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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问题调查
及改进策略研究

李　燕

（包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要：教育强国建设关键在乡村教育，乡村中小学青年教师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提升乡村中小学青年教师

的专业素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内蒙古西部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青

年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改进策略，不断促进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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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教育强国的建设关键在乡村教育，乡村教

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2020 年，《教

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加

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

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

农牧区青年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加强西部

农村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提高地方教育质量的基

础条件和重要保障。目前该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现状是什么，其发

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该如何有效解决，本研究基于现实的

迫切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文献研究综述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文献研究综述

1.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研究

“教师专业化”概念最早于 1976 年在美国被提出。英国学者

认为教师无论在专业发展的哪个阶段都要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叶澜等（2021）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就是包括了教师的品德、行为、

才华、智慧等在内的多方面素质的发展，是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

人健康、健全、健美地发展。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舒尔曼

在 1986 年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舍恩提出“反映的实践者”，

该理论以杜威哲学为基础。澳大利亚将教师专业标准定位“专业

知识、专业实践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及专业价值观”。我国将中小

学教师专业标准定位“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2.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

不同的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很大不同。主要以

时间、成熟度、教师自身关注度等标准进行划分。国外著名的是

费斯勒的教师生涯循环论，将教师的职业生涯分为职业教育、引导、

能力建立、热心和成长、生涯稳定和停滞、生涯低落以及生涯退

出八个阶段。国内学者主要将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划分为四阶段和

五阶段。王松丽将教师专业发展分为新手型教师、熟练型教师、

胜任型教师、成熟型教师以及专家型教师五个阶段。

3.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及策略研究 

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原因及策略研究国内外学者成果

丰硕。其中国外学者发现农村小学教师存在着精神压力大、成就

感不高导致职业倦怠，现代教育技术使用及其缺位，对学生情况

认知不清等现状。阻碍农村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培训

不到位、经济上得不到保障，缺乏教育先进技术条件，自身缺乏

发展动力，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积极措施不完善等。陈迪（2020）

通过对 S 镇三所农村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调查，发现存在专业理

念滞后、专业知识不足、专业能力欠缺以及专业发展受限等问题。

对于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包括教

师的自我提升、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综上所述，提升

农村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从上文可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教师专业发展”主题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丰富，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但研究对象特定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体现为：

（1）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农村小学或初中的教师，将农村义务教

育学段的中小学教师统合在一起研究很少，聚焦于农牧区中小学

青年教师这一群体的研究更少。（2）研究方法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基于农村教师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较少。（3）研究视角较单一，

研究多关注外在因素，对内在机制研究较少。

 （二）核心概念界定

“青年”一词根据人口平均寿命增长和心理、精神构造的变

化与特性角度分析，本文将“青年”界定为 21 岁至 40 岁以下的群体。

内蒙古西部是根据地理因素将包括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

7 个盟市在内的地区涵盖在研究范围。“农村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

是指工作在乡镇、村和牧区等行政单位的，向该地区处于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且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教师。

二、西部农村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内蒙古西部包括阿拉善盟等 7 盟市义务教育中小学

校专任教师为对象，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龄、

学历、工资、课时等。（见表 1）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类别 构成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102

393

20.6

79.4

年龄 21-25 岁

26-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57

153

154

131

11.5

30.9

31.1

26.5

参加工作学历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5

60

397

33

1

12.1

80.2

6.7

学历归属 师范类

非师范类

394

101

79.6

20.4

现有学历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

18

430

47

3.6

86.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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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龄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岁

20 年以上

218

159

81

31

6

44

32.1

16.4

6.3

1.2

教学阶段 小学

中学

342

153

69.1

30.9

所教学科与所

学专业匹配度

匹配

不匹配

427

68

86.3

13.7

职称 无职称

初级

中级

副高级

正高级

55

256

175

8

1

11.1

51.7

35.4

1.6

0.2

工资 3000 以下

3001-5000

5001-7000

7001 以上

26

308

134

27

5.3

62.2

27.1

5.5

学校位置 乡村

牧区

445

50

89.9

10.1

周课时数 10 节以下

11-15 节

16-20 节

20 节以上

113

239

116

27

22.8

48.3

23.4

5.5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根据已有文献和部分高校学者、农牧区中小学教师和

校长的建议研制了问卷，经过多次预调查修改后最终定稿，问卷

信效度水平较高。

（三）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

2023 年 9-11 月，利用问卷星向内蒙古西部 7 盟市义务教育

中小学校专任教师发放调查问卷，收回问卷 547 份，有效问卷 495

份，有效问卷率是 90.5%。

2. 访谈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8 月，研究人员在包头、乌海等市共

访谈农牧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教师 5 人，校长 3 人。

（四）问卷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教师职业素养和专业发展

状况、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支持现状三部分。其中，教师

专业发展包括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及心理健康，专业

知识包括教育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和通识知识；专业

能力包括教学设计、课堂组织、师生互动、教学评价、科研等 11

个能力。

三、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从基本信息分析，发展与失衡并存。

从表 1 中可发现，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女教师占到 79.4%。教师年龄主要分布在 26-35 岁，占 62%，

21-25 岁教师最少，只有 11.5%，36-40 岁教师占 26.5%。

同时，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后仍然在不断学习提升个人学历，

大专学历降低 8.5%，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分别提升 6.7% 和 2.8%，

本科占到 86.9%，学历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师范类专业占 79.6%，

所教学科与专业的匹配度为 86.3%。教龄主要集中在 1 ～ 5 年和

6 ～ 10 年两个阶段，分别占 44% 和 32.1%。职称主要为初级和中级，

占到 51.7 和 35.4%，副高级以上只有 1.8%，符合青年教师发展状

况。教师工资主要在 3001-5000 元，占比为 62.2%，其次为 5001-

7000 元，占 27.1%。有 48.3% 教师的周课时数在 11-15 节，10 节

以下占 22.8%，20 节以上的占 5.5%，可见 70% 以上的教师每日课

时为 2-3 节。

（二）从教师职业素养和专业发展状况分析

1. 专业精神与现实压力交织，教育情怀被削弱

数据显示，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基于热爱教育事业选择教

师职业占 59.7%，其次是个人理想占 14.8%，愿意长期扎根农村教

学的教师有 50.5%，不愿意和不确定的占 49.5%。同时，进一步比

较不同年龄群体长期扎根农村教学的意愿，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

后显示，长期扎根农村教学意愿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p < 0.001）。

21-25 岁、26-30 岁年龄段的群体长期扎根农村教学意愿均显著高

于 31-35 岁、36-40 岁群体（ps < 0.001），这表明，青年教师在

21 岁 -30 岁这一年龄段从刚毕业时候对教育事业的无限憧憬到站

在教师岗位后的激情澎湃，对职业生涯满怀期待。在 31 岁以后随

着工作热情的减弱，对农村教育的情怀显著下降。

其次，青年教师感觉压力很大的占 32.1%。压力较大的占

47.7%，只有 1.4% 感觉压力较小。工作压力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

异和年龄差异。压力来源方面，教师认为行政工作多是最主要的

压力源，选择比例达 47.5%，选择教学任务重的教师占 32.7%，同

事内卷、个人能力、家庭负担等因素选择较少。

2. 对专业发展现状认识清晰，但缺乏系统规划

数据显示，只有 16.8% 的教师对个人专业发展很满意，65.5%

的教师对专业发展基本满意，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 17.8%。

教师对专业发展的认识方面，有 54.9% 的教师没有清晰规划，只

是按照学校要求做。对于专业发展的阶段，有 43.6% 的教师认

为是新手教师，选择熟练型胜任教师占 44%，优秀骨干教师占

12.1%，这也符合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阶段特征。

3. 学科类专业知识欠缺，教学设计类能力不足

对于教学中急需加强的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科知识、教

育知识、通识知识分别占 50.7%、49.3%、48.5% 和 44.8%。对于

急需提升的专业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教学情境创设能力、教学设

计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和课堂组织和管理能力，分别占到 51.7%、

50.1%、49.5% 和 47.9%；不需要提升的能力占比较高的是师生交

往能力、现代教育技术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分别为 5.7%、4.2%

和 3.8%。

4. 专业发展需求与外部支持相矛盾

在看待农牧区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有 58.4% 的青年教师认

为要不断追求发展，有 34.3% 的教师认为条件受限，很难实现专

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主要包括工作任务重，无暇关

注发展、行政部门政策支持不够、对教师培训的力度不够，占比

分别为 58.6%、47.7%、43%。对于教师群体的认识有 42.4% 教

师选择同事之间缺乏合作沟通，整体氛围沉闷。对于教学之余从

事科研的调查显示，有 26.1% 的教师经常做，54.7% 的教师偶尔

做，19.2% 的教师从未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后发现，从事

科学研究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p < 0.05）。21-25 岁、26-30 岁

年龄段的群体从事科研均显著低于 31-35 岁、36-40 岁群体（ps 

< 0.05），这表明，新手青年教师在 30 岁以前忙于教学工作，开

展科研的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教师进行教学反思的形式主要为

观察记录课堂教学，占比为 41.8%，同行评价和倾听学生反馈仅

为 18.1% 和 11.1%，可以发现教学反思形式简单，课堂评价主体

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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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支持现状分析

1. 外部因素严重影响教师专业发展，且存在年龄差异

调查显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

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政策、学校管理和氛围、自身、教研组、校

长、学生及家长、家庭、同事。由此可见，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教

师的专业发展起很大的影响作用，教师自身无法逾越外在因素的

影响。学校教研组开展的教研活动中听评课占 90.5%，集体备课

占 79.6%，教学研讨占 73.7%，新课改课标研究占 58.2%，科研占

比最低，只有 28.9%。有 63.9% 的教师认为教研组对专业发展帮

助大。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后发现，教研组对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的帮助程度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p < 0.05）。对 21-25 岁年龄段

教师的帮助程度显著低于 26-30 岁、31-35 岁、36-40 岁群体。这

表明，新手青年教师处于职业适应和探索期，不能很好地将学到

的内容运用到实际教学中。针对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选择最

多的是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和增强教师专业发展意识和动力，占到

59% 和 50.3%。教师希望学校为专业发展提供的条件主要包括：

加强专业共同体建设占 73.5%，扩大教师专业自主权占 60.4%，制

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占 58%，提高教师待遇占 57.8%，形成团结合

作的文化氛围和提供高质量专业进修机会各占 57.4%。

2. 培训需求与培训供给不平衡

培训方面的调查发现，有 55.2% 的教师经常有学习进修的想

法，占比一半以上。参加培训的目的个人发展和工作需要分别占

59.2% 和 24.8%。目前农牧区青年教师参加的培训级别主要是区

县级，占 48.7%，省市级以上只占 21.2%，校本培训的占 24.6%，

没有培训的占 5.5%。急需要参加的培训内容是教学实践技能占

65.7%，学科新发展、教学新理念占 58.4%，教材教法占 53.1%，

课程研制与开发设计占 48.5%，班主任管理和科研与论文写作各

占 26.5，比例最低。这也和前面急需要加强的能力相互印证，但

教师认为科研论文并非课上急需提升的技能，所以培训需要不

迫切。对于培训方式，选择占比最高的是教学观摩、跟岗实践占

72.5%，案例分析、说课评课占 59.8%，研讨互动、对话交流占

45.9%。

四、促进西部农牧区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

针对调查结果，本研究结合相关理论知识，立足于内蒙古西

部实际情况，从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方面出发，提出更

为精准合理、可操作性强的专业发展策略，以期能够促进农牧区

青年教师的成长。具体策略如下：  

（一）激发教师发展专业的内生动力

只有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从根上促进教师专

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了解农牧区青年教师的需要和发展的受

阻因素。学校和相关部门要分析、满足青年教师在工作、生活、

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合理需要，调动其发展的积极性。其次

要帮助青年教师规划和设定职业发展目标。根据学校发展方向和

教师专业特点及个人兴趣，为青年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平台，对整

个发展过程进行持续引导和支持，对其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保障和

关心，让教师深刻认识到组织的关心。最后要增强青年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要让青年教师深刻认识到农村教师的职业和价值，增

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情怀。通过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

平，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成就感，从而愿意为乡村教育事业挥

洒青春。

（二）强化对青年教师的专业指导

对青年教师的专业指导要充分发挥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联动作

用。一是可以经常性地请市区级教研员听课评课，进行点评指导。

二是可以与市内优秀的中小学校结对共建，形成教育区域联盟，

促进乡村学校的优质均衡发展，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指派优秀

学校的教师承担导师任务。三是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类专业、教

学比赛，如青教赛、课程思政大赛等。

（三）形成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系统支持

一是要以教学为中心，适度安排工作量。学校、教育部门要

让教师潜心教书，尽量减少安排与教学工作无关的任务和工作。

二是要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根据我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提出的相关要求，要根据农村地区教师从教

年龄的不同，分别颁发荣誉证书。联合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共

同提升教师荣誉感和成就感。三是要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首

先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农牧区青年教师的培训经费的支持和倾

斜力度。专门拨付培训专项经费，更新青年教师的教育理念，完

善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其次要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将国培、

省培等高级别培训名额定向分配到农牧区，提高培训的级别和质

量。同时针对青年教师成长的不同阶段和培训的需求，开展内容

不同、方式各异的订单式分层培训，切实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提高培训的质量。挖掘校本培训内容，开展多元化培训。

（四）建立专业发展共同体

“专业发展共同体”主要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目的，围绕教育

教学中的问题，教师确立共同的教育理念和专业发展愿景，相互

支持、共享经验、协同合作，形成专业发展团队。在团体情境中

以持续的集体学习和个人反思，实现知识的传递、分享、创生和

转化，最终助力青年教师的发展和成长。共同体的创建可以有效

帮助教师明确发展目标，维持学习和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动力，

从同伴处获得有效的帮助和理解，与同伴加强合作和交流，从而

实现教学经验、方法的互鉴和资源的共享。

（五）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

来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

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自身努力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学校作

为教师的工作场所，要有组织开展校内和学校之间的教研活动。

通过积极搭建平台，开展虚拟教研活动，将高校专家、省外优秀

名师纳入教研活动群体，加强研课磨课、教学观摩、课题研究等

活动，使教师不断反思自身的教育教学活动，用研究解决教学中

的真问题，促进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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