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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研究
王玉春

（商丘工学院 教育与现代艺术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教育信念是支撑农村教师开展和推进农村教育工作的关键，是新时期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本研究立足于河南省 S

市七所农村小学，发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整体呈现积极态势，但在教育评价维度略显不足。农村小学教师教

育信念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教师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双重影响，本文从师范院校、教师自身和农村学校三个方面作为发力点，助力农

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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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由

2020 年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

代任务。作为脱贫攻坚的着力点，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也由消除

绝对贫困向治理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转变。防止贫困末端返贫是

“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同时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艰巨任务。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作为缓解相对贫

困、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突破口，可通过对农村教师文化自

觉、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建设，避免农村贫困末端返贫现象的发生。

信念是行为的先导，教育信念对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动具有

动力性、先导性和全面性的引导作用，是教师专业素质的一部分，

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

有助于树立教育专业情意，有助于提升教师专业精神，有助于促

进农村小学教师个人教育意识觉醒，从而提高农村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学校教育质量。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选取河南省 S 市 7 所农村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探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培育机制，通过研

究 S 市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现状，探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困境，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

基础上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振兴、教育

助力缓解相对贫困提出优化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培育机制。

（二）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

为调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现状，

本研究参考相关教育信念的问卷，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

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及河南省 S 市农村小学教师的特点，确立

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问卷编制的四个维度：学生管理、学生学

习、课堂教学和教育评价。问卷采用里克特量表的 5 级计分法，

依次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调查问卷采用当场回收的方式，

在发放问卷时，向被试的教师详细说明问卷的用途和填写时需要

注意的事项。本研究对河南省 S 市的 7 所农村小学进行了信息收集，

共发放问卷 205 份，收回 195 份，其中无效问卷为 5 份，有效问

卷为 190 份，有效率为 92.68%。通过对回收信息的整理与分析，

探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现状及面临的

问题。

2. 访谈法 

访谈法可以在弥补问卷调查法所具有的局限。根据问卷的反

馈结果，为了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自

编“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影响因素访谈提纲”，分别从河南省

S 市 7 所农村小学中选取 1 位教师和 1 位学校管理者进行面对面

或电话访谈，并进行适当的笔录或录音。根据他们对于乡村教育

未来发展的看法和期待，提出完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培育

机制。 

三、研究结果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现状

1. 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总体状况

在学生管理维度，6 个问题共 30 分，190 名教师的平均得分

为 20.47 分；在学生学习维度，5 个问题共 25 分，190 名教师的平

均得分为 16.01 分；在课堂教学维度，6 个问题共 30 分，190 名教

师的平均得分为 18.89 分；在教育评价维度，7 个问题共 35 分，

190 名教师的平均得分为 20.15 分。四个维度中 190 名教师教育信

念的平均分为 75.52 分。相关研究表明，若教育信念的平均分高

于问卷总平均分的 1/2，则表示教育信念呈积极状况；如果教育信

念的平均分等于问卷总平均分的 1/2，则表示教育信念呈中立状况；

若教育信念的平均分低于问卷总平均分的 1/2，则表示教育信念呈

消极状况。该问卷中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平均分大于问卷总

平均分的 1/2，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河南省 S 市农村小学教

师教育信念持积极的状况。同时，对教育信念的四个维度进行对

比分析，发现教育评价维度的得分低于其他三个维度，表明，在

教育评价维度有待提升。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

师教育信念的总体状况呈现积极态势，但在教育评价维度略显不

足。

2. 不同变量对乡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影响

利用 SPSS 软件对河南省 S 市农村小学教师教师信念的整体情

况及各维度下的差异情况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关于不同性别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差异情况，在

所调查的 190 名教师中，女教师有 117 名，男教师有 73 名。对性

别变量与学生管理、学生学习、课堂教学、教育评价四个维度进

行单因素分析，发现 P>0.05，且对性别变量与教育信念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Sig 值为 0.437，表明不同性别的农村小学教师在四

个维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性别不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

育信念产生影响。

（2）关于不同年龄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差异情况，在

所调查的 190 名教师中，年龄为 30 岁及以下的教师有 85 名，年

龄为 31 岁至 40 岁的教师有 59 名，年龄为 41 岁至 50 岁的教师有

36 名，年龄为 50 岁以上的教师有 10 名。同样对年龄变量与学生

管理、学生学习、课堂教学、教育评价四个维度进行方差分析，

发现 P>0.05，且对年龄变量与教育信念进行方差分析，P 值为 0.075，

表明年龄不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产生影响。

（3）关于不同学历水平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差异情况，

在所调查的 190 名教师中，专科及以下学历水平的教师有 87 名，

本科学历水平的教师最多，有 103 名，没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水

平的教师。研究结果表明，本科学历的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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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最高，专科及专科以下学历水平的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

得分最低。且对学历水平变量与学生管理、学生学习、课堂教学、

教育评价四个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在课堂教学维度 P<0.01，在其

他三个维度 P 值均大于 0.05，对学历变量与教育信念进行方差分析，

P 值为 0.02，表明学历水平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产生影响。

（4）关于不同从教时间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差异情况，

在所调查的 190 名教师中，从教时间在 5 年及以下的教师有 69 名，

从教时间在 6-15 年之间的教师有 64 名，从教时间在 16-25 年之

间的教师有 45 名，从教时间在 25 年以上的教师有 12 名。同样对

从教时间变量与四个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从教时间的农

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在课堂教学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他三个

维度 P 值均大于 0.05，对从教时间与教育信念进行方差分析，P

值大于 0.05，表明不同从教时间不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

产生影响。

（5）关于不同专业类型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差异情况，

在所调查的 190 名教师中，有 124 名教师进行过师范教育，有 66

名教师未进行过师范教育。对专业类型变量与教育信念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Sig 值为 0.087，表明专业类型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

教育信念产生影响。

（6）关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差异情况，

在所调查的 190 名教师中，未婚教师有 56 名，已婚教师有 134 名。

对婚姻状况变量与四个维度进行单因素分析，与教育信念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不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

育信念产生影响。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影响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因

素

（1）教师内在因素是影响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最关键的

因素。在对河南省 S 市 7 所农村小学的教师进行面对面或电话访

谈时发现，教师个人的受教经历和职业期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影响至为重要。如一位教师谈到“我

毕业于师范院校，在上学时，学校开设了众多课程，我学到一些

有关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设计等方面的知识。一些教育家

的教育思想和为教育改革乐于奉献的精神，会对我产生影响。”

从该教师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农村小学教师的受教育经历会对教

育信念的形成产生影响。另外有教师谈到“我在上小学时一位语

文教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也特别喜欢这位语文老师，所以我

从小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人民教师，这种强烈的愿望引领着

我从事了教师工作。在现在的工作中，我常常会思考如何更大途

径的帮助我的学生，用我的职业热情去感染更多的人。”从该教

师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农村小学教师的职业期待会对教育信念的

形成产生影响。

（2）外在因素是影响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先决因素，研

究发现，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会对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产生

影响。①家庭因素，教师表示农村小学地处偏远，如果能够获得

家庭的支持，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教育中，自身的教育信

念才能更好地提升。②学校因素，教师表示工作所处的文化环境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身的教育信念，学校在对教师进行职称评

定时过分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将不利于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

学校在管理上能够根据学校实际、教师需求制度科学、民主的制度，

将有助于教师教育信念的提升；周围的同事如果教育信念积极，

教育经验丰富，会对新入职教师教育信念的树立产生积极影响。

③社会因素，教师表示自 2018 年以来国家在不断提高教师的工资

待遇和社会地位，教师在社会上的职业声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社会上也形成了“尊师”的氛围，这都有助于提升乡村教师的工

作热情，有助于乡村教师积极教育信念的形成；在考试文化上，

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素质的

提高，但仍然是把学生取得好的成绩作为首要追求，这使得农村

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矛盾冲突，这不利于教育信念的

养成。因此，教师的家庭因素、学校的评价制度、学校管理制度、

学校内教师群体文化、教师在社会上的职业声望以及社会上的考

试文化都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产生影

响。

四、研究启示

（一）师范院校提供途径强化教师教育信念的养成

根据研究得知专业类型会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信念产生影

响，所以师范院校应该注重教师教育信念的培养。（1）师范院校

在设置人才培养方案时，可以将“教育情怀”“教育信念”“从

教意愿”纳入毕业要求中，以助力师范生教育信念的养成。（2）

师范院校在开设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影视鉴赏》等选

修课程辅助师范生教育信念的养成。如在该课程中可以让学生观

看由真实案例改编后拍摄的电影，分析与讨论这些电影中教师的

教育举措，在讨论中明确师范生的教育信念。（3）师范院校应该

格外重视微格教学、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等环节，在学生试讲、

见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使师范生的教育信念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帮助师范生打磨教育信念。（4）师范院校要加强与农村小学

的合作，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够有机会走进农村小学，为今后乡

村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二）教师自身优化反思方式助力教育信念的提升

农村教师教育信念提升的关键在于教师自身的反思与实践。

作为新入职教师，自身的教育信念还未与教育实践相结合，这个

阶段的教师常常会感到迷茫，因此，教师在教育活动的过程中要

善于进行反思，这样才能牢固树立教育信念。比如反思“我最近

的工作状态是否积极”等。作为专家型教师，可以反思与总结自

身的经历，将自身好的事例向同事们分享，一方面能够点燃自身

的工作热情，加强自身教育信念的提升，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同事

坚定教育信念。

（三）农村学校完善制度促进教师教育信念的发展

教师教育信念形成的主要阶段是在进入工作岗位后，研究表

明学校的评价制度、管理制度、学校内教师群体文化会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小学教师教育信念产生影响，所以农村小学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教师教育信念的发展：（1）进行职后培训

和采用“认知学徒制”模式；（2）优化学校工作制度，制定人性

化的管理模式；（3）为教师营造和谐、开放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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