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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贵阳市民办中小学校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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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贵阳市５００名民办中小学校的学科教师调查发现: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不理想;教师对学校

和社会为其专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满意度不高.教师在专业发展活动中的主要需求有:减轻教师个人工作负

担、社会及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多方面拓展教师专业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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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是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对于民办中小学校而言,教师专业发展具有

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１０所民办中小学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

比较客观、具体地反映了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一、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问卷调查设计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结合教师的任教学段、教师的个人特征及学校层次等因素,采用分学段随机抽样方法抽

取被试,抽取贵州省贵阳市１０所民办中小学校的５００名学科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００
份,收回问卷５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为４８５份,有效率为９７％.有效被试的基本特征见表１.

(二)调查工具

基于相关文献与前期的访谈,编制了«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调查问卷»,包括教师参与专业

发展活动的现状、支持条件、需求及评价依据.用SPSS２０．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内容

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办中小学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现状、支持条件、需求及评价依

据.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１－８题)是民办中小学教师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９－４３题)

共３５道题,每５题一组.前四组都是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分别为:第一组,教师的专业知识;

第二组,教师的专业情感;第三组,教师的专业信念;第四组,教师的专业行为.第五组是了解教师

专业发展的支持条件.第六组是了解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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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民办中小学教师被试的基本特征(N＝４６４)

类别 频次 比例(％) 类别 频次 比例(％)

任教学段
小学
中学
缺失

２７１
１９１
２

５８．４
４１．２
０．４

教师资格证
无
有

缺失

１５５
３０４
５

３３．４
６５．５
１．１

职称

未评
初级
中级
高级
缺失

２８７
８３
４５
４８
１

６１．９
１７．９
９．７
１０．３
０．２

年龄

３０周岁及以下

３１~４０周岁

４１~５０周岁

５１周岁及以上
缺失

１４１
２０４
９９
１８
２

３０．４
４４．０
２１．３
３．９
０．４

教龄

１~３年

４~１０年

１１~３０年

３０年以上
缺失

２７６
１１４
５８
１４
２

５９．５
２４．６
１２．５
３．０
０．４

进入工作岗
位的渠道

毕业分配
停薪留职

调动
辞职

退休后延聘
缺失

２３０
２３
１４
１５９
１７
２１

４９．５
５．０
３．０
３４．３
３．７
４．３

学历背景
大专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缺失

３０４
１６０
０

６５．５
３４．５
０

二、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一)教师的专业知识

在了解民办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方面,本次调查主要从教师对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对
新课标理解的程度和新教材理解的程度等方面来进行.

１ 对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

　　在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方面,调查发

现:有５８．１％的被试对任教学科知识的掌握略显

不足,有１５．０％的被试明显不足,只有２６．９％的

被试认为他们对任教学科知识的掌握是足够的

(表２).除了从整体方面调查被试对自己所任

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外,笔者还具体对不同教

龄和不同任教学段的被试进行分析.

表２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自己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

对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 频次 比例(％)

足够 １２２ ２６．９
略显不足 ２６４ ５８．１
明显不足 ６８ １５．０
合计 ４５４ １００．０

　　本次调查依据民办中小学教师的特点,将被试的教龄大致分为:１~３年代表新晋教师;４年及

以上代表老教师.对于新晋教师而言,大部分被试对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的程度略显不足;对于老教

师而言,更多的被试对任教学科知识的掌握是足够的.这个结果与我们通常的看法一致.新晋教

师因为经验和时间的原因,对任教学科知识的理解没有老教师那么深入、透彻.
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选择最多的都是对任教学科知识掌握“略显不足”,而选择最少

的是“明显不足”.这说明,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都需要进一步学习所任教学科的知识.

２ 对新课标内涵理解和掌握的情况

在对新课标内涵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上,只有１９．７％的被试认为其对新课标的理解和把握相当

透彻,并能够熟练地将其应用到教学实践中;有５４．０％的被试认为其对新课标的理解有限,他们主

要还是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来进行教学的;剩余２６．２％的被试,要么不知道什么是新课标,要么就

是虽然手里有新课标,但却并没有关注过(表３).总体而言,民办教师需要进一步关注并认真学习

领会新课标的内容.



表３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新课标内涵理解和掌握的情况

对新课标内涵的理解和掌握 频次 百分比(％)

没有关注过 １１７ ２６．２
理解有限,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上课 ２４１ ５４．１
能透彻理解和把握,并能够熟练应用到教学中 ８８ １９．７
合计 ４４６ １００．０

　　对于新晋教师而言,大部分被试对新课标内涵的理解有限,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被试没有关注过

新课标,而真正深入了解新课标的被试非常少.与此相反,对于老教师而言,虽然也有对新课标的

理解有限的,但是多数是对新课标有深入研究的,而没有关注过新课标的则非常少.从任教学段来

看,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都是对新课标的理解有限的被试居多,而较少关注新课标的被

试人数和对新课标理解透彻的被试人数比例几乎相当.

３ 对新教材理解的程度

　　在对新教材理解的程度方面,只有２４．１％的

被试认为他们对新教材是足够理解的,其余的被

试对教材的理解不够,需要进一步提高.其中,
有５４．９％的被试认为对新教材的理解略显不足,
有２１％的教师认为对新教材的理解明显不足

(表４).这说明,民办中小学教师对新教材理解

的程度亟待提高.

表４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新教材理解的程度

对新教材的理解 频次 百分比(％)

足够 １１１ ２４．１
略显不足 ２５３ ５４．９
明显不足 ９７ ２１．０
合计 ４６１ １００．０

　　新晋教师对新教材的理解明显不足.而在老教师中,对新教材理解透彻的和理解有限的被试

人数是相当的,而对新教材的理解明显不足的被试则非常少.这与不同教龄的教师对新课标的理

解和掌握情况相似.
从不同任教学段的教师对新教材理解的情况来看,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好.
(二)教师的专业情感

民办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情感主要通过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对当前职业的满意度、对学校工资

待遇的满意度以及如果有选择是否还会在民办学校当教师这四个方面来体现.

　　从被试选择从事民办学校教师职业的原因

上看,选择迫于无奈、自己的理想、教师岗位的魅

力的被试几乎各占三分之一,只有７．４％的被试

选择的是家人的愿望(表５).当被问及“如果有

其他选择的话,您是否还会继续从事此职业”时,
只有２５．２％的被试肯定回答“会”;有将近一半的

被试(４７．８％)不确定.

表５　被试选择从事民办学校教师职业的原因

选择从事民办学校教师的原因 频次 百分比(％)

迫于无奈 １４３ ３１．９
家人的愿望 ３３ ７．４
自己的理想/兴趣 １３５ ３０．１
教师岗位魅力 １３７ ３０．６
合计 ４４８ １００．０

　　在对当前职业和学校工资待遇的满意度方面,从“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满意”到“非常满

意”分别记１~４分,得分越高代表越满意(以下涉及满意度调查的项目记分规则均与此相同).得

分在２分以上说明总体倾向于满意,２分以下说明总体倾向于不满意(以下涉及满意度的说明均与

此相同).
在测量被试对从事民办学校教师这一职业的满意度上,被试的平均得分为２．２１分,说明总体

而言被试对从事民办学校教师这一职业是满意的,但满意度不高.此外,从教龄和任教学段对被试

的满意度进行差异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教龄的被试对从事这一职业的满意度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

为老教师的满意度显著高于新晋教师(表６).



表６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职业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变量 频次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教龄
新晋教师 ２７２ ２．０７ ０．６９６ －５．０２９ ０．０００
老教师 １８３ ２．４３ ０．７９４

任教学段
小学 ２６７ ２．１８ ０．７８２ －１．４７１ ０．１４２
中学 １８８ ２．２８ ０．７１７

总体 ４５５ ２．２１ ０．７５７

　　在对所在学校目前的工资待遇的满意度的调查中,有４６１名被试回答了该问题,平均得分是２．５９
分,说明被试对其所在学校目前的工资待遇是满意的,但满意度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而从被试的

教龄和任教学段的差异分析来看,在教龄和任教学段上都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教龄上,老教师

的满意度显著高于新晋教师;在任教学段上,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小学教师(表７).
表７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其所在学校目前的工资待遇的差异分析

变量 频次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教龄
新晋教师 ２７５ ２．４２ ０．７４３ －５．０２９ ０．０００
老教师 １８６ ２．８４ ０．９６６

任教学段
小学 ２７０ ２．５０ ０．８４８ ２８．０６７ ０．００９
中学 １９１ ２．７１ ０．８７３

总体 ４６１ ２．５９ ０．８６４

　　在调查了被试对教师职业和其所在学校目前工资待遇的满意度后,笔者通过提问“如果可以选

择,您是否仍然会选择继续从事这一职业”来进一步调查被试对民办学校教师这一职业的态度.结

果有４７．８％的被试不确定,只有２５．２％的被试明确选择“会继续从事该职业”.
从具体的教龄来看,在新晋教师中,被试选择比例最多的是“不确定”,其次是“不会”,而选择

“会”的被试最少;在老教师中,选择“不确定”的和“会”的被试的比例较为相近,而选择“不会”的比

例最低.这说明:与新晋教师相比,老教师对民办学校教师这一职业的情感认同度更高.从不同任

教学段来看,不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选择“不确定”的被试人数都是最多的,而选择“不会”
和“会”的被试人数比例相当.

从对该维度的调查结果来看,虽然有６０％左右的被试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和被教师岗位的魅力

吸引而选择在民办学校当教师,但是他们对该职业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当前的工资待遇的满意度

却并不高.
(三)教师的专业信念

教师的专业信念主要是教师对自己专业发展目标的认识情况.
在对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的确定方面,有５６．７％的被试只是有一个较为模糊的目标,只有

２０．２％的被试有较为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这说明:大部分民办学校教师并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在对自己专业发展的满意度上,在本调查中,被试的平均得分是２．０１分,总体而言,被试的满

意度介于基本不满意和基本满意之间,说明被试的满意度较低.从教龄和任教学段进行对比分析

的结果发现:在任教学段上,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在教龄上,老教师的满意

度显著高于新晋教师(表８).
表８　民办中学教师对自己专业发展的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变量 频次 均值 标准差 T p

教龄
新晋教师 ２６９ １．９１ ０．６８８ －３．９９８ ０．０００
老教师 １８５ ２．１７ ０．７０９

任教学段
小学 ２６４ ２．０１ ０．７３０ －０．１９９ ０．８４２
中学 １９０ ２．０２ ０．６８２

总体 ４５６ ２．０１ ０．７０９



　　在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方面,大部分被试认为不利因素主要是教师间缺乏合作交流

的氛围(６６．０％),其次是应试教育的影响(６３．９％),另外还有参加教研进修的机会少(５８．３％)、缺少

专家指点(４７．８％)以及资源匮乏(４７．１％),而选择主观不努力的却有１８．５％(表９).
表９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不利因素 频次 比例(％)

主观不努力 ８６ １８．５

教师间缺乏合作、交流的氛围 ３０７ ６６．０

参加教研进修机会少 ２７１ ５８．３

单位不重视 １３１ ２８．２

应试教育的影响 ２９７ ６３．９

缺少专家指点 ２２２ ４７．８

资源匮乏 ２１９ ４７．１

其他 ２０ ４．３

　　(四)教师的专业行为

关于被试在学校开设公开课的情况,在最近

三年中:有２８．８％的被试从来没有开设过公开

课;开设公开课在１~３次的被试占４８．７％,比例

最大;而开设公开课在 ４ 次 及 以 上 的 被 试 占

２２．６％.
关于被试在课后进行教学反思的情况,调查

表明:从来没有进行过教学反思的被试还是比较

少的,大部分都是偶尔进行教学反思,而一直坚

持经常进行教学反思的被试只占３８．７％.

　　关于被试参与科研的情况,调查显示:有３５．２％的被试从未参与过科研;有４９．０％的被试虽然

参与过科研,但收获并不大;不仅参与过科研,而且还有很大收获的被试只占１５．８％,因此,不仅要

鼓励更多的教师,尤其是新晋教师参与科研,同时,也要注意提高参与科研的质量,真正让教师能够

从科研中有所收获.

关于被试参与专业发展活动(以研修活动为例)满意度的情况,从表１０可以看出:在本次调查

中有４４８名被试回答了该问题,平均得分为２．０８分,说明总体倾向于满意,但满意度不高.这与前

面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行为的调查结果一致,说明虽然学校或教师个人都会开展一些专业发展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的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表１０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学校开展的各种研修活动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变量 频次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教龄
新晋教师 ２６６ ２．１３ ０．７６８ １．５５９ ０．１２０
老教师 １８０ ２．０３ ０．５５４

任教学段
小学 ２６２ ２．１５ ０．６７２ ２．３８５ ０．０１７
中学 １８４ １．９９ ０．７１３

总体 ４４８ ２．０８ ０．６９３

　　(五)教师的专业支持

在民办学校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方面,主要从教师拓展自己知识面的方式、学校提供基于教

学需要的物质条件、报销参与培训或进修的费用这几方面来体现.

在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拓展的方式上,有２０．２％的被试选择“没有时间”;在知识面有拓展的被试

中,只有１６．６％的被试是学校提供的条件,有５５．８％的被试是个人自费,有７．４％的被试采用的是其

他方式.

在学校为教育教学需要提供物质条件的满意度方面,大部分被试(５５．７％)选择“一般”,２５．２％
的被试选择“不满意”,只有１９．１％的被试选择“很满意”和“较满意”.

在学校或主管部门对被试参加培训或进修费用的报销方面,４３．３％的学校或主管部门会部分

报销,２５．１％的学校或主管部门会全部报销,３１．６％的学校或主管部门完全不予报销.

关于被试对学校和社会为其专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满意度方面,在本次调查中,有４４９名被试回

答了本问题,平均得分为２．０８分,说明总体倾向于满意,但满意度不高,学校和社会应为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对不同教龄和任教学段的被试的满意度进行差异分析的结果发现:不论

是教龄,还是任教学段,在学校和社会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满意度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具



体数据见表１１.
表１１　民办中小学教师对学校和社会为其专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变量 水平 频次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教龄
新晋教师 ２６４ １．９８ ０．７２４ －０．７８３ ０．４３４
老教师 １８３ ２．０３ ０．５６９

任教学段
小学 ２６１ ２．０１ ０．６７６ ０．６００ ０．５４９
中学 １８６ １．９７ ０．６５３

总体 ４４９ ２．０８ ０．６９３

　　(六)教师的专业需求

在教师的专业需求方面,主要调查了教师的工作量、制约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教师

在职培训的途径、教师最需要进一步提高的专业素养、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最好的途径这几方面.
从对工作量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有８０％以上的被试认为工作量很大,有１４．２％的被试认为工

作量较为合适,只有４．５％的被试认为工作量较少.
在制约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因素中,认为社会对民办学校教师还不是很重视的被试占最大比

例(５９．５％),此外有一半以上的被试认为工作压力大,无暇顾及;教育管理部门还缺乏相应的政策

支持也是制约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表１２).
表１２　制约民办中小学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频次 比例(％)

工作压力大,无暇顾及 ２４６ ５３．０
教育管理部门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 ２４３ ５２．４
社会对民办学校教师还不是很重视 ２７６ ５９．５
教师个人原因,缺乏动力 １４０ ３０．２
培训跟不上 ２３３ ５０．２
教师间缺乏合作交流的氛围 １５２ ３２．８
其他 ３９ ８．４

　　在最需要提高的专业素养方面,被试认为最需要提高的是信息技术使用能力(５３．９％)、教育理

论素养(５３．０％)和科研能力(５４．５％),其次是学科专业技能(４５．９％)和外语能力(４４．４％)(表１３).
表１３　民办中小学教师最需要提高的专业素养

最需要提高的专业素养 频次 比例(％)

教育理论素养 ２４６ ５３．０
学科专业知识 １８２ ３９．２
学科专业技能 ２１３ ４５．９
科研能力 ２５３ ５４．５
信息技术实用能力 ２５０ ５３．９
外语能力 ２０６ ４４．４
其他 ５８ １２．５

　　在教师在职培训的途径方面,只有１７．２％的

被试没有接受过在职培训.在接受过在职培训

的被试中,大 部 分 都 是 通 过 自 学、校 本 培 训、
教育局组织 的 培 训 等 途 径 参 加 的 在 职 培 训,
还有少部分是通过学历培训或其他途径参加

的在职培训(表１４).这说明:无论是学校还

是教育部门,都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的 途 径 让 教 师

参加培训或进修.

表１４　民办中小学教师参加在职培训的途径

参加在职培训的途径 频次 比例(％)

未参加任何培训 ８０ １７．２
自学 ２４８ ５３．４
学历培训 ６１ １３．１
校本培训 ２２８ ４９．１
教育局组织的培训 １６１ ３４．１
其他 ６９ １４．９



　　在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最好的途径方面,选择最多的是参加教研活动(７２．４％),其次是专业培训

(６４．９％),同时有将近一半的被试认为多看书、学历提高、外出考察以及借助网络远程学习是比较

好的提高自己专业能力的途径(表１５).
表１５　提高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最好的途径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最好的途径 频次 比例(％)

多看书 ２２８ ４９．１
多参加教研活动 ３３６ ７２．４
多承担教学任务 ８０ １７．２
学历提高 ２０４ ４４．０
专业培训 ３０１ ６４．９
外出考察 ２０７ ４４．６
借助网络远程学习 ２０９ ４５．０
其他 ４２ ９．１

三、对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

建立合理、科学的专业发展制度是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良好的制度不仅可以规

范和指导教师专业发展的行为和方向,还能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发展环境.第一,
教育主管部门应针对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独特性,将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制度化,协调好与教

师专业发展相关的各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为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创造一个理想的制度环

境.第二,民办中小学校应积极、主动地废除阻碍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完善或重新制定能够帮助

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并将其纳入学校的常规管理中,与学校的核心制度相关联,将教师的

专业发展融入到每一位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中.第三,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民办学校在制定

和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时,都应该尽可能地让制度的主体———教师参与进来,在以教师为本的

原则指导下,倾听教师对专业发展方面的诉求,满足他们的专业发展需要.
(二)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民办中小学校由于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新晋教师占教师人数比例高达５９．５％,而“老”教师无论

是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还是专业信念、专业行为都远优于新晋教师.如果在民办中小学教师中建立

专业发展共同体,既可以为教师与教师之间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又可以为学校与学校之间提供

共同发展的平台.新晋教师可以通过专业发展共同体平台,向“老”教师学习、与“老”教师切磋,尽
快成长.“老”教师通过专业发展共同体,可以随时与同事交流,并相互学习、相互探讨,在交流中促

进各自的专业发展.学校之间通过专业发展共同体平台,可以将学校与学校之间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的成功经验与措施互相分享.构建专业发展共同体,是尽快缩小教师之间的专业发展差距、调动

全体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在教师中形成良好的专业发展氛围的必要途径.
(三)构建与大学合作的伙伴关系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持续不断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不仅需要实践的体验和反

思,还需要正确、先进的理论指引.中小学本身就是教育教学理论理想的实践场所,中小学教师的

工作就是反复实践和体验的专业发展过程;而大学教师则主要是理论工作者,二者结合在一起,能
够相辅相成.构建中小学与大学合作的伙伴关系,就是中小学与大学合作,中小学作为教育教学理

论的实践基地,大学教师可以从基层教育实践中汲取营养,同时还可以提升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水

平的一种新型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１].大学教师为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思想上和技术上的

指导,中小学则为大学教师提供实践和科研的场所,共同为教师专业发展寻找最佳的路径.近年

来,在我国的公办中小学出现了类似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而在民办中小学还很少见.为促进中小



学教师专业发展,与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应遵循以下原则:自主原则,即中小学可以自主选择某

所大学或若干所大学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平等原则,无论是大学教师的先进理论还是中小学教师

的实践经验,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都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贡献,不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共同原则,所
谓的共同,首先应体现在合作的目标上,即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指向教师的专业发展,其次,
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应资源共享,这里的资源包括场地、技术、设备等,再次,如果在合作的过程中

出现分歧,双方应协商解决,共同承担责任.
(四)强化教师个体的身份认同

虽然我国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都认可民办中小学教师是教师群体中的一份子,是教

师队伍的重要补充,但由于办学体制和管理方式的不同,让部分民办中小学教师产生对其身份的焦

虑、担忧和怀疑,导致了民办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并直接影响到民办中小学教师对专业发

展的认识和在专业发展中的行动.一是保障民办中小学教师的个体身份.保障民办中小学教师的

个体身份,应稳定和均衡教师的物质需求.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及工作条

件等,在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分管民办中小学的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法

律规定强制办学者执行,并将此作为审核办学资质的硬性条件.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满足教

师的精神需求,给予教师足够的话语权.二是内化民办中小学教师个体的身份认同.无论民办中

小学教师背负着怎样的社会身份,如果不内化为教师个体对其身份的积极、自觉、主动的建构以达

到认同,都无益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更无益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内化民办中小学教师个体的身份认

同首先应优化民办中小学教师所处的社会环境,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稳定、开放、专业自主的社会

环境,能够满足教师个体的需要;其次,教师群体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沟通,让个体按照群体

的理想身份而努力;最后,民办中小学教师个体也要按照社会身份的要求,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及

时反思并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积极、主动地内化对自身身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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