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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小学教师课程领导力专业发展现状研究 
——以成都市大邑县 s小学为例 

刘禹希 

（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基于新课改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基层小学教师对于教
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解不足。该研究着眼于基层小学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现状研究，着手于教师课程领导力中教师课程愿景预见力、教
师课程价值洞察力、教师课程资源整合力、教师课程实施指导力和教师课程评价激励力。根据对成都市大邑县 s 小学的 50 名任课教
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诸如无职务教师对国家课程宏观把握的欠缺和教龄大的教师易凭经验教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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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程领导力从微观层面上看是关乎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

从宏观层面来看是对领导力理论的纵深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纲要（2001）》明确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

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这对教师课程领导

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作为学生学习共同体中的主导，拥有良好

的教师课程领导力对于课程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的工作的把控

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研究目的 
通过对成都市大邑县 s 小学教师的走访和观课中发现，许多教

师对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认识不足，大部分教师没有听说过这个

词，教师常态课堂结构不完整，学校也没有专门的对于教师课程领

导力的培训。很多情况反映出基层学校对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不重

视，这会直接导致一线教师实践与理论脱轨，教师效率得不到有效

的提升，不管是教师对于教师自我领导力的开发还是学生自我领导

力的促进都还处于困惑的状态。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在对成都市大邑县 s 小学的 50 名教师的问卷调查中，首先征求

学校负责人的同意，将问卷的问候语与问卷链接发给学校负责人，

并且规定了填写时间为一天之内，当天晚上之前陆陆续续收到了 50

份问卷。检查了问卷的数据和选项后发现，其中有一份问卷在年龄

处选了 20-30 岁，在教龄处选了 16 年及以上，将此份问卷结果舍

弃并用每题选项的平均数代替，另外舍弃掉一份填写时间小于 1 分

钟的问卷并用每题选项的平均数代替。 

三、研究结果及问题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成都市大邑县 s 小学 50 名科任老师，包括不

同教龄，不同职能，不同学科的教师、不同职务和职称的教师。通

过对问卷教师课程愿景预见力、教师课程价值洞察力、教师课程资

源整合力、教师课程实施指导力和教师课程评价激励力五个维度的

分析，得出每个维度的数据如下表。 

 
（一）教师课程愿景预见力 

由图表可知，教授科目与专业背景对课程愿景预见力的方差分

析都不显著(p>0.05)，教龄、担任职务和职称的方差分析显著

(p<0.05)，其中担任职务特别显著（p<0.01）。可以推测担任职务越

高，对于国家课程的目的把控就更全面和具体，新教师在这方面明

显能力低于老教师，一定程度上也在督促校本课程研修的开展。 

（二）教师课程价值洞察力 

 
由图表可知，教授科目与专业背景对课程价值洞察力的方差分

析都不显著(p>0.05)，教龄、担任职务和职称的方差分析显著

(p<0.05)，其中担任职务特别显著（p<0.01）。说明教授科目与专业

背景对于教师对课程的目的意义的把握是没有影响的，主要差距还

是在担任职务上。一般来说职务越高，教龄越长，越有经验，对国

家课程的宏观把握和课堂上的具体实施就越游刃有余，而职务高的

教师也往往是年龄大的教师因此可以推测担任职务越高， 

（三）教师课程资源整合力 

 
由图表可知，教授科目与专业背景对课程资源整合力的方差分

析都不显著(p>0.05)，教龄、担任职务和职称的方差分析显著

(p<0.05)，其中担任职务特别显著（p<0.01）。各科都需要资源整合，

但是职务越高越有经验的教师更有能力整合好学科及跨学科资源，

能更高效的将各方教育资源选择性的运用到课堂中去，对课堂效率

的把握随着教龄、职称的增长而增长。 

（四）教师课程实施指导力 

 
由图表可知，教授科目与担任职务对课程实施指导力的方差分

析是显著的(p<0.05)，教龄、职称与专业背景的方差分析不显著

(p>0.05)。课堂是教师的基本，夯实基础是学校校本培训的关键，该

学校学科之间的教师校本培训力度不平均，导致科目见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注意避免老教师的经验主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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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课程评价激励力 

 
由图表可知，教授科目与专业背景对课程资源整合力的方差分

析都不显著(p>0.05)，教龄、担任职务和职称的方差分析显著

(p<0.05)。说明教师在课堂结束的评价方式或方法中，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师善于运用评价激励学生进一步学习并且能够积极的反馈有

效信息，新手教师容易用消极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或

者只能对学生的一部分能力进行不完全的点评，不会对学生的长远

发展进行激励性的引导。 

（六）教师课程领导力了解途径 

在“我了解教师课程领导力方面的知识”的题中，37.5%的教

师选择了不确定或者不符合，证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还需要普

及；在“搞好教学外，我需要开展课程研究”的题中，55%的教师

选择了不确定或者不符合，证明教师的自我领导力意识和教师专业

发展意识还须加强；在“我有途径学习课程领导力方面的知识”的

题中，32.5%的教师选择了不确定或者不符合，证明教师课程领导

力的并没有普及，学校开展教师课程领导力学习的培训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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