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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  文  摘  要 

特岗计划是我国政府针对农村学校师资数量极为短缺的情况，专门制定的一项

填补短缺教师岗位的新制度。这项制度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村学校的教学实力，还为

毕业大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到目前为止，石楼县共计拥有将近 400 名特岗

教师，主要对全县的基础教育进行负责，而农村学校就是他们的工作核心。可是在

现阶段，石楼县的特岗计划出现了很多突出问题，比如教师的工作环境、对工作的

满意程度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这对石楼县实现农村教育和城镇教育均衡发展的教

育目标产生了很大阻碍。现阶段，我国社会对教师专业化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同时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在本文

中，笔者立足于教师专业理论，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本石

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在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对其出现的突出问

题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发掘和剖析，最后还对能够有效推动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

发展，以及提升其专业素养的有效措施进行了全面探讨。 

 

关键词：特岗教师；专业发展；专业素质；职业规划；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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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post plan is a new system specially desig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ill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for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in rural schools. This system not only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teaching strength of rural schools, but also creates more jobs for graduate 

students. So far, Shilou County has a total of nearly 400 special post 

teacher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basic education of the county, and rural 

schools are the core of their work. However,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many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special post plan of Shilou County, such as the 

teacher's working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with the work,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tc. This is an education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nd urban education in Shilou County. The goal has created a big 

obstacle. At this stage, our societ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ization. It is also the main task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and i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s based on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theory, through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post teacher profession in this Shilou County, and also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explored and 

analyzed. Finally,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post teachers in Shilou County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were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give a goo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special post teachers. 

 

 

Key words：Special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Professional 

quality；Career planning；Learn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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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特岗教师计划是最近数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严重短缺的问

题，并有效推进农村教育发展而而确立的一项新制度。这项计划开始于 2006 年，主

要以教育部为首的多个部委负责实施，并向全国各省市下达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公开招募的

方式，从高等院校中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的农村中小学担

任教师。这项政策的颁布，将大批的优秀毕业生填充到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中，

对农村学校的教师急缺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同时也让农村教师的专业素养实现大

幅度提高，极大改变了农村的教学环境。在接到教育部来文以后，我国西北和西南

地区等 13 个省开始对特岗计划进行实施。2009 年，特岗计划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山西纳入“特岗计划”范围，制定并实施了《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实施方案》，截至到今天为止正好十年。石楼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从 2009 年

山西纳入特岗计划范围即开始招聘特岗教师，至今累计招聘特岗教师近 400 名，分

别在全县 20 多所农村中小学任职。2015 年，国务院制定了农村教五年支持方案，并

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该《计划》让特岗教师政策更加普

及，从而为更多的农村学校增添了急需的教师资源。 

截止到今天为止，特岗教师政策已经执行了 12 年，获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投身到农村教育工作中，从而让农村师资力量变得更加雄厚，

同时也对农村中小学教师急缺的问题进行了有效处理，另外还对这些地区的义务教

育质量有着显著的促进意义。 

特岗教师政策的实施在缓解农村教师队伍困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涌

现出一些问题。①比如：特岗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缺乏有效认知、专业发展情况不

佳，专业发展制度不完善，部分特岗教师由于工作远离家乡而稳定性不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特岗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而且引发其他层出不穷的教

育问题，影响到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倘若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上述问题进行有

效处理，对于我国农村教育而言，将会受到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以石楼县

为例，深入了分析了对该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情况，同时还对其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成因进行了挖掘和剖析，最后能够有效推动特岗教师专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①
刘万海.教师专业发展：内涵、问题与趋势[J].教育探索.2003.12：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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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措施进行了探讨。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特岗教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国家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师资补充的一种计

划，这项计划能够有效增强农村学校的教学实力，同时还能够让农村全体教师的专

业素养得到有效提升。可是根据特岗政策的相关规定，特岗教师只有三年的任职时

间，服务期满以后如果愿意继续留任，将会给予其编制，继续服务农村教育事业。

对于这样一个不够稳定的群体，应该如何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这一系

列问题成为特岗教师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此，从微观层面关注特岗教师专业发

展，对能够对其专业发展产生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从

而促使特岗教师积极提升自身的专业发展水平以及职业认同感、主观幸福感都具有

及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教育行政部门优化特岗教师选用和管理政策，避免“走

马灯”式配置，提供一定的实践研究依据。 

1.2.2 研究意义 

在我国农村教师队伍中，特岗教师在其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作为一个比较特

别的教师群体，他们毕业于正规的高等院校，具备教师从业资格，并拥有具有一定

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援农村教育的重要力量，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不但能够

对整个农村教师群体专业素养的提升产生重要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到特岗教师计划

能否顺利、有效地实施，也影响着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特岗教师现实专业发

展水平不容乐观，因此，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状况问题十分值得关注。 

本选题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 

理论意义：通过对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案例研究提取其发展经验，为我国相关

研究理论尽绵薄之力，也可以为以后的研究带来一定的理论参考。 

实践意义：第一，探索影响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为石楼县特岗教

师个体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第二，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农村学校规划教师专业发展、

优化学校管理提供实践依据，推动农村基础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1.3 文献综述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重点从如下几个角度入手，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1.3.1 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研究 

针对“教师专业发展”这个概念，国内和国外很多学者都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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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 霍伊尔在研究中指出：教师专业发展指的是教师在其职业生涯过程中，

必须对每一个环节所要求的知识以及相关教学技能进行具备。第二，富兰等认为这

表示教师通过对各种类型的教学过程和培训进行参与，从而在特定方面取得全面的

发展：比如教学意识、教学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教师间的互助合作等。第三，

格拉特霍恩指出：教师专业发展指的是随着教师的教学经验不断增加，教师对教学

系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使得自身的专业素质得到很大提高。第四，佩里指出：

教师专业发展指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生长，比如自信心的不断提

升、教学经验日渐丰富、对教学方法的运用愈加熟练、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愈加深入，

知识面越来越宽广、教学意识持续增强等等。第五，利特尔在研究中确切指出：现

阶段教师专业发展拥有两个不一样的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指的是教师对各种教学

方法的手段进行有效掌握和应用的过程。教师对新教学手段的应用、如何对课堂教

学进行开展、怎样对教学技能和相关知识进行掌握等等内容，都是这个研究方面的

核心研究内容。对能够对教师动机和学习产生重大影响的组织和教学条件是第二个

方向的研究重点”。 第六，台湾学者罗清水在研究中指出：教师专业发展指的是教

师为了能够让自身专业素养进行有效提升，对各种教学活动和培训进行参与的过

程。综上所述：“教师专业发展”这个定义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其指的是

教师专业能力进行自我提升的过程。另一个方面指的是周边因素推动教师的专业能

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比如教师培训等等。 

1.3.2 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 

因为教师专业发展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还是不同层次，因此

其拥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构成要素，而且这些构成要素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关系。所以

国内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叶澜教授指出:教师素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的内容：第一是教育理念；第二是知识构造；第三是能力结构。林崇德教授基于认

知心理学，对教师素质构造理论进行了实例分析。李瑾瑜教授对教师专业的实质内

容构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教师专业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教

育理念；第二是专业技能；第三是职业道德；第四是职业精神。傅道春教授深入研

究了教师专业发展构成，并指出其内容主要包含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以及教育

思想等。 

1.3.3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 

因为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教师要想在专业发展上获取重大

成就，其必须不断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量、教学经验，从而使自身专业发展水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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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断提升。因为理论依据和研究侧重点的不一样，关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研究

涌现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要数傅乐提出的教师关注阶段论、费斯勒提出的教

师生涯循环论等观点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理论

在个别观点都是一致的。比如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环节都是不断变化的；这些理论

都将教师专业发展随着随着其在实践中的变化而出现相应改变作为重点研究内容。 

1.3.4 教师专业发展取向研究     

瑞查森与普莱森在对能够有效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有效措施进行探讨时，

还对教师专业发展取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成功将其分化为三个不同类型的取向，

分别是实证-理性、规范-再教育取、权力-强制等取向。恩驰勒在对教师专业发展取

向进行研究时，对其预设性与确定性特征进行了深入阐述，同时还将其发展为四种

不同类型的取向：第一是行为主义取向；第二是传统技能取向；第三是个人取向；

第四是研究取向四种。哈格瑞乌丝和富兰在对教师专业发展取向进行研究时，将其

划分成三种不同类型，第一是作为对知识和技能进行获取的主要渠道、第二是形成

清晰的自我认知；第三是对生态改变进行实现。 

1.3.5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 

通过对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搜集与分析，教师专业发展主要包括六种比较典型的

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大学为本，重点对教师在入职以前的专业化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种模式是入职培训；第三种模式是以课程教学作为根本；。第四种模式指的是

要对职称获取前、职称获取后实现一致化；第五种模式指的是大学与中小学要实现

协同发展，要将教师教育投诸于实践；第六种模式指的是开展教师的反思教育，让

他们养成课后反思的习惯，对自身的教学方法、理念进行时常反思，在自我进行持

续的调整，进而使自身的专业发展水平取得显著的提高。 

1.3.6 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 

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部分学者对经验性评价方法进行了应用，并对教师

不断变化的专业发展能够给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带来哪些变化进行了合理、准确

的评价。古斯基在研究过程中，对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架构进行了创设。他认为：在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持续变化进行评价时，需要对五个方面进行重点阐述：第一是教

师的反应；第二是教师的学习情况；第三是学校态度的变化；第四是教师对新知识、

新教学方法的使用；第五是学生所取得的学习效果。之后有学者立足于古斯基的研

究，对第六个评价方面进行了提出，也就是对评价之前的先在条件进行重视。先在

条件内容主要包括是教师对专业发展进行重视的主要动因、存在的教育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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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影响因素等等。所以，我们在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评价时，第一步要对其存

在的先进条件进行分析，然后再对以上五个主要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3.7 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研究 

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资料进行搜集和调查，很多学者都对“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进

行了深入研究，可是很少有人对其定义进行了全面阐述。如吴亚利在研究中指出：

中小学的任教老师基于自身拥有的教学经验，通过对各种教学培训活动进行参与，

以及积极开展自学，并从中获得丰富的教学知识和经验，从而让自身的专业结构变

得更加健全。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所才使用各种有效办法的综合就是教师专业发展路

径。张红霞对其定义进行了阐述：这是教师为了让自身的专业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所采用的一切方法和途径。 在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行动研究基础上，提出教师专

业发展途径：第一个途径是教学反思。华东师范大学熊川武教授在对教学反思进行

研究时指出：教学反思不仅可以让教学活动变得更加科学，还能够不断提高教师的

专业素养，对更多的新知识进行学习，并能够对自身的其它人的日常教学行为和教

学理念进行反思，从而实现知、行、思三者的有机结合。第二个途径是共生性合作

机制。其指的是大学和中小学要积极来战平等合作，从而对合格的中小学教师进培

育。这项合作模式是建立双方互利共赢基础之上的，谋求双方的共同发展是这项合

作根本目的。 

1.3.8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现有的“特岗教师”的研究资料进行搜集和分析，笔者发现国内大部分学者

都把“特岗计划”宏观政策作为研究的重点，比如应聘模式、计划的影响、计划在实

行时所遭遇的难点问题以及提出的有效应对方法等等。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教授指

出：特岗教师政策对科学设计理念进行了采用，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我国教

师资源严重短缺的农村学校补充大量高素质的教师，这不仅对农村教师额应聘制度

进行了有效改革，同时还为应届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魏建徽（2010）

在对“特岗计划”进行研究时提出：这样计划不仅有效了提升农村基层教育的水平，

还能够高校毕业生增加了很多岗位，同时也对我国教师补充制度进行了完善。高润

青（2011）指出：特岗计划”是积极推进教育公平不断发展的新平台。此外，“特岗

计划”在实行过程汇总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应聘时一切都以学历作为审核标准。

在宏观层面，贾涛（2010）对特岗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有效发掘，

主要包括任职时间过短、教学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对农村学校已存在的教师制度

进行了冲击。涂苏琴等（2011）以江西省特岗教师为例，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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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研究中指出：特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突出问题：特岗教师待遇过

低、岗位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学中，退出制度不完善、任职时间过短等等。在微观

层面，徐继存等（2012）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国内 13 个省市随机抽选了 108 个特

岗教师作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调查他们发现：从整体上来看，特岗教师在工作取

得了很多成绩，工资待遇处于普通水平，专业能力处于中等标准，对教师这个行业

的缺乏认同感。同时特岗教师彼此之间的发展情况也拥有很大的差距，从非师范专

业毕业的教师以及男性教师的发展水水平比较低下。在对“特岗政策”政策执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贾涛（2010）立足于国家战略，对有关解决措施进行了

制定：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提高特岗教师的待遇，优先针对贫困农村地区。魏建徽

（2010）指出：我国政府必须对应聘制度进行再次完善，并对良好的教学环境进行

创建，从而让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投身于农村教育。 樊万奎等（2011）指

出：要相对特岗政策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理，我国政府要对特岗教师的准确制度进行

更为严格的规范，同时对教师激励政策进行健全，加强教育配套设施的建设，对政

策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监管等等。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研究立足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在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展

开分析，先是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搜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特岗

教师、教师专业发展等相关概念。其次，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关理论进行详细阐述，

从而为对石楼县教师专业发展在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再次，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面向特岗教师和所在学校校长进

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特岗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层剖析和挖掘影响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最后，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和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新形

势，对能够有效推动特岗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有效措施进行了制定，从

而使他们专业化发展走上“快车道”。 

1.4.2 研究方法 

1.4.2.1 文献法 

笔者以“特岗教师”、“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关键词，从知网、万方等网站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搜索，然后对搜集到的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归

纳和分析，为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设计以及论文写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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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问卷调查法 

围绕特岗教师的个人基本信息、教师专业素养、教师专业发展计划等三个维度，

设计调查问卷，随机抽取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特岗教师 300 人进行问卷调查，对调

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梳理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状况。 

1.4.2.3 访谈法 

围绕特岗教师工作状况、教师专业发展意识、职后培训组织状况、教师专业发

展成效等四个方面设计访谈提纲（教师卷），面向石楼县 20 名特岗特岗教师进行

深入访谈，其中，小学 10 名，初中 10 名，从而更好地对其专业发展现状进行更深

入的认知。 

围绕学校在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方面采取的举措、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特岗

教师政策评价等三个维度，设计访谈提纲（校长卷），面向石楼县 10 名农村学校

校长进行深入访谈，其中，小学校长 5 名，初中校长 5 名。 

1.5 概念界定     

1.5.1 特岗教师 

特岗教师指的是我国政府按照 2006 年制定的特岗政策，从高校毕业生中进行

聘用的教师，这是我国中央政府为有效解决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对教师资源严重

缺乏的问题，而制定了一项对教师力量进行补充的特殊政策。这采取公开招募的方

式，从高等院校中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的农村中小学担任

教师。这项政策的颁布，将大批的优秀毕业生填充到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中，对

农村学校的教师急缺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同时也让农村教师的专业素养得到大幅

度提高，另外还有助于减少这些地区与城镇地区教育的差距”①。 

特岗教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通常情况下，特岗教师的教学经验都是从无到有的。关于特岗教师的的

应聘资格，我国政府专门进行了详细规定。参与应聘的人必须是全日制的应届本科

生，同时也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应届专科生招录一少部分。之后政府部门对上述条

件进行调整，改变：具有教师从业资格、并拥有实际教学经验，不超过 30 岁的往

届全日制本科生。通常情况下，特岗教师的任职时间只有三年时间，三年期满以后

成功通过考核可给予正式教师编制，可继续在农村学校工作。因此，能够成为特岗

教师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他们的教学经验极为匮乏。在成为

                                                              
①  李丽红.“特岗计划”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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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教师以后，他们只有三年的任教时间。这意味着特岗教师的三年正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起步期、关键期，这三年发展如何直接决定着特岗教师最终的专业发展水平。 

第二，特岗教师工作条件艰苦。文件明确规定，只有教师数量严重急缺、教育

结构矛盾极为严峻、经济比较落后的县（市）才有资格纳入“特岗计划”中；特岗教

师要优先向偏远、贫困农村学校进行补充，不得在城镇学校任职。因此，特岗教师

所在学校条件一般比较艰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岗教师往往是一上岗就身兼数

任，工作任务繁重。 

第三，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自由空间”较大。通常情况下，特岗教师被分配到的

学校，教师数量非常少，因此学校根本没有能力为所有的新教师每人配置一个指导

教师，也无力强化教学过程监控与管理，特岗教师只能自我探索，不断提高。这把

双刃剑对于具有现代教学理念、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丰富的特岗教师来说，可以不受

约束，大胆改革；但对于教育理念模糊、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不足的特岗教师来说，

则是延误发展，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1.5.2 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开展而兴起的一个概念。国内学术界对

其定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教师专业”。这个定义指的是整个教师行业的

发展变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制度上，主要目的就是让教师这个职业变得更

加成熟、以及积极推动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第二是教师的“专业发展”。这个定义

指的是教师从新手成为专业教育人才的发展过程，主要针对理论研究、教师专业素

养的提升、教师对专业意识的形成等方面。通过对现有额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很多

学者都将研究重心放在第二个方面，即教师专业素质及专业化程度提高。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教师专业素质及专业化程度提高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进行借鉴，对教育专业发展进行了定义：指的是将教师的专业意识作为主要推

动力，教师教学活动作为重点辅助手段，从而使其专业素养实现不断提高，专业理

念不断完善的动态变化过程①。 

 

 

                                                              
①  陈琦，刘儒德：《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 154—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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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终身教育理论 

1965 年，联合国对教育国际会进行了举办。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法国的著名教

育学家保罗﹒郎格朗先生，在大会上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阐述。而这个教育

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在那个年代科技实现了迅猛进步，迫使当时的人需要不断学

习，由此引发了对学习的新思考，即人在任何阶段都需要不断学习。未来的社会是

一个知识多元化型社会，更是一个学习多元化社会。新知识新信息的不断接受和不

断更新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此，人们需要持续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让自己在激

励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尤其是当前外界环境变化非常快，知识更替更是迅速，一旦

失去了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便无法让自己得到进步，甚至可能面临着被淘汰。 

2.1.1 终身学习的意义   

在知识型的社会中，人必须进行持续学习，哪怕是有着好的工作，更应该强化

自身的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这是推动一个人适应社会变化与自身进步的动力。从

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外界知识和技术变化的非常快，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不能

固守教材，要持续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也就是说教师在工作中也要树立终

身学习的意识，唯有这样才会更好地开展教育活动，培养出实用型人才。因此，要

求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严谨笃学，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 

2.1.2 自我成长、发展与学习的理念    

力求帮助教师实现其专业的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强调下面几个新的思想： 

首先，应树立自主学习与发展的意识，让外界的引导与激励内化成内在的推动

力； 

其次，应坚持不断的学习、进步与发展； 

再次，应树立全面学习的意识，并实现全面发展； 

然后，应树立高标准的专业发展目标来激励自己； 

最后，在实践中要不断学习，尤其要注重根据实际问题促使自我学习，让学习

更好地促进实践，实现快速发展。 

2.1.3 学习的途径与策略： 

（1）积极对教师培训进行参加；（2）对所授学科的专业知识进行学习，增加

自己的知识储备量。（3）通过互联网对各种教育资料进行学习；（4）积极对各种

高学术研究进行参与；（5）教学观摩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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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指出：人类的需求能够被划分成五个不同类型的层面，其中处于最低层

次，也占据最基础作用的是生理需求，之后分别是安全需求、社会交往学前、人格

尊重以及最后的自我价值实现层次。从以上研究内容中可得出：任何一个人都有着

多种需要，人处于不同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对具体需要是不同的。人处于低级阶段，

需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即可。当人的水平和能力提高，其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不再是局限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对更高的需求有了需要。在这个五个层次中，第一

层次的生理需要是人最基础的需要，指穿衣、饱腹等人类生存的必须品，该层次激

励人类不断发展与进步，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第五个层次也是人类追求的最

高目标，这是对一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满足人类的精神追求。但自我实现需要并

一定非要等到下面四个层级全部实现后方可达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一

个人仅仅需要满足第一层和第二层的需求，他的最高层次需求便有实现的可能性。 

罗杰斯指出对于人类而言，各项活动的开展均需要基于生理需求的满足。也就

是说人不需要不断的进步，这样才能实现更好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人需要在在

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下实现。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获得自我价值肯定的同时，

得到精神的满足，感到内心的幸福。 

从上述两种观点中，可以发现他们都坚持认为人们只有在实现基本的生理需求

后，才能实现其它的需求。以特岗教师为例，之前社会上很多人常以 “春蚕到死丝

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等来要求教师，认为教师就是奉献自己，不会向社会提出要

求。可是从上述理论分析中，我们能够获悉：如果特岗教师的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

足， 其不会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中去。毕竟，他们也是处于社会关系

中，他们的职业信心与信念、职业素养以及职业理想等均是在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

中拥有。 

由此可见，对于特岗教师社会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与肯定，不能一味的以不切实

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同时相关部门还需要尽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便利条件。基于

此，本次对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从他们自身的发展意愿与终身学习情况、外界

因素的影响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细致研究，从而让本次研究更具现实意

义。 

2.3 马克思主义指导内外因相互作用原理 

哲学上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原理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均有着内部与外部两种



第二章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11

矛盾共同起作用。内部矛盾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因，外部矛盾即常提到的外因。并进

步指出对于事物发展而言，内因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最根本的作用，是最为主要的

原因。外因则对其发展起到了次要作用，在所有成因中占据着次要地位。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特岗教师的自身意愿与实践程度在其专业发展中起着决定

性作用。因为这是推动他们专业发展的内部矛盾，也就是内因，而学校的鼓励、教

育部门的政策支持等这些外界要素都是外因。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特岗教

师有着自己明确的发展意识与目标，并在实践中不断投入学习，不断查找问题，不

断弥补不足，寻求不断发展与提高，从自身内在的力量推动自己的专业发展，这是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因。另外，还需要学校提供良好的专业发展环境，并采取拓宽这

些教师专业发展的渠道等。国家教育和地方教育相关部门需要出台有力的政策鼓励

并提供发展机会。对于特岗教师而言，这是他们专业发展的外部力量，也就是哲学

中矛盾原理中讲到的外因。通过前面分析，结合哲学的矛盾中内外因原理，可见只

有这两方面共同起作用可以更快的帮助特岗教师实现专业发展。最根本的还是依靠

特岗教师自身的力量，学校和教育等外部因素只是起着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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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调查分析 

为了能够对石楼县特岗教师在现阶段的专业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其

中的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有效发掘，并对成因进行科学剖析，笔者对该县的农村中

小学进行了走访调查，同时选择部分特岗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以及与其进行访谈。此

外笔者还对特岗教师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听讲，并对其教学方法以及周边教学环境进

行了观察。最后，笔者将以上调查结果全部融入到本次研究中，期望本文的研究成

果能够为该县农村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给予一定的借鉴。 

3.1 调查概述  

3.1.1 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的设计 

在本次问卷调查过程中，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行了深

入调查。第一方面，重点调查教师的基本信息情况。主要涉及到教龄、学历、收入、

职称级别等方面的信息；第二方面围绕特岗教师专业知识水平、教师专业技能和教

师专业精神设计问题。第三方面为开放式问题，主要是特岗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规划。 

访谈提纲面向石楼县农村学校校长和特岗教师设计。访谈提纲（教师卷）主要

围绕特岗教师工作状况、教师专业发展意识、职后培训组织状况、教师专业发展成

效等四个方面设计。访谈提纲（校长卷）主要围绕学校在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方面采

取的举措、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特岗教师政策评价等三个维度设计。 

3.1.2 调查实施步骤 

第一，先是对问卷调查的主要目标进行制定，其次再对问卷内容、以及面对面

谈话时需要提问的问题进行准备。第二，从石楼农村地区挑选合适的学校作为调查

对象，然后从中选择部分特岗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同时还和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进

行访谈。笔者共挑选了 300 名特岗教师作为调查对象，一人一份问卷，答完即刻回

收，共计收回 287 份问卷。这些问卷中，有 23 份问卷因更改、添加姓名等原因被

判定无效，共有 264 份问卷能够应用到调查中。 第三，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归纳

和分析，整理特岗教师和校长访谈记录。第四步，梳理和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

分析石楼县特岗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所拥有的不足，从而对能够提升其水平的有效

措施进行了制定。 

3.2 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调查结果统计 

3.2.1 样本人口学特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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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师基本信息统计表 

 

3.2.2 教师专业知识状况 
表 2  特岗教师专业知识统计表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1）我能够对任教学科所需要的教学办法

和理念熟知在心      

（2） 我能够娴熟使用各种教学技巧      

（3） 我对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

发展走向有所了解  
     

（4） 我对所教学科中出现的知名人物极

为熟知 
    

（5）我对教育学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以及

教学难点都非常熟悉      

（6）我经常带领学生去敬老院开展义务活

动 
     

（7） 我在严格根据新课标要求进行备课，

不会偏离要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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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能对教育心理学知识进行了灵活

应用，并对学生的心理疾病进行有效处理      

（9）我能够对各种法律制度进行遵守，任

何时候都可以行为端正，并为学生树立一

个好榜样。 
     

（10）我会定期对不同类型的以安全作为

主题的班会进行组织，比如防火、防电以

及游泳等  
    

（11）我对不同学科的书籍非常喜爱，喜

欢对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2）我拥有一定艺术欣赏能力       

（13）我能够对不同类型、能够吸引学生

注意力的 PPT 课件进行制作，并将此将其

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3.2.3 教师专业技能状况 
表 3  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专业技能统计表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1） 我能够及时对学科的教学进度计划、

单元计划等进行科学制定 
      

（2）我可以对课程资源进行有效应用，能

够对教案进行灵活设计，实现教案和课本

的有效连接 

      

（3） 我经常对各种主题班会和课外活动

进行组织。 比如爬山、农家乐游玩等 
      

（4） 我经常更换教学方法，对新型、与

众不同的教学方法极力追求，从而有效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  
      

（5） 我能够平静对突出发生额教室事件

进行有效解决会、 
      

（6） 我能够很好对肢体语言、书面语言、

口语进行良好使用  
     

（7） 我经常对学生的两点进行观察，并

对其成长过程以及取得的进步记载。 
      

（8） 我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时，经常

对提问、左右检查、考试等方法进行运用 
     

（9） 我经常在早读课上布置课文向学生

阅读，从而对其语言表达能力进行提升 
      

（10） 我能够接受别人提出的建议，并经

常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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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时常对自己和同事的言行进行反

思，有写教学日记的习惯，能够竟得到的

经验应用到教学过程中 

      

（12）我经常搜集有关研究资料，对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还对实

地调查法进行应用，对这些问题成因展开

实证分析。 

      

（13） 我为了能够评职称，才选择对科研

论文进行发表  
      

 

3.2.4 教师专业精神状况 
表 4  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专业精神统计表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1）我经常在课堂教学中对小组合作

方式进行使用，让学生开展团队合作

学习，并对自己进行全面展现 
   84.5 15.5  

（2） 我经常在班会上对学生开展思

想道德教育，让他们形成良好的人格。     

（3） 我经常对学生的生活状况进行

认真观察，对时其身心发展规模的了

解比较重视。 
     

（4） 我经常对继续教育、校本学习

等培训活动进行参与      

（5） 我对教师这个行业拥有很强的

认同感。      

（6） 我经常在课后时间为差生补课    

（7） 我对同事在教学方法上的革新

抱有赞成态度，经常与其进行交流    

（8） 我时常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      

（9） 我学生的成长和做人极为关心    

（10）我能够对好学生和差生不偏不

倚     

（11）我不会向学生说非常强硬的话

语，比如：你们给我听好了。 
     

（12） 放学后感到非常累，想马上睡

觉  
     

（13） 最开心的时间是发工资的时候      

（14）我的职业高原期是由晋升、流

动等要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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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调查结果分析 

3.3.1 样本人口学特征统计结果分析 

在对特岗教师基本信息进行调查，重点对其婚姻情况、学历、教龄、职称、月

工资等十个方面进行调查。从表 1 给出的数据中，我们能够得知，在这些调查对象

中，其中男性占到了总人数的 47.6%，总共 126 人，而剩下的 138 人则全部是女教

师。这些比例和我国现阶段的教师结构是相吻合的。通过调查，笔者发现：这些被

问卷调查的特岗教师，超过 80%都是已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是农村小学任教，

其比例为 79.9%的。而这些教师绝大多数都处于 31岁到 35岁之间，所占比例为 67%，

共计 177 人。还有 87 人处于 25 岁到 30 岁之间，其所占比例 33.0%。通过对这些教

师的学历进行调查，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特岗教师都是从本科院校毕业的，共计 182

人，其所占比例为 68.9%。之后第二多的教师都是从大专院校毕业的，其所占比例

为 23.5%，而剩下的教师则属于研究生以上学历，或者是中专一下学历，人数比较

稀少。通过对这些教师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查，笔者发现：只有 9.8%的教师， 其从

事教育工作的时间还不够 3 年 33.7%教师的从教时间处于 3 年到 6 年之间；高达

56.5%的教师，其从教时间处于 7 年到 9 年之间，这个时间阶段的教师数量是最多

的。通过对教师的收入水平进行调查，笔者发现：每月收入保持在 3001 元至 4000

元之间的教师人数是最多的，超过了总人数的 50%。有 84 名教师的月收入保持在

月工资在 2001 年至 3000 元之间，所占比例为 31.8%。以上数据表明，石楼县农村

学校绝大多数特岗教师的月收入都保持在在 2000 至 4000 元之间，而剩下两个档次

的教师数量则是非常稀少。从调查数据可知：每种拥有 10-15 节课程的教师人数超

过了总人数的 80%；而每周不到 10 节课程的教师占到总人数的 1.9%，人数是最少

的；而一周至少拥有 16 节课程的教师共占到总人数的 11.7%。  

3.3.2 教师专业知识状况结果分析 

在对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知识状况进行调查时，笔者重点从四个方面入手：第

一，特岗教师所掌握的学科知识；第二是掌握的教育理论知识；第三是掌握的有关

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知识；第四，掌握的通识性知识。从表 2 给出的数据中，我

们能够看出：在对教师所掌握的学科知识进行调查时，认为自己能够）我能够对任

教学科所需要的教学办法和理念熟知在心的特岗教师共计占到总人数的 78.4%，而

感觉自身没有完全掌握的教师只占到总人数的 2.3%。认为自己能够娴熟使用各种教

学办法和技巧的教师，其所占比例是 92.8%的，在对教师所掌握教学知识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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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 57.2%的教师指出自己对教育学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以及教学难点都非常熟

悉，认为自己能够对教育心理学知识进行了灵活应用，并对学生的心理疾病进行有

效处理的教师占到总人数的 71.6%。在对特岗教师所掌握的有关小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的知识进行调查时，认为自己能够对各种法律制度进行遵守，并且任何时候都可

以保持行为端正，并为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的教师只达到 50%以上。能够会定期组

织不同类型的以安全作为主题的班会的教师超过了 80%。在对教师所掌握的通识性

知识进行调查时，有 76.9%的教师表示在课后非常喜爱读天文地理等各类书籍，并

且喜欢对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自己拥有一定艺术欣赏能力的教师占到总

人数的有 71.9%；为了能够对学生的注意力进行吸引，经常对对不同类 PPT 课件进

行制作，并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中%的教师们超过了总人数的 60%。从上述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出：石楼县特岗教师在各自专业知识量上储备极为丰富，可是在对所授

学科、教育学以及通识性等方面知识的掌握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3.3.3 教师专业技能状况结果分析 

在对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技能进行分析，重点从五个方面入手开展深入分析。

第一，对教育教学设计能力进行分析。从表 3 所给出的数据中，我们能够看出：有

76.1%的特岗教师认为自己能够及时对学科的教学进度计划、单元计划等进行科学

制定；认为自己可以对课程资源进行有效应用，能够对教案进行灵活设计，实现教

案和课本的有效连接的教师，共计占到总数的 73.1%的。 

第二，对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进行分析。认为自己经常对各种主题班会和

爬山、农家乐游玩等课外活动进行组织的教师，至少占据总人数的 70%。有 61.7

的特岗教师认为自己更换教学方法，对新型、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极力追求，从而

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有 61.7%教师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对口语进行应用，共计

126 人；还有 47.7%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够对肢体语言、书面语言进行良好使用，共

计 118 人。 

第三，对学生的鼓励和评价进行分析。认为自己经常对学生的亮点进行观察，

并对其成长过程以及取得的进步记载的教师占到总人数的 30%以上。有 38.3 的教师

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时，经常对提问、左右检查、考试等方法进行运用 ，共计

101 人。 

第四，对交流和合作能力进行分析。有 83.7%的教师都经常在早读课上布置课

文让学生去阅读，从而对其语言表达能力进行了提升，共计 221 人。 

第五，有 40.5%的教师认为自己时常对自己和同事的言行进行反思，有写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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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习惯，能够竟得到的经验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共计 107 人。认为自己只是为

了能够评职称，才选择对科研论文进行发表得教师占到总人数的 40%以上。综上所

述，我们能够看出，石楼县农村特岗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还极为低下，还需要他们

进一步努力提升。 

3.3.4 教师专业精神状况结果分析 

在对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精神进行研究时，重点从如下四个角度入手展开调

查。第一，对专业理念进行调查。从表 4 中给出的数据，我们能够得知：有 84.5%

的特岗教师表示自己我经常在课堂教学中对小组合作方式进行使用，让学生开展团

队合作学习，并对自己进行全面展现，共计有 223 人。表示自己经常在班会上对学

生开展思想道德教育，让他们形成良好的人格的教师占到总人数的 81.8%；表示自

己经常对学生的生活状况进行认真观察，对时其身心发展规模的了解比较重视的教

师至少占到总人数的 80%；有 52.3%的教师表示自己经常继续教育、校本学习等培

训活动进行参与，这个数字表示特岗教师比较缺乏终身学习的观念。  

第二，对专业态度进行调查。 有 75.0%的教师对教师这个行业拥有很强的认同

感，共计 198 人； 

第三，对专业情感进行调查。有 60.2%的教师认为自己对学生的成长和做人极

为关心，共计 159 人。表示自己能够对好学生和差生不偏不倚的教师占到 76.9%的。 

第四，对专业意志进行研究。有 62.9%的教师表示自己放学后感到非常累，想

马上睡觉，共计 166 人，这表明特岗教师拥有非常严重的职业倦怠问题；认为自己

最开心的时间是发工资的时候的教师占到 13.6%，这表示他们拥有非常高的功利心。

综上所述，石楼县特岗教师的精神状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发展专业理念

比较落后，没有摆正自身的专业态度不够，专业情感显得比较淡薄，专业意志比较

薄弱，自主能动性极严重缺失。 

通过分析我们看出，石楼县的特岗教师学历不低，但专业结构不合理，专业技

能水平低下，专业态度、专业情怀、专业意志，通识性知识掌握还需要提高，同时，

收入偏低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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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石楼县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仍然拥有很多不足，发展水平低下，且发

展速度也极为缓慢。因此石楼县必须对当前这种状况进行全力改变，首先要对存的

突出问题进行有深入剖析，然后在对其成因进行探讨，最后对针对性解决措施进行

制定。 

4.1 特岗教师专业素质层次不齐 

特岗教师的招聘条件比较宽松，要求毕业生有教师资格证和教育教学实践经

历，对所学专业则没有硬性规定。由于特岗教师专业背景的不同，导致其无论在教

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还是在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方面都存在程度不一的情形。 

石楼县特岗教师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4.1.1 师范类专业毕业生。 

这类特岗教师经过系统的教师教育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因此其在专业上具有

极高的水平。2012 年，我国政府对学生的实习时间进行了明确规定：教育专业的学

生必须进行至少一个学期的教学实习。因此，这类特岗教师具有比较系统的教育教

学理论及管理知识，也有一定的学科教学经历，专业素养比较高。 

4.1.2 拥有一定教学经验的的非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这类特岗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师教育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但有一定的教

学实践经验。他们在现代教育理念、前沿教育信息化的能力方面比较欠缺，理论素

养及教研能力是他们专业发展的软肋。虽然使用新教材，但是容易沿袭自己老是的

传统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缺乏现代气息。 

4.1.3 具有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 

由于这些特岗教师不是从教育类专业必须的，所以他们不像正规师范学校毕业

的教师，对教育理论和技能进行了系统学习，同时也没有相关的教学实践经历，教

育教学理论知识水平也是停留在应考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水平，通过了教育教学能

力测试。这类教师不仅教育基本理论知识比较欠缺，而且还缺乏教学实践经验，专

业能力偏低。因此，他们对教育教学理论的理解不深刻，教学技能不熟练，在入职

初期不能游刃有余地进行教学设计、开展教学管理。 

总体而言，特岗教师的分层十分明显。从教师专业素质的调查中，也可以印证

这样的结果，有为数不少的特岗教师的专业认识不到位，专业行为不合理。比如：

在对特岗教师进行的 27 个题目的调查中，1/3 的正向题目有 15%以上的特岗教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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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同意”，有的题目回答“不同意”的特岗教师比例高达 70%以上。 

4.2 特岗教师专业知识与技能有待提高 

4.2.1 特岗教师专业知识仍有欠缺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拥有雄厚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丰富的教学经

验。可是，绝大多数特岗教师被分配到的学校，教师数量非常少。“教非所学”“学非

所教”现象突出，还有部分特岗教师缺乏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对学科前沿知识、动

态了解甚少。加之，农村学校没有很好的教学交流平台，很多特岗教师只能闭目塞

听，关注自己的课堂教学，专业提升效果有限。在对特岗教师的访谈中，一半以上

的特岗教师表示自己所教课程与所学专业不对应，教学工作量非常大，整天疲于应

付，反思改进跟不上。石楼某小学特岗老师这样说：“我大学专业学的是音乐学，

到了学校领导让我带四年级数学和道德与法治，从内心来讲十分的不情愿，更多的

是不自信。因此每次上课以前，我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

的数学课进行预习，每一次备课都将上课所需要的所有数学知识准备齐全，遇到不

懂的知识点时还需要向其他教师进行请教。为了让自己在数学上取得良好的业绩，

我需要付多更多的汗水和时间。再加上我还需要上道德课，在备课上花费的时间更

多了。在课堂上，虽然我努力按照教学方案进行授课，但是因为能力有限，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照着课本进行上课。只有上音乐课时可会显得游刃有余。” 

4.2.2 教师专业技能有待提高 

通过对收上来的教师有效问卷进行总计和分析，我们发现，教师对自己的专业

技能评价普遍比较高。比如：我可以对课程资源进行有效应用，能够对教案进行灵

活设计，实现教案和课本的有效连接”“常常更换教学方法，对新型、与众不同的教

学方法极力追求，从而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等两个问题，认为非常符合的分别

占到 73.1%和 61.7%，认为一般的分别占到 19.7%和 28.8%，认为不符合的仅占 7.2%

和 9.5%。但从校长访谈结果看，教师专业技能没有达到教师自我评价的水平，认为

教师在教材处理、教学设计、课程资源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石楼县某

乡镇马村九年一贯制校长这样说：“特岗教师的到来，极大增强了偏远山区的师资

力量。有许多年轻教师充满了青春活力，教学观念先进，态度认真。同样也好不少

教师仍然采用着传统的教学手段，这和新课标的教学要求是不相符的。对于新课标

所所要求的参与式教学法，很多特岗教师都极为赞同，但是因为个人在教学经验上

比较缺乏，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此外，还有不少特岗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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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生的激励与评价等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尽管很多教师都会认真评价学生的

每一次课程发言，并积极对回答正确的学生进行赞扬，可是他们的赞扬只有比较简

单的“不错、非常不错”等 语句，赞扬方式极为单调，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 

4.3 特岗教师职业规划不明确 

4.3.1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目标模糊 

动机指导行动，行动促成目标。特岗教师作为一个由新手教师逐渐向熟练型、

专家型教师转化的群体，必须对不同环节的经验进行具备。因此特岗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必须充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教学任务的具体要求，科学规划自身的

职业生涯，同时各个环节的发展制定出确切的目标，保证自己在不同环节能够顺利

完成转变任务。但是，从访谈结果来看，特岗教师普遍缺乏专业发展目标。比如，

访谈 20 名小学特岗教师，只有 2 名特岗教师形成明确的专业发展提升计划，确定

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4.3.2 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思路不明晰 

教师要想有效推动自身的专业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清晰的认识，但从教师的问

卷调查结果来看，石楼县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思路不清晰，积极性不够高。不少特

岗教师仅仅把教学作为一个职业，缺乏专业进取精神，自主学习意识不足。但是，

基于学校考核的被动学习和研究难以有效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综合上述问卷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特岗教师在教师一般性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和专业精神方面做得不错，但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些关键事件上，比例

不少的特岗教师做得不到位。如题目 25.“我经常搜集有关研究资料，对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还对实地调查法进行应用，对这些问题成因展开实证分

析。”这个问题中，70.2%的特岗教师选择了“不同意”；在题目 24.“我时常对课堂教

学过程进行反思，有写教学笔记的习惯，能够将得到经验运用到教学过程中”这个

问题中，23.1%的教师也选择了“不同意”；题目 30.“我经常对继续教育、校本学习

等培训活动进行参与”的调查中，选择“不同意”的教师人数高达 26.1%；题目 20.“我

经常对学生的亮点进行观察，并可以对其成长过程以及取得的进步进行记载。”的调查中，选

择“不同意”的人数竟然也高达 27.7%。缺乏对教师专业生活中的教育事件的关注，

忽略对教育事件的反思和研究，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速度缓慢。 

在和特岗教师面对面交谈过程中，笔者观察到：很多教师没有对专业发展具备

极为敏锐的认知他们将教学看作一种程式化的工作，认为自己只要对学校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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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熟悉以后，就能够对教师这份工作熟能上手。之后随着自身的教学经验变得越

来越丰富，教学的时间越来越长，自然会一步步获得编制和职称。对这些教师来讲，

这种按部就班的变化就是他们的专业发展。殊不知这种入编、职称晋升，仅仅是专

业发展的外在形式，其内在实质——教师的专业素养并没有没得到很大提升。然而

教学改革与研究、教学反思、教师培训等这些能够让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的教学活动，则不会看成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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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约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笔者从社会、学

校和个人三个层面分析制约石楼县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 

5.1 制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因素 

5.1.1 特岗教师转入制比较宽松，重数量，轻质量，特岗教师的专业化得不到保证 

“特岗计划”的实施提升了农村地区的师资水平，使农村教育实力得到显著的提

升，这在推动其和城镇教育实现协调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特岗教师的准入机制比较宽松，特岗教师招聘并未对应考者的专业背景进行

严格限制。山西省政府对特岗教师的应聘条件进行详细的阐述：1.全日制普通院校

的应届本科生，全日制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应届专科生。2。已经拥有教师从业资

格，但是还没有就业岗位的往届本科生和往届教育专业的专科生。3.对“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进行参与过，并且拥有教学经验的志愿者，“三支一扶”支教年限已满

的、并顺利通过考核还没有找到就业岗位的高校毕业生，也具备应聘资格也可报名

应聘。4.应聘者的出生日必须在是 1987 年 7 月 1 日以后。”与教师入编条件相比，

特岗教师招聘条件宽松了许多，一些教师就是在教师入编考试失利后，又考上特岗

教师的。这样的招聘保证了数量，但招聘的特岗教师却重使用，轻培养，特岗教师

水平不到提高。特岗教师标准低，又不重视分专业标准，从入口上就没有充分考虑

教师科研的专业性，给学校安排使用的专业性造成困难，导致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

得不到保证。 

5.1.2 特岗教师的工学矛盾突出，重使用，轻培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得不到提高 

因为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经济极为落后，无法对学校的教学环境建设进行大量投

入，以至于教师数量极为短缺，有的学校教师只出不进，生师比严重不足，这种现

象在地理位置越偏、经济条件越差的地区越严重。比如，在访谈的 20 位教师中，

教师全部反应自己所在学校教师严重不足，每位教师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繁重，周课

时可以达到 40 节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无力为特岗教师配备指导教师，重使

用不重培养的倾向非常严重。与此同时，许多特岗教师都负责好几门课程的教学，

并花费了他们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工学矛盾异常突出，使得特岗教师没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接受培训，进行自主学习。特岗教师本来就缺少教学经验，有的又所教科

目和所学专业不对口，不能从业后加强培训，教师专业水平难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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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制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因素 

5.2.1 教师使用专业性得不到保证 

农村学校由于生活较差，师资队伍不好稳定，导致教师数量不能稳定，加之学

校对教学质量要求不高，学校领导认为只是一个小学、初中，学什么专业的教师对

20 门课的教学都能够胜任，所以分配教师时专业不对口是常态，教师所教课程与所

学专业不一致，教师所带课程不是大学学的专业，是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5.2.2 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完善 

一是农村学校的教师评价制度不完善，难以对特岗教师的专业成长产生积极的

引导作用。石楼县农村学校对特岗教师的工作评价仍然主要围绕教学工作而展开，

局限性极为突出。尽管部分学校在教师的考核时，还对其道德、教育水平以及教学

成绩等指标进行了考核，可是学生成绩却在这些指标占据最为主要的地位，这样的

教师评价制度难以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引导。二是农村学校没有对

完善的的教师激励机制进行确立，导致教师的专业发展速度变得极为缓慢。但从校

长访谈结果来看，农村学校对特岗教师的态度多是重使用不重培养，他们在推动教

师专业发展方面采取的激励措施比较少。一些农村学校的教师分配制度体现不出教

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干好干坏一个样，改与不改一个样，研与不研一个样，使特岗

教师处于一个“舒适地带”，专业发展动力不足，个别教师在第二产业上投入了过多

的精力。时间一长，这将会对这些教师的专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这对农村基

础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极为不利的。 

5.2.3 教师培训针对性不强 

作为一种特别注重实践的互动，教师的工作拥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比如注重情

景、统一性、价值性等。作为教师，其必须对教学问题进行不断思考，然后在课堂

教学中将其付诸于实践，从而对其效果进行探究。所以，特岗教师要想自身的专业

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必须在日常教学中进行长年累月的坚持，同时还需要和同

事进行不间断的教学学习。而这种效果并不是通过短期集中培训和基于学校要求的

教研活动就能够实现的，但从访谈结果来看，特岗教师培训内容的设置上，缺乏与

农村教育现状和需求的有效对接，以至于教师培训内容缺乏强烈的针对性，无法和

实际工作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使教师培训效果被大幅度削弱，无法为这些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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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制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个人因素 

5.3.1 职业认同感偏低 

职业认同感是指的是人类对自己工作的发展目标、所拥有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

看法与意见，这个概念能够影响人类对工作的付出程度。但从教师访谈结果来看，

由于特岗教师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很多特岗教师只是将这个岗位当作一项临

时工作，对其认同感非常低。笔者和 20 名特岗教师进行了提问，其中有 3 名教师表

示，如果有机会名调整岗位，会争取调整工作。 

5.3.2 特岗教师工作稳定性差 

受经济状况、教育资源、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学校的工作条件差，教

师福利及待遇得不到有效保障，发展空间也比较狭窄，这导致极少有人愿意扎根农

村教育。加之，有部分外地教师希望能够回到家乡从教，致使特岗教师工作稳定性

较差。以 2015 年为例，石楼县共招聘特岗教师 50 名，其中，外地教师 20 名。诸

多大学生仅仅迫于就业压力暂时选择了特岗教师，想着如何调回城市，而对自己作

为特岗教师的角色认知比较消极，专业角色理解出现偏差，自我专业建构淡薄，这

给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带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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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促进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策略 

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结合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

特岗教师的特点。笔者认为，为促进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适应新时代对农村中小

学教育的要求，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6.1 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特岗教师的准入门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

在人财物等方面优先保证。为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根本的保证。 

6.1.1 整合乡村中小学，把学校设置在条件较好的乡镇所在地。 

首先，交通安全。将那些偏远、贫困的村校或教学点 撤掉，合并集中到交通较

为便利、 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中心学校，有些学生乘坐交通工具来回往返，但由于

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学生们乘坐的交通工具往往安全系数很低(或是农用三轮车，或

是其他车辆，但这些交通工具往往质量都较差)，而且经常是严重超载，容易引发恶

性交通事故。可以说，交通安全是目前农村中小学校合并调整后的第一威胁。  

其次，住宿安全。由于目前很多农村寄宿 制学校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远远不到

位，住宿条件还十分简陋，各种应有的安全保障措施跟不上，很容易引发学生人身

伤害事故。前大多数学校因为编制的问题都无法设置专门的宿舍管理人员或生活教

师来照顾和管理学 生，只是由专职教师兼任，限于这些教师精力和体力的问题，导

致住宿管理上的漏洞往往很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容易造成 学生人身安全事故的发

生。 

6.1.2 大力度提高教师待遇，使特岗教师有诱人的收入。 

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到村小、教学点任教。各地

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好特岗教师的工资与补贴发放、周转宿舍安排等相关保障工

作。要解决特岗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国家政策惠及每位特岗教师，使

每位特岗教师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潜心教学。 

6.1.3 按专业要求和专业标准聘任特岗教师。 

特岗教师要通过各种方法、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专业知识、专业能

力、专业精神，还需要相关部门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在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

农村特岗教师不仅需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识以及具有较强的教育

教学专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崇高的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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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优化学校管理，建立和完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 

6.2.1 加强人文关怀，增强特岗教师的归属感 

特岗教师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差，就业动机源于就业压力、获得编制等较为功利

的因素，他们对于工作地、对于特岗教师这个职业都缺乏认同感。因此，必须对他

们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关心特岗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使他

们能静下心来工作，潜心发展，力争 2-3 年使他们成为各校的主力军，并且乐意继续

留校任教，从而顺利完成新老教师的交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学校师资队

伍的质量和稳定问题。 

首先，加强地方文化的宣传。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引导特岗教师认识石楼，了

解石楼虽地势偏僻但历史悠久，风景如画，通天山，山势雄伟，石叠如楼，故得“石

楼”之美称；让特岗教师感受到石楼虽然贫困，但是石楼人民淳朴、善良、勤劳、热

情，石楼学子积极上进、努力拼搏，石楼是一个值得你为之付出、为之奋斗、为之

抛洒热血的地方，逐渐增强特岗教师对地方的认同感。 

其次，对特岗教师生活环境进行大幅提升。由于大多数特岗教师都被分配到偏

远山区工作，以至于许多人对当地非常恶劣的生活环境都非常苦恼，这严重影响他

们的稳定性。因此，地方和学校必须给予特岗教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增强其归属

感和认同感。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解决特岗教师的生活困难：（1）建

立特岗教师代表委员会，并定期组织开会，了解特岗教师生活和工作状态，及时解

决特岗教师遇到的难题。（2）改革教师管理制度。比如：实行“大礼拜”轮休制度，

保证正常完成教学的同时，周五下午和周一下午实行轮休，能够让服务在各个偏远

学校的外县特岗教师定期回家，以解思乡之苦。（3）尽力改善特岗教师的生活条件。

比如：为来自外县带孩子的特岗教师提供单间住宿，让特岗教师感受学校的接纳、

关注和支持，满足其基本的归属和爱的需要，从而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 

6.2.2 注重教学文化建设，唤醒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意识 

内因是决定个人发展的根本原因，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就在于唤醒其自我

专业发展意识。因此，针对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状况不敏感的状况，学校通过强化教

学文化建设，唤醒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让其对各个环节的自身专业素养的变

化程度进行仔细观察，同时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建

设： 

首先，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制度。（1）制定新入职特岗教师入职培训制度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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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帮扶制度，为新入职特岗教师配备指导教师，经常听取新入职特岗教师上课，听

课后及时评议，肯定成绩，找出不足，帮助青年特岗教师不断进步。（2）建立教研

活动制度，通过听课、评课、说课、上课及观摩研讨，为新教师具体演绎出课堂教

学智慧的经验、做法。积极推行集体备课机制，围绕选定教学内容共同讨论，彼此

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3）制定和完善教师发展性评价制度，激励特岗

教师自觉追求专业发展，提高实践能力。 

其次，积极对教学评优活动进行举办。通过举办特岗教师优秀教案评比，能够

让更多年轻教师对自身的才会进行展现，能够推动他们积极开展教学竞争，从而使

其专业素养能够在最短时间得到大幅提升。 

再次，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一批教育教学理念新、教学

改革意识强的特岗教师，进行重点培养，不断带动周围的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

形成具有共同愿景和价值共享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定期组织各类教学研究活动，开

展教学改革，展示优秀成果，从而对其专业发展意识进行培育，使其对专业发展水

平进行自主提升。 

6.2.3 改革教师培训方式，提高教师专业发展实效 

首先，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学更是处于改革发展的阶

段，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教学理念。因此，加大特岗教师培训力度，制定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计划，采用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特岗教师不

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新的技能，并将其与石楼的基础教育实际进行结合，这样才

可以对新时代条件的农村教学需求进行满足。 

其次，对校本培训进行高度重视。把对特岗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进游戏提

升作为主要目的，要对教师培训模式进行革新，积极对实践—反思—再实践的培训

模式进行应用，加强以学校教研组和教师学习共同体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校本培训。

落实结对帮扶制度，要为每个特岗教师配置一名品德高尚、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指

导教师，对其专业发展进行有效指导。各地、各学校通过集体备课来快速提高“特岗

教师”的专业素质。 

第三，改进培训方法。以新教师实际教育教学需求为导向，对参加式、情景式、

相互讨论与交流等各种有效培训方法进行使用，从而对教师的注意力进行全面吸引，

促进特岗教师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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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教师爱岗敬业，主动学习，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教师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要想掌握它是十分不容易的，需要老师不

断地钻研。教师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6.3.1 树立专业发展意识，明确个人专业发展规划 

作为一名特岗教师，不仅仅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工作，更是承担着发展农村基础

教育的重任。就应该在自我成长的历程中，为自己规划明确的未来，期望自己能够

成为一个勤奋的学习者、研究者、实践者。特岗教师如何尽快走向成熟，成为一名

合格的人民教师，特作如下分析： 

第一，自我评估。能够对自我形成正确认知，能够自身的优劣势进行准确掌握，

扬长避短，努力提升自己。第二，制定目标。确定切实可行的阶段目标，循序渐进，

向名师、专家迈进脚步。第三，职业生涯路线规划。教学管理路线、行政管理路线

或教学科研管理路线，哪条是自己想走的路线，特岗教师应思考，明确自己的方向。 

第四，制定具体措施。第五，执行与反馈。再好的计划最终都要落在行动上，只有

付诸行动才能见效，在执行过程中还应该不断地反思，更新自己的计划，以期更好

的专业发展。 

6.3.2 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教育教学理论素养 

特岗教师必须不断对各种教育理论进行学习和思考，并能够将其灵活应用到课

堂教学过程中，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效结合，从而让自己的课堂教学设计变得更加

合理、规范，为成为一名专家型教师的目标而不懈奋斗。但在实践中，特岗教师受

到高师院校脱离实践的教师教育模式的影响，经常对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极

为关注，从而对教育理论进行忽略，个别教师还对其产生了厌恶心理，从而致使他

们无法对专业发展在不同环境的变化规律进行清晰认知，以至于他们不能及时其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发掘，造成自身专业的发展速度变得极为缓慢，最后进入专业

发展的高原期而不可自拔。所以，积极引领特岗教师对各种教育理论知识进行学习，

有效提升自身的教育理论素养，从而能够更深入地对自身专业发展水平进行认知，

并为自己制定好科学的职业规划。 

6.3.3 开展行动研究，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首先，在实践中进行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与专业水平。特岗教师可以因势

利导，注重在教学实践中进行研究。强化教学研究意识，注重研究课标、教科书以

及学生实际情况，然后在其基础上对教学计划进行设计。同时要经常开展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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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和同事在教学过程中的言行进行反思，找出其中的经验和不足，在不断地积

累与改善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水平，逐步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教学风格。 

其次，要勇于对现有的教学策略进行创新，为专业发展寻找一个新的发展道路。

特岗教师要全力对的专业发展状况保持敏感状态，出现教师专业发展的高原现象时，

要敢于面对现实，并且静心对其成因进行剖析，进而对有效的解决措施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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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特岗计划”在我国建立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对乡村中小学师资分配进行优化等

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十年时间里，特岗计划在国内

等省市都得到很好的普及，全国各地农村中小学配备了特岗教师，从而为国内乡村

教育条件改善和农村教育改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地域环境、条件限制等因

素影响，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局限。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笔者通过实

证调查研究石楼县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并在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促

进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在进行调查时，特岗教师的热情招待、真挚情怀让我深受感动。面对着无比艰

辛的生活和教学环境，繁重的工作任务和不太明朗的未来发展，这些教师没有表现

出丝毫的犹豫和退却。相反，他们面对孩子们“期盼的眼神”，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

以及乡村中小学教学质量监控松散的“优势”，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实践与探索，不

少教师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在对石楼县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中叶发

现，特岗教师在专业素质、职业认同感、职业规划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从

制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学校、个人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学校层面上，

给出了对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进行制定和健全，尽全力对教学环境进行改善的意见；

从教师个人发展层面，提出主动学习、不断提升专业水平的建议。希望对县域政府

以及乡村学校教师培养与管理工作等提供借鉴。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数量有限等因素影响，论文还存在不

尽完善之处，这些都会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关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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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  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调查问卷 

敬爱的老师： 

    您好！谢谢您能够抽出自己的报告时间，对这次问卷教材进行参与。对农村中

小学特岗教师在现阶段的专业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发掘，剖

析其成因，最后对能够有效推进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策略进行探索，是本次问

卷调查的根本目的。本次问卷调查采取不记名问答，所得出的数据只会应用到本次

研究中，绝不会外泄，请您放心回答。感谢您的支持！ 

一、教师基本情况调查（在与您实际情况相符的答案序号上打“√”） 

1.您是男教师还是女教师： 

（1）男教师 （2）女教师 

2.您的年龄： 

（1）不到 25 岁   （2） 25 岁至 30 岁之间  （3） 31 岁至 35 岁之间 

3.您是否已经结婚： 

（1）是 

 

（2）否 

4.您目前拥有的学历： 

（1）中专以中专以下学历 

 

（2）大专学历 

（3）本科学历  （4）研究生以上学历 

5.您当教师的时间： 

（1） 1 年到 3 年之间  

 

（2） 3 年到 6 年之间  

 

（3）7 年到 9 年之间 

6.您具备哪一种职称： 

（1） 高级教师  

 

（2）中级教师  

 

（3）初级教师  

 

（4）无 

7.您每月的收入有多少： 

（1）不到 2000 元  

 

（2） 不到 3000 元 
  

（3）不到 4000 元  （4） 超过 4000 元   

8.您在何种类型的学校工作

（1）城镇街道办小学  

 

（2）农村小学 
  

9.您每周上课的课时： 

（1） 不到 10 课时  （2）不到 15 课时 （3） 不到 20 课时 （4） 超过 2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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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所在班级有多少学生： 

（1） 不到 30 人（2） 不到 35 人 （3） 不到 40 人 （4）超过 40 人 

二、教师专业能力调查（请认真对下列项目内容进行认真阅读，并结合自身的判断，

在右侧的对应方框内打“√”） 

同意程度

序

号 
项目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1 我对所教学科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教学理念都熟知在心。    

2 我能够对各个学科的教学技巧进行灵活运用    

3 我对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走向有所了解    

4 我对所教学科中出现的知名人物极为熟知    

5 我对教育学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以及教学难点都非常熟悉    

6 我经常带领学生去敬老院开展义务活动    

7 我在严格根据新课标要求进行备课，不会偏离要求范围    

8 
我能够对教育心理学知识进行灵活应用，并对学生的心理疾病进行有

效处理 
   

9 
我能够对各种法律制度进行遵守，任何时候都可以行为端正，并为学

生树立一个好榜样。 
   

10 
我会定期对不同类型的以安全作为主题的班会进行组织，比如防火、

防电以及游泳等  
   

11 我对不同学科的书籍非常喜爱，喜欢对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2 我拥有一定艺术欣赏能力    

13 
我能够对不同类型、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的 PPT 课件进行制作，并将

此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14 我能够及时对学科的教学进度计划、单元计划等进行科学制定    

15 
我可以对课程资源进行有效应用，能够对教案进行灵活设计，实现教

案和课本的有效连接 
   

16 
我经常对各种主题班会和课外活动进行组织。 比如爬山、农家乐游玩

等 
   

17 
我经常更换教学方法，对新型、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极力追求，从而

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18 我能够平静对突出发生额教室事件进行有效解决    

19 我能够很好对肢体语言、书面语言、口语进行良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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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经常对学生的亮点进行观察，并可以对其成长过程以及取得的进步

进行记载。 
   

21 
 我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时，经常对提问、左右检查、考试等方法进

行运用 
   

22 
 我经常在早读课上布置课文向学生阅读，从而对其语言表达能力进行

提升 
   

23 我能够对对他人意见进行听取，经常和学生、家长开展交流。    

24 
我时常对自己和同事的言行进行反思，有写教学日记的习惯，能够竟

得到的经验应用到教学过程中 
   

25 
我经常搜集有关研究资料，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同时

还对实地调查法进行应用，对这些问题成因展开实证分析。 
   

26  我为了能够评职称，才选择对科研论文进行发表     

27  
我经常在课堂教学中对小组合作方式进行使用，让学生开展团队合作

学习，并对自己进行全面展现 
   

28  
 我经常在班会上对学生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从而对他们形成良好的人

格。 
   

29  
 我经常对学生的生活状况进行认真观察，对时其身心发展规模的了解

比较重视。 
   

30   我经常对继续教育、校本学习等培训活动进行参与    

31  我人教师这个行业拥有很强的认同感。    

32  我经常在课后时间为差生补课    

33  我对同事在教学方法上的革新抱有赞成态度，经常与其进行交流    

34   我时常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    

35  我对学生的成长和做人极为关心    

36  我经常对优生和差生一视同仁     

37  我不会向学生说非常强硬的话语，比如：你们给我听好了。    

38  放学后感到非常累，想马上睡觉     

39  最开心的时间是发工资的时候    

40  我的职业高原期是由晋升、流动等要素造成的    

 

三、您对当特岗教师这段时间有什么感受吗？您希望自身专业发展在未来是什么样子？您

认为能够快速提升自身专业发展水平的有效方法有哪些？ 

 

 

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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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访谈提纲 

（教师卷） 
 

1.在您入职初期学校是否配备了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是否真正进行指导？ 

2.您一般承担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工作量一般每周多少课时？ 

3.教师培训一般采取哪些形式？培训效果如何？您喜欢什么样的教师培训形

式？ 

4.您所在学校有集体备课制度和定期教研活动吗？执行情况如何？ 

5.您会在日常教学中有意识地进行教学改革吗？ 

6.您在课外时间，一般都花多少时间来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7.您对于自己的专业发展有明确目标吗？您期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发展？有

没有分阶段的目标和计划？ 

8.您觉得自己的专业发展水平如何？教育理论指导是否缺乏？教育实践经验是

否缺乏？ 

9.您的家在本地吗？特岗教师的生活条件如何？倘若可以回家乡到老师，您会

想方设法回去吗？倘若能够到城镇学校当老师，您会不顾一切去吗？ 

10.您认为有哪些方法，能够有效对农村中小学的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进行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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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农村中小学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访谈提纲 

（校长卷） 

 

1.贵校师资情况如何（生师比方面）？特岗教师占多大比例？ 

2.贵校在促进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方面进行了哪些改革？效果如何？  

3.贵校教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态度如何？ 

4.贵校在组织教研活动、集体备课等方面有何规定？落实情况如何？  

5.贵校在促进教学改革方面采取了什么举措？效果如何？  

6.贵校特岗教师在课程教学设计、课程实施、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等方面的素

质如何？ 

7.在促进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方面，贵校有何计划？ 

8.您认为影响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成效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9.您对于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有何建议？ 

10.您在特岗教师选聘与管理方面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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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谢 

时光飞逝，这段求学之路又到了尾声。我曾为论文选题绞尽脑汁，希冀找到新

颖的切入点，以此为研究生涯画上完美的句点；也曾为论文框架的构建与完善而殚

精竭虑，希冀以更加完整、逻辑分明的方式，来陈述研究论点。在这个过程中，酸

甜苦辣咸掺杂，既让我收获颇丰，又让我感动不已。 

在此，我要感谢这几年孜孜不倦的授课老师，无论是听他们课上详细而生动的

讲解，还是看浓缩他们思想结晶的论著，都让我受益多多，同时也为我论文的顺利

完成打下了夯实的理论基础。 

我还要感谢我的导师。无论是论文细节的揣摩，还是论文框架的制定，他都给

了我极大地帮助。再一次，对我的导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是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我才能毫无顾虑地踏上学习之路。

此外，还要谢谢我的父母，每逢研究受挫之时，总用温暖的眼神、温柔的声音给我

带来安慰，让我重整旗鼓、重拾信心，再次奋斗。 

研究生涯的学习时光构成了我人生路上最靓丽的风景，也让我开启了学术探索

的全新天地。在未来，我将带着在这里收获的知识财富，不断前进、不懈努力，攀

越一座又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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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介： 

姓名：关丽丽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太原市 

联系方式： 

电话：13643453531 

邮箱：614746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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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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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