体系。因此,本研

究以需求层次理论为研究框架,由表及里地揭

示教师负担梯度,深入剖析教师负担形成机

理,并提出系统性的减负路径。这对落实中小

101



学教师立德树人本职工作、提升基础教育教学

质量都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小学教师负担表征透视

中小学教师负担具有多重性和层次性,包
括教师工作时间长[5]、任务量大[6]、角色冲突

多[7]、自我发展停滞[5]等。依据教师负担对教

师内在发展影响程度,可将其划分为浅表层面

的身体负担、内隐层面的心理负担以及本质层

面的自我实现负担。浅表层面的教师负担如果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就会造成教师负担累

积,使教师陷入“忙而无功”的恶性循环中,导致

教师内心世界的贫瘠和精神生命的枯竭[5]。
(一)身体负担:超负荷的工作时间及工作

任务量

教师工作时间被大大延长和工作任务量

被不断加码,是教师负担身体层面最直接的

表征。

一是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被大大延长。

有学者对教师工作时长和内容进行国际比较

后发现,我国教师工作时间超负荷,实际教学

工作时间在总工作时长中的占比远低于其他

北美和北欧国家,即非教学工作占据了教师大

量的工作时间[8]。2021年,国家出台的“双减”

政策提出要保证课后服务时间,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延长了我国教师工作时间。虽然政策提

到落实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但现实中我国教

师普遍实行的坐班制未实现根本性改变。这

就造成教师外显工作时间过长,教师直观感知

到的负担加大。此外,教师工作时间边界模糊

也是导致教师身体负担的重要因素。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工作时间不再局限于学校

场域,微信、腾讯会议、钉钉等电子软件在教育

系统中的普遍使用,无形中侵占了教师休息时

间和个人自由支配时间,令教师工作时间无限

延长。显性工作时间和隐性工作时间的双重

延长造成教师处于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的工

作状态,给教师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

二是中小学教师工作范围任意扩展。自

古以来,教师的工作范围主要是传道、授业和

解惑,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由于受科层制

教育行政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之间存在权责的隶属关系。学校教

育受教育行政部门监督,办学经费依赖教育行

政部门拨款,中小学校成为教育行政机构的下

级附属机构,对教育行政部门所分配、附加和

摊派的任务不得不执行。“教育行政和学校管

理者在与教师的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7],使得

教师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处于“行政末梢”位置,

顺理成章地承担起更多的行政事务,无形中将

教师的工作范围由教育教学扩展到行政杂事,

给教师带来大量的外源性负担。有研究者对

全国27个省份出台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的

分析表明,多数负担的具体内容来自政府方面

的工作,如清单中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各项

进校园的扶贫专项任务、城市创优评先任务

等[4]。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在访谈中提到“咱这

些的活儿,包括那些没用的,都是上面派下来

的”[9]。可见,教育行政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等单

位利用职权之便,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将大量

行政工作摊派到学校,导致教师外显工作量

增多。
(二)心理负担:多重职业角色及社会群体

不合理期待

其一,中小学教师承担的角色过于多样。

教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兼具教书和育人两种

社会功能。教师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体,

即教师既应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学生的人生

指引者。同时,教师作为家校共育的关键力

量,是连接学生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中介桥

梁,自然也承担着家校沟通的责任。因此,教
师是知识传授者、人生指导者和家校沟通者的

综合体。然而,在现实情境中,教师除了上述

提及的本职角色,还承担着包括行政工作者和

社区活动参与者等非本职角色。不同角色承

担不同的工作任务,教师需要在教育系统内部

的“角色丛”中来回切换。这种多重角色让教

师力不从心,逐渐带来教师对工作与发展的焦

虑。另外,由于受行政管理权制约,教师逐渐

从应然层面的教师沦为实然层面的技师,加之

又承担着多重的职业角色,各角色之间难免有

摩擦与碰撞,这又造成教师内在冲突加剧,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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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由此带来的结果

是,教师自我认同感降低、角色认知混乱、工作

表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诱发教师心理层面

的错 位 与 纠 结,无 形 中 加 重 了 教 师 的 心 理

负担。

其二,多元群体对中小学教师的过度期

待。除上述所提及的教师多重角色造成教师

心理负担外,不同群体赋予了教师角色高期待

进一步加大了教师心理负担。一般教师的自

我定位是知识传授者,担当着教书育人的时代

使命,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 现 实 性 上,它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10]。教师作为生存于社会系统中的个体,

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除了具有自我期待,

还兼具社会、学校、家长、学生以及家庭等多方

期待。来自真实场域中社会群体的期待“潜在

地规定了教师究竟应该承担这些角色的什么

职责”[11],多样化的角色造成教师对自身本职

角色的迷失,给教师带来了心理负担。角色任

务的累积效应,使教师穿梭于不同性质的工作

中,而多重角色任务又使教师游离于教师的本

体属性之外,成为“符号化的程序执行者”[5],造
成教师心理负担不断叠加。此外,相关调查表

明:在教师群体中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人经

常与配偶发生争吵[12]。生活和工作的不融洽

造成教师内隐性心理负担,使教师处在工作角

色和家庭角色不能兼顾的矛盾中,从而带来教

师身心疲惫且形成难以排遣的心理压力。
(三)自我实现负担:教师追寻教育价值及

意义的意识弱化

一方面,教师专业发展受限,对自我价值

实现的期待落空。教师作为一种需要具备终

身学习理念的职业,其专业发展主要通过教师

培训和自主学习与反思等方式来实现,但在实

践中存在的培训误区和反思缺失阻碍着教师

追寻自我实现的步伐。一是教师培训中存在

“数量上过度”和“结构性过度”的弊端[13]。这

难免造成教师对培训任务产生倦怠感,阻碍教

师专业发展。不具备针对性、缺乏个性化设置

的教师培训未能与教师的成长需求相匹配。

这不仅无法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力手

段,还逐渐成为消耗教师精力的一项操作性任

务,久而久之转变为教师沉重的精神负担。二

是教师自主学习与反思时间被侵占。相关调查

表明:6%的中小学教师没有时间进行教学反思,

14.4%的教师没有时间读书或学习,84.4%的

教师每天反思时间不足1小时,76.4%的教师读

书时间每日不足1小时[14]。教师专业发展要求

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反思学习作

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发挥着核心作用。

如果教师非教学的事务性工作过多,那么教师

反思与学习时间就会被侵占,教师便无法切实

关注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之间的联系,更无法

将理论知识与新型教育实践进行转换,并内化

为自身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教师缺乏与时俱进的

专业化发展,长此以往或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另一方面,教师职业专业化程度被迫降

低,教师教书育人本职工作被淡化。196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发布

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提出,教学应被视为

一种专业:它是一种公共服务形式,要求教师

通过严格和持续的学习获得并保持专业知识

和专门技能;它还要求教师对所负责学生的教

育和福利有一种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感[15]。在

现实社会场域中,由于受到工具理性主义驱

动,教师被看作是提升学生成绩和完成上级检

查任务的“工具人”,从而弱化和忽视了教师

“教书育人者”的本质属性。加之对效率为中

心的功利主义的追求,教师整日忙于应付线性

化、重复化、流程性的任务与检查,其专业性遭

到忽视,逐渐沦为程序性和操作性的技师。相

关调研表明,99%的教师都对召开无效且与教

学无关的会议、填写无关自身的材料和报表、

随意占用周末时间、非教学部门组织活动等事

项产生心理反感[14]。教师置身于低水平能量

工作环境中,无法发挥自身专业性价值,这极

大地阻碍了教师对自我实现的探寻,并逐渐转

化为教师精神层面的负担。

二、中小学教师负担形成机理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将人的需求表

述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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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低一级的需

求得到相对满足后便会产生高一级的需求,低
级需求和高级需求可以共存。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认为,个体外在的行为表现是由个体

内在的动机或欲望引起,隐藏于动机或欲望背

后的是个体的需求,即需求的存在使个体产生

社会实践活动[16]29。教师作为社会存在的有机

体同样具备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但并非从低级

到高级依次出现。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教师都

同时存在上述需求,同时低级需求满足的程度

越高,教师高级需求就会表现得越强烈[17]。本

研究借鉴相关学者结合需求层次理论对教师

职业需求所作出的划分[17],将教师需求分为

“物质需求”“人际需求”“精神需求”。其中,生
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属于“物质需求”,“人际

需求”体现为归属与爱的需求和尊重需求,“精
神需求”表现为自我实现的需求。从此向度

看,中小学教师负担形成机理是:在第一层次

上,教师工作任务较重而物质需求保障不足,

引发教师主观感知身体负担;在第二层次上,

教师归属感和受尊重感不强,使教师无法获得

人际需求满足,加大教师心理负担;在第三层

次上,教师自我成长受阻,精神需求达不到预

期目标,加重教师自我实现负担。这三个层次

交互作用使教师负担不断叠加。
(一)“物质需求”安全感保障不足是引发

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导火线

相对薪酬与教师工作付出匹配度低,引发

教师负担。马斯洛阐述了需求层次之间的递

升关系,认为生理需求在所有需求中占有绝对

优势[18]。个体生存于社会中需要满足自身衣

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这要求个体通过劳动行

为换取一定的酬劳来满足自身生理需要。从

应然层面看,教师应利用自身知识体系、发挥

道德榜样作用进行教书育人,通过承担培养人

的工作来获取相应酬劳;在实然层面看,教师

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非教学工作,教师虽然

“教育教学任务重”“班级管理事务多”“行政辅

助工作杂”[19],但并未获得与之相匹配的酬劳。
“付出—回馈”工作压力理论认为,个体在工作

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需要通过薪酬、尊重、

职业发展等作为回馈。教师“付出”与“回馈”

失衡是教师工作压力过大的原因之一[20]。为

此,随着对工作付出的增加,中小学教师有权

获得与之相适切的薪资水平,作为对自身付出

的回馈,以更好满足其物质需求。虽然我国教

师工资从1988年至2018年总体呈上涨趋势,

但初等教育阶段教师与教育行业人员平均工

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仍较大[21]。2000年至2012
年,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与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与所属的

公共管理部门公务员相比,中小学教师总体工

资水平还未达到公务员总体工资水平[22]。此

外,从2015年至2019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教师

工资水平在22个行业中位列13,低于整个教

育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21]。中小学教师的工

作付出与相对薪酬水平匹配度不高,与预期吻

合度不一致,引发中小学教师负担。

国家权益保障机制未能有效维护教师需

求,这也为教师负担的产生预埋风险。每个人

都有对安全的需求,包括对安全、稳定环境的

需要,对法律、秩序、体制等方面的需要,从而

使个体免受混乱和恐吓。因此,人们更乐意选

择一份具有保障性的工作。相对其他岗位而

言,教师岗位稳定性较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自身对安全的需要,这也是许多个体选择

教师职业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变化和公众关注点的转移,社会、学校等对教

师的安全需求缺乏有效关注,在重视学生群体

需求的同时淡化了教师群体的需求,包括教师

权利保障、教师职业稳定性等方面。有研究指

出,教师工作在增压、扩容的同时却无编制、权
益、奖金等社会配套资源的相应增加[23]。换言

之,国家社会资源无法给予教师生理需求和安

全需求等全面的配套保障。教师承担的工作

任务增多、范围扩大,却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

机制和学校保障机制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导致教师深陷权益受损的漩涡中。此外,教师

的“合理诉求无法受到应有重视,教师权益诉

求与保障渠道不够畅通,加之教师对有关政策

存在误解”[24],造成社会供给与教师需求之间

发生错位,教师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不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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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制度保障。此等种种迹象均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引发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导火线。
(二)“人际需求”获得感不强是加大教师

负担的关键链

教师角色在教育系统中受重视程度不够,

教师归属感缺乏加重了教师负担。当人的生

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一定程度满足时,便
会产生新的、更为高级的需求。就教师群体而

言,教师所从事的是一项充满高度责任心、爱
与奉献的工作,教师对情感的需求有时会超过

对生理和安全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归属与

爱的需求和受尊重的需求。当处于归属与爱

的需求层次时,人们一般“渴望在他的团体和

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

出努力”[16]49。换言之,个体积极找寻自我在某

一团体中的位置并不断融入其中,以摆脱疏离

感、孤独感,获得归属感、认同感。教师作为学

校教育系统中的个体,同样也会生发归属与爱

的需求,希望师生之间、师师之间拥有和谐融

洽的关系,从而获得角色归属感。同时,教师

也渴望融入学校管理中,为学校发展建言献

策,从而获得组织的接纳与认可。理想的教学

情境是,教师对所开展的教学工作具有较高的

话语权,教师能够与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的领

导者平等地交流教学工作,且有权拒绝非本职

工作对自身时间和精力的挤压。在现实工作

中,教师迫于上级压力只能根据学校和相关部

门的要求和安排开展工作,并以提高学生成绩

为最终目的。教师虽是教学实施的主体,但教

师的话语权得不到保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也

得不到落实,其结果便是教师仿佛成为教育教

学的“局外人”。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

响教师压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包括同事间的相

互支持、学校管理者的领导方式等[25]。教师如

果体会不到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和关爱,那么就

无法产生归属感,“反而会对各种工作制度和

内容产生不满和抱怨”[26]。教师疲于应对各种

对自身专业发展而言毫无意义的任务,便会在

心理层面滋生负面情绪,教师负担便出现。

教师同他者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受尊重

感不强也加重了教师负担。一般意义上,“社

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
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
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

或欲望。”[16]51对于教师而言,获得尊重的需求

是不可或缺的。“教师既要生存、活着,更要活

得有体面、有尊严。”[27]教师在工作环境中进行

人际交往时,对尊重的需求既表现为希望得到

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和爱戴,又表现为希望获得

学校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对教师尊重需求

的满足,既可以增强教师自信,又可以让教师

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属性、能力属性。当教师受

尊重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教师会在其工作岗位

上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从而提升教师的工作

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教师压

力[28]。但是,在实际场域中,基层学校和教师

在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缺少话语权。基层教师

处于教育系统中的底层,在工作岗位上只能承

担自上而下安排的任务,其教学的专业属性得

不到尊重。另外,由于一些家长对教师教书育

人的“过度神化”以及部分师生间存在冲突,教
师工作任务“量”上的负担,转换为内在心理层

面“质”的负担,造成教师对尊重感体验的弱

化,教师负担进一步加码。
(三)“精神需求”满足感不够是加重教师

负担的又一个砝码

教师的自我实现需求是教师精神需求的

重要表现。如前文所述,教师在教育教学岗位

上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

探寻和超越的过程,这主要通过反思学习和教

师培训两种途径实现。由此,教师“精神需求”

满足感不够、实现度低,是由教师反思学习时

间不够和教师培训过度造成的。

一方面,教师反思学习时间不足,无法实

现教师自我成长,教师负担加重。自我实现的

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主要表现为教师努力

追寻自我价值并不断超越自我实现自身成长

的过程。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超越性

需要,而“人的超越性需要只是一种类似本质

的潜能,要真正实现对自身的超越,需要每个

人加强对超越性的培养,其实质是人的主体性

的发展”[29]。教师发展是一个终身化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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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教师如若不保持主

动学习和积极反思的态度,就无法实现对自我

发展的超越,可能还面临被时代淘汰的风险。

教师职业最本质的特征是教书育人,由于对自

我实现需求的追寻,教师希望在教书育人过程

中能够发挥自我潜能,使自我成为工作中独特

的、无可替代的个体。而“中小学教师的专业

性比较模糊”[30],加上利益相关主体对教师本

职工作的侵扰,使教师自我反思学习时间并不

充裕。教师在工作岗位上难以获得持续性专

业发展,难以实现自我超越性成长,从而引发

教师对自身专业认同感不足和职业幸福感下

降等问题。另外,外界客观因素(如工作量、职
业地位、角色冲突等)的影响和制约,也使教师

无法在现实教育环境中建构出有利自身发展

的外部条件,最终酿成教师自我成长停滞、教
师负担在本质层面加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教师培训过度造成教师专业发

展有效性不足,促使教师负担进一步加重。教

师对自我实现的探寻除自主学习和反思外,学
校组织的相关培训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助
力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有力手段。从本质上

看,教师培训的目的是满足教师专业成长的需

求、实现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但实际上,教
师教育培训项目存在过度化问题。具体而言:

一是教师教育培训活动“内容超量、时间超长、

频次过密”[13];二是教师教育培训过于宽泛和

理论化。教师培训与当前教师成长需求吻合

度不高,培训重点未落在教师最近发展区内。

因此,培训教授的理论课程对教师吸引力不

足,更不用说将相关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

由此可见,教师培训的过度化,既占用教师大

量的宝贵时间,又不能满足教师对自身发展独

特的需求。教师培训如果不能真正有效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就会成为一项无意义任务。教

师从中不但没有实质性收获,还加重了身心疲

惫。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意味着对教师综合素养与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而教师却处于无法获得有效的培训和充分反

思的困境中,内外双重压力作用下造成教师负

担愈加沉重。

三、中小学教师负担纾解路径

教师过量事务性工作和教学性任务的紧

密排列以及对教师私人时间的随意侵占,给教

师带来外显层面的身体压力[5];教师在教育系

统“角色丛”中拥有的多重角色及其之间的摩

擦,给教师带来内隐层面的心理压力;教师专

业发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给教师带来本质层

面的精神压力。三重压力相互作用、相互交

织、不断累积,逐渐转化为教师深层次的负担,

使教师产生严重的职业倦怠,这不仅不利于我

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还阻碍着我国教育强国

目标的实现。因此,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将教

师减负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而非单一性工作

任务[31],并与教育生态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形

成联动机制,从根源上破解我国教师负担过重

难题,遏制教师负担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一)顶层设计:完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

动态监测教师身体负担

国家要凝聚多方合力为教师减负,并逐渐

完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教师减负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国家、各级政府、学校、教师等多

方主体参与其中,以便从多渠道入手切断教师

负担来源避免教师负担反弹。在适度提升教

师相对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国家要从顶层设计

上明确各个部门职责边界,出台教师工作“白
名单和黑名单”,从根本上维护教师合法权益,

防止向教师摊派非教学任务。各级政府“不仅

是指导中小学发展的主体,而且是指导中小学

教师减负的首要责任主体”[4],因而,要合理规

划行政工作任务,确需教师配合完成的事项,

要与学校协商并在工作职责划分上达成共识,

明晰学校的工作范围,精简学校工作量。例

如:将相似调研进行合并,取消无关检查,减少

报表填写及相同数据重复收集等;建立共享平

台,用电子版数据资料代替手写纸质版数据,

既可减轻教师任务量又便于归类与保存。学

校作为连接教师与政府的中介,要切实维护教

师合法权益,对不合理的摊派任务有权拒绝。

教师作为减负政策实施的对象,要切实参与到

减负过程中,理性认识问题并主动寻求自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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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路径,积极调整自我定位,提升自身综合

素养及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切实减轻

教师负担要形成自上而下的刚性减负和自下

而上的柔性减负相结合、内生力量和外塑力量

相统一的策略。

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动
态监测教师工作量。日本、英国等国家在减轻

教师工作量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均强调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例如:英国借助教育博客和教

育网络公共平台为教师提供共享的教育经验

和教学案例,为有效缓解教师工作负担提供了

帮助,同时开发的专门监测教师工作量的应用

程序获得了不少教师认可[32]。相较其他国家

而言,我国教师群体庞大,更需要运用信息化

手段对教师进行针对性、系统性减负。各省市

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依托信息技术搭建本地区

独特的数据库与智慧平台,动态搜集教师工作

量并将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智慧平台的

教师端可以记录教师个体工作量,方便教师查

看自己每天、每周、每月等时间段的工作量变

化情况并进行及时调整。同时,智慧平台能够

对教师个体的工作量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基于

此提出合理化建议供教师借鉴与采纳。各地

教师负担的总体状况有一定差异性,各级政府

在智慧平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地教师工作

量情况及对教师负担的分析报告,为出台相关

政策提供针对性和指向性建议。
(二)明确职责:打造民主教育新生态,尊

重教师主体性和话语权

社会要全面营造尊师重教的环境氛围,国
家要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专业话语权。教

师在教育系统中处于末端,这使得其他权力主

体将过多行政任务垂直分派到教师。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到要“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

尊师重教社会风尚”[33],教师应成为一种令人

尊敬、使人羡慕的职业。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目

标还有一定差距,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尊

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满足教师受尊重的需

求,减轻教师心理层面负担。一是社会媒体要

积极弘扬我国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相关部门

要制定教师荣誉制度标准,如设立“教师标兵”

奖等,为表现突出的教师授予荣誉称号,可以

激励其他社会成员向优秀教师看齐,助力培养

社会个体尊师重教的优良品德。二是提升教

师相对工资水平,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并坚守教

育岗位。随着教师队伍质量越来越高,教师的

专业性得以确立,教师社会地位理应得到提

高,并逐渐拥有自身的话语权。此外,教师专

业协会或团体的建立可以帮助教师提升专业

话语权,使教师不受过多行政事务干扰,专注

于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学校应秉承人本主义理念,鼓励教师为学

校发展建言献策。教师主观对压力的感知是

教师负担产生的根本因素。研究表明,多数教

师认为单纯的教学工作即使让他们感到累,也
会获得价值感[14]。教师对幸福感和工作持有

积极评价,这可能会保护教师免受压力之困[1]。

因此,当将教师作为具有生命性的个体时,学
校就会关注教师的情感需求,让教师在工作环

境中体验到归属感和爱,而教师也会感知到学

校是有温度的、同事之间是相互信任的、自己

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可以说,民主化的学校氛

围和工作气氛有助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提升,

在增强教师情绪调节能力的同时有效降低教

师的心理负担。其中,校长的管理理念与风格

对形成民主化的学校氛围和工作气氛至关重

要。为此,校长应主动参加有关学校治理方面

的培训,转变传统的学校管理理念,尊重教师

的教学自主权。学校要建立民主化制度,倡导

并鼓励教师参与学校治理,认真倾听教师的感

受并积极思考教师对学校的建议,满足教师归

属与爱的情感需求,有效缓解教师内隐层面负

担过重的问题。
(三)保障发展:预留教师反思学习时间,

供给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模式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要预留教师学习反思时间。17世纪捷克

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将
教师赞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目前

我国教师职业仍处于专业化进程中,教师的专

业性有待提高[34],这也正是我国教师负担过重

的本质原因。由于教师专业性不突出,各种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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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重复性的工作纵向挤压到教师身上,使
教师专业性进一步弱化。在逐渐被“去专业

化”中,教师不仅感受不到职业幸福,还产生严

重的职业倦怠,使教师负担进一步加重。因

此,学校要在教师工作时间内留出教师反思教

学和学习的时间,使教师在反思中总结经验、

汲取新知识、完善自身知识体系,从而全面提

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教师职业专业化进程。

社会媒体要借助网络积极宣传教师职业的专

业性,改变大众对教师的刻板印象,使大众明

白不是上过学、识得字就能担起教师的责任和

使命,同时还要让大众了解教师教书育人的有

限性和学生个体学习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摆脱

多方主体对教师角色的不合理期待。

教师培训部门应供给教师适切的培训模

式,实现有效的教师专业成长。加重教师负担

的潜在方式还包括让教师参加不具备针对性

和适应性的统一化培训,浪费教师时间的同时

消耗教师的教学精力和教学热情。因此,教师

培训要契合教师个体发展,把教师需求融入教

师培训全过程,助力教师专业发展。一是教师

培训应具有选择性。培训部门要为不同发展

阶段的教师供给具有指向性的培训课程,教师

可以根据自身所处阶段以及个体差异进行选

择,从而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有效性。二是教师

培训要具有非线性。要打破以往专家为教师

进行讲解式的线性培训方式,建立专家和教师

之间多元互动的实践培训模式,使教师具身参

与培训并获得不同于以往单一、线性的知识,

从而实现知识与知识、知识与体验的多重建

构。三是教师培训要具有明确的价值属性。

教师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提升的重要路径之

一,使教师能够快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因

此,教师培训要帮助教师不断革新知识体系、

实践模式、素养结构等,为培养未来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我国教

师培训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帮助

教师发展专业精神,使教师努力达到“经师”和
“人师”相统一的境界,助推教师对自我实现的

追寻,避免使教师产生精神压力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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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andFormationMechanismof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BurdenandWaystoRelieveIt

ZHANGXueling
(Faculty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Theburdens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aremultipleandhierarchical,charac-
terizedbyathree-levelgradientofsuperficialphysicalburdens,hiddenpsychologicalburdensandes-
sentialself-realizationburdens.WhenanalyzedfromtheperspectiveoftheHierarchyofNeedsTheo-
ry,whichdividesteachersprofessionalneedsinto“materialneeds,”“interpersonalneeds,”and“spir-
itualneed,”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burdensareasfollows:atthefirstlevel,teachersheavyworkloadandinsufficientprotection
ofmaterialneedstriggersteacherssubjectiveperceptionofphysicalburden;atthesecondlevel,the
senseofbelongingandrespectisinsufficienttomaketeachersunabletoobtainthesatisfactionofin-
terpersonalneeds,whichacceleratesthedevelopmentofteacherspsychologicalburden;atthethird
level,thehinderedteachersself-growthandthefailuretomeettheexpectationofspiritualneedsag-
gravatetheburdenofself-fulfillment.Therefore,itistheinteractionofthethreereasonsthataggra-
vatetheteachersburden.Thatistosay,insufficientprotectionof“materialneeds”isthefusethat
triggerstheburden,whileinsufficientattentionto“interpersonalneeds”isthekeychainthatbreeds
theburdenandlowrealizationof“spiritualneeds”catalyzestheaggravationoftheburden.Inorderto
effectivelycurbthegrowthofteacherburden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inChina,multiple
measuresshouldbetakenonthebasisoftop-leveldesign,toclarifyteachersresponsibilitiestoensure
theirdevelopments,specificallytoimprovethemechanismforsafeguardingteachersrightsandinter-
estsanddynamicallymonitorteachersphysicalburden;tobuildanewecologyofdemocraticeduca-
tion,respectingteacherssubjectivityandrighttospeak;andtoreservetimeforteachersreflectionand
learningtoprovideaneffectivemodeforteachersgrowth.
Keywords:teachersburden;loadreduction;teacherneeds;NeedHierarchyTheory;teacher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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