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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三尺讲

台”才是教师的主阵地。但是实际上，教师生活中存在许多额
外的、与教学无关的工作负担。2020 年的两会期间，为教师减

负再一次引起人们关注，各地方省市以制度的形式明确为中小学

教师减负。
语文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只有学好语文才可以为其他学科打

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各学科中具备非比寻常

的地位。作为小学语文教师，通常需要担任班主任，负责班级
管理工作；同时，语文教师作业量大、考试多、教研任务重，

语文教师往往承担高于其他学科教师的特殊义务。通过探究小学

语文教师工作负担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促进小学语文教师工
作负担合理化提供借鉴。

1　教师工作负担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对“负担”从名词、动词两个层面进
行解释：一是承当，此处代表的是动词含义；二是承受的压力

或担当的责任、费用等，此处代表的是名词含义。杜立娟认为

负担不仅仅是外在的职责量，也是个体内在的感受。因此，
“负担”常常被用作名词，且大多数时候是作为一种中性词来

使用。一方面，负担指向外在层面，代表外在职责量；另一

方面，负担指向内在层面，代表不同主体直观感受，可能存在个
人差异。

“教师工作负担”是属于“教师负担”的下位概念之一。本文

采纳王毓殉、王颖的观点，将教师工作负担定义为“教师在学校
教育工作中承受与担当的教育责任、教育工作与职业压力以及由

此而付出的代价等”。

2　教师工作负担的合理性
2.1理性和合理性

“理性”在英文中的单词表达为“reason”，其含义是“原因、

理由、推理能力等”，结合英文的语境，一般指的是人独有的一种
思维、判断、推理能力。哲学家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康德

等都将理性看作是一般性、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等的同一语。

“合理”是汉语词语，一般指为人做事要讲究事实，行为准则
符合实际逻辑。该词出自唐代刘知几《史通·载言》：“言事相兼，

烦省合理。”既然要探讨合理性，首先需要做就是要明确“合理性”

的含义。
2.2合理性的核心要素——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的，可以理解为“可接受的、可以理解的、

可以被说服的”。合理性的核心要素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合规律性就是指评价应该符合“物之理”，也就是指客观存在

的现实所需要遵循的内在规律性。合目的性就是指评价应该符合

“人之理”，指人的超越本性、人的向善本性。就评价而言，所谓
合目的性就是指的评价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的价值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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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下的合理性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合规律

性。合规律性是说相关教育活动应该遵循不同的教育规律，且应
该充分考虑到不同阶段、不同性别、不同区域教育对象的特点、不

同教育工具的特性。第二，合目的性。合目的性代表的是指应该

明晰教育目的，如果某种评价是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相冲突的、无益于甚至可能有损受教育者身心成长，那么其合理

性理应受到质疑。第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协调一致，就是合

理的教师工作负担。
3　教师工作负担的问题归纳

3.1 工作时间较长，教师专业发展时间投入不足

现实生活中，小学语文教师工作超过8 小时，且常常面临
加班。因为老师要处理各种教学工作、非教学事务。虽然小学

语文教师工作时间较长，但是却没有充足的时间用于专业发展。

如今小学语文老师面临备课时间不足、备课不充分的现实状况，
部分教师对于充足备课的认知也存在一定误差。另外，教师反

思学习不足，需要适当增加反思学习的时间。很显然，这一现

象有违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不利于教师终身学习。
3.2 角色超载，管理学生备受压力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常常会面临角色超载。角色超载是指

当扮演着多重角色时，由于能力不足、缺乏技能、时间不足，无
法顺利完满足不同角色的需求，由此产生的一种角色压力。除了

担任班主任，语文教师还是政府的“任务的执行者”、教育部门的

“教育观念的践行者”，、学校的“考核完成者”、家长的“好帮手”，
是家人的“分忧者”。

大部分老师在管理班级受到多方舆论压力。首先，会受到社

会舆论的压力。教师害怕逾越界限不敢过分批评、不敢管太多、管
太狠。其次，会受到来自家长的压力。部分家长对学生较为溺爱，

将学生成绩的提高全部寄希望于教师，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师带

来压力。最后，会受到来自学生的压力。学生的特点千差万别，每
个个体独具个性的，班主任作为“审判官”、“管理者”，需要管理

学生各种各样的琐事。

3.3教学与非教学工作本末倒置，不合理的工作负担较多
语文教师的大部分教学负担是较轻的。上课不会给教师造成

过重的工作负担，因为大部分教师课时量较为合理，甚至有些偏

少。备课、反思学习也没有给教师带来过重的负担，因为许多教
师对这些活动分配的时间较少。结合实际来看，批改作业的确会

花费语文教师较多时间，主要是因为语文作业类型丰富、文字过

多、需要字斟句酌、作业量大等。
教师非教学负担过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学与非教学工作

本末倒置。在班级管理、处理网络信息，如微信群等消息时需要

教师花费很多实践。行政与填表、培训、开会、其他非教学事务
会占用教师许多时间，一定程度使得教学和非教学本末倒置。虽

然目前部分培训是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但是也有部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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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用琐碎、过于浪费时间的。

3.4工作压力大且普遍存在

教师个人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工作压力会存在一定的主观
差异，但是工作压力可以作为评判教师工作负担的参照标准之

一。根据著名的“耶基斯——多德森定律”，教师适度工作压

力、过度的压力会导致其在工作中呈现不同的状态。
语文教师工作压力来源较广。社会期待与社会舆论、学校

安排存在问题、学校评价制度不合理、学生鲜明的个性特点、

家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自身的能力不足，都从不同
程度上对教师造成了一定的工作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应试教育理念会给教师带来不小的压力。

“唯分数论”的竞争让人倍感压力，虽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给
教师带来动力，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分数，那么单一的评价模式

是不利于教师长期良性发展的，学生和老师都会成为分数的

“ 奴 隶 ”。
4　小学语文教师工作负担合理化的建议

4.1减轻教师的社会来源压力

首先，尊重和理解教师职业，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合理
化。外界常常误认为教师是一份轻松的差事，认为教师应该全

盘负责孩子。社会应该把教师看作是一份寻常职业，避免教师

陷入职业倦怠的“旋涡”。另外，应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合
理化，避免教师面临过多的非教学活动、形式化活动。也就是

说，应该充分考虑到教师的工作现状，结合教师自身的受程

度，避免过多非教学活动进校园。
其次，营造规范的社会舆论环境，推动教师有效管理学

生。信息化时代的传播速度较快，宽松的网络环境下不乏一些

对教师带有偏见的指责，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教师产生
心理压力。对于不实的恶性言论进行惩罚，用技术手段及时清

退，使得舆论风气不再污浊化、偏极化。同时，社会应该注

重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对网络环境严加管制，以防止部分网民
利用网络媒体寻找宣泄端口，尽可能让教师在管理学生时不再承

担过大压力。

最后，改善教育生态环境，摒弃以成绩为导向的教师评价
观念。让教育回归生态本源，减少教师的行政化负担。应建立权力

清单，避免部分教育行政部门干涉学校过多办学自主权，减少部分

不合理的检查、评估、填表等。同时，社会也应摒弃以成绩为导向
的教师评价观念，更应该挖掘学生与教师潜在的能力，避免教师在

学生学习和考试成绩方面承担过重的精神压力。

4.2完善学校的管理制度
首先，促进学校“去行政化”，减轻教师不合理的非教学

负担。学校和上级行政部门之间要建立长效双向沟通机制，充

分考虑语文教师的工作特点，避免禁锢于自上而下的单一沟通机
制之中。同时，学校对不合理的行政工作要学会拒绝、敢于说

“不”。面对过多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与学校教学无关的各

种“苛捐杂税”，学校要利用拒绝的艺术，避免行政等非必需
要教师完成的工作成为教师的负担。

其次，施行多元化考核机制，建立民主的教师评价制度。

多主体的评价可以进行综合考量，减轻评价的片面性，将教师
自评、学生评、家长的评价反馈、学校管理者评价结合起来。

同时，摒弃学生的学业成绩为主的功利性评价方式，有效减少

延续工作情况。诚然，分数的确有天然的“可比性”，但是
对教师的评价不应仅仅局限于分数，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非量化

评价的作用。

最后，重视缓解教师工作压力，加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
学校领导和管理层要时常给予教师关怀与支持，及时对教师进行

人文关怀。如果教师工作压力较大，可以通过心理健康咨询室与

其他教师建立交流。同时，可以创设组织教师帮扶团体。教师时

常得到同事的关心与帮助，那么教师就可以在交流中释放部分压
力、不断调节自身，全身心投入教学。

4.3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

首先，提升管理能力，掌握高效的工作时间管理与班级管
理策略。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做好计划，也要做好分类。根据一

天的工作内容，分清楚主次来制定好计划，在过程中灵活变通。

适当的时候教师要学会聚焦、学会拒绝，适当进行“工作瘦身”和
“有组织的舍弃”。另一方面，减轻教师班级管理的负担，需要掌

握高效的班级管理策略，要做到“虚实结合”、“收放有度”、“冷

热交替”、“严宽有据”，这能够提升教师班级管理的能力，可以使
得语文教师更好扮演多重角色。

其次，巧用灵活方法发挥教育机智，提升教师工作效率。教

师应该充分发挥教育机智，积极应对班级管理的意外情况，发挥
教育机智及时进行调整。例如，在管理学生的时候，难免会出现

一些小摩擦，可以巧用得体的小幽默，既可以化解矛盾，也可以

保护孩子自尊心，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管理负担。同时，语文老师
必须要掌握布置作业的艺术，从布置作业出发缓解批改作业的压

力，应当做到“简明性”、“开放性”、“灵活性”。这样做既提高了

学生的语文素质，同时也减轻了自身工作负担。
最后，合理协调多重角色冲突，树立良好心态与教师角色意

识。教师一定要在心态上做好调整，注意协调好自己的工作和家

庭。同时，教师要主动加强与各方的联系，避免“孤军奋战”承
受过大的工作负担。例如，家长会、教育理念交流会、教育座谈

会、教育讲座等多种形式。在下班后，可以向家人倾诉，在家人

帮助下化解由于工作等问题所带来的矛盾。

参考文献：

[1]赵昌木.教师专业发展[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蒋文良,王明平.现行教育法规辑要[M].北京:中国商业出

版社,1995.
[3] 珣王毓 ,王颖.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理性思索[J].湖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12(04):56-62.

[4]张雅静.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来源与排解[J].教育科学
论坛,2019(04):59-64.

[5]张爱琴,吴晓莉.减轻教师负担  拓展合作时空——宁夏

银川市小学与大学间合作现状的调研报告[J].现代中小学教育,
2009(06):57-60.

[6]任丹娜.新课程背景下宿州币高中化学教师负担的调查研

究[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
[7]杜立娟.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研究的回溯与前瞻[D].沈

阳师范大学,2013.

[8]江德斌.以“清单制”落实为教师“减负”[N]. 济南日报,
2019-12-17(F02).

[9]康永军.切实减轻教师的负担[N]. 天津教育报,2011-09-

14(003).
[10]现代汉语词典(2002 年增补本)[K].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2.

作者简介：
刘慧芳（1997—），女，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教育

硕士，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专业，研究方向：小学语文。


	教育教学 2021年10期正文_13.pdf
	教育教学 2021年10期正文_1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