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3卷11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前言：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无锡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对江阴中专进行的综合督导，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

师生进行无记名网上调查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是由政府

主导进行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本次调查对象为江阴中专一校五区全体教职员工，

参与问卷答题教职工520名，本次调查问卷共设计32个问

题，31个选择题（其中4个多项选择题），1个填空题。内

容主要涉及教职工对学校大政方针的知晓度、对学校管理

制度的认可度、师德师风建设及教职工专业成长等内容。

一、问卷分析

1. 多 数 教 职 工 对 学 校 制 定 的 规 划、 制 度、 方 案

知 晓 度 高， 认 可 度 高。 调 查 发 现， 在“您 对 学 校 的

“十三五”规划有较全面的了解并认同吗”，参与调查的

520 名教职工中，有 422 人表示“全面了解，认同度高”，

占 81.15%；在“您觉得学校目前的管理体制是否顺畅合

理”，有 383 人表示“合理”，占 73.65%；在“你认为学

校全员育人是否落实”，有 488 人表示“全面落实”，占

93.85%；在“学校是否把师德师风表现作为教师考核、

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高达 506 人表示“是”，占

97.31%。通过上述数据可见，一是学校发展规划全体教

职员工知晓率高，反映绝大多数教师参政议政意识较强，

二是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较

好，广大教职工还是比较满意的。

2. 多数教职工主人翁意识强，对学校依法治校，民

主管理、校务公开方面比较满意。调查发现，在“您认

为学校的教代会在依法治校、民主管理中是否起到了

作用”，参与调查的 520 名教职工中，有 431 人表示“很

好”，占 82.88%；在“您认为学校的依法治校、校务公

开做得如何”，参与调查的 520 名教职工中，有 343 人表

示“很好”，占 65.96%，有 128 人回答“好”，占 24.62%；

在“您认为招生行为是否规范”，有 455 人表示“规范”，

占比 87.5%。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全体教职工参与民主

管理的意识强，对学校教代会依法治校体现的作用持肯

定态度。

3. 多数教职工对学校党委领导下的干部队伍比较满

意。调查发现，在“您对校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务

实开拓、作风民主、廉洁自律和整体管理水平满意吗”，

有 349 人觉得“十分满意”，占 67.12%，有 134 回答“满

意 ”， 占 25.77%； 在“您 对 学 校 职 能 部 门 工 作 是 否 满

意”，回答非常满意的 355 人中，占 64.42%，感觉“满

意”的 136 人，占 26.15%。上述数据表明广大教职工对

党委领导校长班子成员及其中层干部管理队伍的廉洁自

律、决策能力、服务能力还是认可的。

4. 学校注重教师梯队建设，多数教职工对自己的职

业生涯发展规划思路清晰、持乐观态度。调查发现，在

“学校是否建立师资团队建设的长效机制，有中长期教

师建设规划和培养方案”，有 468 人回答“有，并落实到

位”，占 90%；在“学校是否建有由骨干教师与行业企业

专家组成的名师工作室或者技能大师工作室”，有 479 人

回答“有”，占 92.12%；在“学校的教学经费能否满足

教师培训、外出学习交流、下企业实践等需求”，有 253

人回答“投入多，能满足”，占 48.65%，有 215 人回答

“有投入，基本满足”，占 41.35%；在“目前，您迫切的

愿望是什么”（多项选择），有 422 人回答希望“学校发

展”，占 81.15%，有 339 人回答“进修培训”，占 65.19%。

上述调研说明学校已初步建立起了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

管理机制，教职工对学校采取的激励教师专业成长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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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满意和欢迎的。

5. 多数教职工关注学校发展，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做

法和成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你认为学校专业设置

与地方产业发展是否吻合”，有 306 人回答“高度吻合”，

占 58.85%，有 156 人回答“吻合”，占 30%；在“您认为

学校组织的德育活动如何”，有 473 人回答“德育活动有

特色，学生喜欢参与”，占 90.96%；在“你认为学校的

校园文化如何”，有 403 人回答“人文气息浓郁，专业特

色鲜明，职业氛围浓厚”，占 77.5%；在“您觉得学校组

织和参加技能大赛对学校技能教学有促进作用吗”，有

329 人回答“作用很大”，占 63.27%，也有 26 人回答“没

有作用”，占 5%。上述调研数据说明教职工熟悉并肯定

学校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及德育管理的有效作法。

二、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问卷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学校教职工的思

想状况和教职参与民主管理的相应状况，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三个结论：

1. 高举红旗跟党走　立德树人显特色

加强教职工政治素质培养是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

重要内容，是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必然选择，是“为谁

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根本保证。学校党委领导下

的基层工会组织重视教职工思想建设，构筑了稳固的教

育阵地，把工会建成带领教职工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群众

组织。江阴中专工会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以党建带工建，

做到心中有党，行动上跟党，让教职工牢固树立“政治

性”是立德树人是第一位要素，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学校不但带领广大教职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

效解决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而且在“如何培养

人”方面也逐步形成了亮点和特色，在长期的办学实践

中，学校工会通过讲解宣传、岗位练兵、示范帮带等途

径将学校的办学理念潜移默化入脑、入心，形成共识，

形成了具有我校职教特色的办学理念。

2. 民主管理做主人　积极教育谋幸福

党委领导下的基层工会组织积极营造全员参与学校

决策、管理的氛围，广大教职工热爱教育事业，主人翁

意识强。江阴中专的主要作法：一是多途径鼓励教职工

参与学校决策，学校管理事务、决策制定过程中，学校

工会通过多种途径，如召开座谈会、设立校长信箱、方

案设计评比竞赛等形式虚心向教职工问计。二是学校逐

步建立起教师参与决策的长效机制。学校已健全了教代

会制度，定期不定期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如：学校章

程、规划、绩效方案等必须提交全体教师大会充分讨论

方能确定。三是学校逐步建立起通达每一位教师的沟通

渠道，学校通过校园网、公示栏或是教师大会议将学校

的管理和发展现状及时地告知学校教师。教师只有全面、

真实了解学校的发展情况，才会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有的

放矢的对学校工作提出合理的意见或是建议。

3. 催人奋进新使命　任重道远新征程

通过问卷可以看出我校教职工政治思想状况稳定，

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意识强，体现了党委领导下工会组

织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通过问卷调查我们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有 70.9% 的教职工希望学校能关

心教职工的身心健康；在问卷自主答题中也有教职工提

出要进一步科学化学校的绩效分配方案、对学校党政信

息加大公开力度、关心教职工个体成长等建议。教职工

的建议表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学校工会下一步将

健全组织体系，一方面丰富工会活，建好职工之家，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教职工业余生活，创

造和谐温馨的校园人文环境，增强教职工的幸福感。另

一方面关心教职工个性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

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要想深入人心，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必

须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具体工作中，在嘘寒问暖中让教

职工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大家庭的温暖，而且要关注每

一个教职工和教职工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在细微之处体

现工会对教职工的关怀。建立教师档案，有针对性地开

展工作，注重在教师生日、结婚、生育及生病住院时嘘

寒问暖、送去关爱。健全“扶贫、帮困、维权”机制，

帮助解决教师生活方面问题。

新时代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我国

职业教育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就必

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建设尤其

需要工会充分发挥与教师关系密切的优势，在工会的组

织和引导下，教师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专业学习，加强

教育教学能力、师德修养和奉献精神培养，为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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