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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基础教育在农村地区需要重点发展，以确保农

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得到全面且优质的发展。近几年来，

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我国越来越受重视，有学上已

经基本不再是一个问题。因此目前更加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城乡基础教育的差距。农村小学的发展非常重要、紧

急，作为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教师，在农村小

学教育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农村小学教师

急需成长，教师在职培训作为教师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手教师面对教学的再学习，老教师教学理念的再更

新。但目前在职培训存在着部分问题导致培训不能达到

既定目标，培训实效性较低。因此研究农村小学教师在

职培训这一选题能为促进农村小学教师成长提供些许参

考，进而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城市与乡村在小学教育方面的差距也能实现一定的缩

小。

一、在职培训以及培训实效性的内涵

1、在职培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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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能够间接却有效地促进小学教育事业健康、稳步发展，因此小学教师队伍的素质尤为

重要，而在职培训是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农村小学教师目前的在职培训现状以及参培小

学教师的个人基本情况，对影响农村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的因素进行了梳理分析，并针对相应的问题提出了提

高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的策略。本研究希望能够帮助到相关单位、机构完善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科学选

择培训师资，合理安排培训频率、时间等，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提高培训实效性的目标，也希望为农村小学教师在职

培训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完善提供一个参考，进而为农村小学教师职后成长带来切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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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directly and effectively.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s vitally important, and on-the-job training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the-job training 
for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basic personal situation of participating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this study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n-the-job training for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put 
forward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n-the-job training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view of the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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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elect training teachers of scienc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training frequency, time, etc.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maximum improvement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d hope for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service training self-
learning, self-improvement, self-improvemen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then bring practical help to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post-servic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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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培训”又称“就业后培训”，属于职业培训的

一种，指的是给在职职工在文化、政治和专业知识技能

等方面进行训练，以此来提高职工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

能熟练程度。

《教育大辞典》将教师在职培训解释为对在职的教师

进行的职后教育。

本论文中，“教师职后培训”或者“在职教师培训”

统称为“教师在职培训”，指的是教师在入职后的再次学

习的一种方式。

2、培训实效性的内涵

培训实效性是指达到培训目标预期的内容和程度，

是专家引领、同伴合作、个人反思的效果总和，是指教

师通过培训素质提高的具体方面和程度，是教师将学习

内容内化之后和外化后表现的效果。

在职培训实效性指教师在职培训达到培训目标预期

的内容和程度，即教师学习后的效果。

二、农村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村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的因素很多，可

以从内部和外部这两个维度对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影响农村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内在因素分析

1.1 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

一方面，通过阅读相关调查报告发现，相当一部分

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是从事小学教育行业的新手，他们

的从教时长在一年以下的居多数，缺乏相关的教学经验，

需要培训的内容相较于熟手教师自然也更多。另一方面，

虽然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具备本科学历，但是只

有专科学历的小学教师也不在少数，相对而言，他们的

理论储备没有那么充足，教学技能也薄弱一些。另外，

笔者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非小学教育专业教师在

教师队伍中占有了不小的比例，这部分教师没有专业的

师范生学习经历。因此相比于学习小学教育专业出身的

教师，他们在专业背景、专业知识、专业素养上就相对

弱势。新手与老手教师、专科与本科教师、非科班出身

与科班出身教师在培训动机、需求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

差异，如果培训时未加以区别调整，培训效果自然大打

折扣。

1.2 教师参培意识不够强烈

教师的参培动机多种多样、因人而异，一些教师参

培是出于自身需求，认为参培可以帮助自己提高专业素

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也有一些教师认为参培无用，

单单是领导的要求、学校的任务，因此他们抱着应付了

事的消极态度；还有一些教师只是出于新鲜感，因此他

们的态度最为平缓，认为参培可有可无。总的来说，大

部分的教师参培意识不够强烈，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

而参培。这进一步使得教师参培的学习效果降低，进而

影响培训的实效性。

2、影响农村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外在因素分析

2.1 培训前，未针对参培教师进行需求调研

参培教师需求调研包括对参培教师对于培训的内容

需求、培训的方式的接受度、考核方式的合理性等内容

进行调查，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具体执行来讲，教

师的需求调查主要有三个方面：是否需要培训，需要什

么样的培训内容，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方式。在开展培训

之前，科学、严谨地调查这三个方面，并对这些内容做

出理性客观的分析，最后根据教师的需求及时做好各方

面的调整，可以使得每一次的培训更有针对性、科学性，

做到切实的对教师的需求进行满足。笔者的问卷调查表

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考核方式、师资等不符合教

师当时需求的占大多数，这显示培训前的教师需求调查

并没有做到位。

根据笔者的调查问卷来看，有约一半的教师认为获

得培训的机会过少，还有一小部分的教师认为培训的频

率过高，还没来得及消化上一次的培训内容，新的培训

就接踵而至。如此两极分化的意见，说明该地区小学教

师的在职培训次数分配严重不合理，需要参与培训的教

师缺少机会，部分教师又被安排过多的培训机会。

还有的参培教师认为培训的时间规划不合理，一些

教师表示经常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培训，这会干扰

到班级的教学工作。除工作日外，选择其他的培训时间

时也应该充分斟酌，比如有孩子的教师会考虑周末在家

带孩子，并不愿意参加培训。培训时间的规划会影响培

训内容以及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到培训实效性。

2.2 培训后，未针对参培教师进行及时巩固

跟踪指导即培训单位或者培训教师对于参培者将学

习到的知识进行实践的程度进行监测以及提出指导意见，

是参培教师培训成果的进一步考核。如果学习了相关知

识却没有付诸实践，就等同于没有学习，培训成果的应

用程度也是直接影响在职培训实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多数教师表示在培训结束时

会发放关于培训满意度的调查问卷，培训方可能用这次

问卷的结果对下次的培训做一些修改或者其他用途，但

是对于该批次的参培教师则没有意见反馈。还有部分教

师表示会有座谈会对培训进行评价，相对于单方面的问

卷，座谈会这种双方交流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该



122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批次的参培教师进行培训结果的巩固。也有一部分参培

的教师表示在培训结束一段时间后，培训教师或者培训

组织单位会对其进行跟踪指导以及评价，但是剩下的教

师则表示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学习内容是否得到实践，

就难以收到反馈。在培训结束得到巩固的教师与未得到

巩固的教师占比约为 1：2，在得到巩固的教师中，及时

的、长期的巩固占比则更少。培训的巩固需要考虑多方

面的内容，例如巩固的时间：是定时还是基于一定的科

学研究理论非定时？比如以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进行规划；

例如巩固的方式：线上进行还是实地考核？

三、提高农村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实效性的策略

1、针对教师自身的策略

1.1 合理利用参培机会，提高自身素养

在分析内部影响因素时我们知道，无论新手教师或

是非专业教师，他们的小学教育专业素养会相对于老练

的或者拥有专业背景的教师更加的低，这会使得他们的

培训实效性会相对较低。

教师除了“被动的”接受培训之外，还可以利用一

些机会自我学习、自我培训，自我培训与接受培训能够

起到很好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作用。新手教师或是非

专业教师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发现自身专业素养的缺失部

分，然后在在职培训中寻求专业培训老师的帮助，逐步

实现提高自身素养的目标。当然在在职培训中未内化的

培训内容或未获得的专业知识，也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去

理解消化。专业教师也可以通过自我培训去提升专业素

养，比如在面对日常工作中的未能解决的教育问题时，

除了求助专家型教师，还可以通过自我探索、研读经典

理论著作去尝试解决它，从而逐步完善升华自己的专业

素养的各个方面。

1.2 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提高参培意识

首先，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教师的学习不能仅仅

依靠外部动机。心理学研究表明，内部动机相对于外部

动机之于个体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会更加的强烈。一位

教师如果仅仅依靠“领导要求”、“评优晋升需要”或者

“开阔眼界”等外部动机去学习，培训实效性会大打折

扣。因此，教师需要主动地去学习、去反思、去实践，

同时也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内部动机。

另外，教师也应该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且之

于新时代的教师而言，终身学习也是其必须遵守的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之一。终身学习首先需要教师端正学习态

度，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不应该有过多的杂念。

其次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论是既得学科知识，

还是教学理论、教学方法都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教师

要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教师树立起终身学

习的理念，可以帮助到教师提高参培意识，让教师参加

在职培训的内部动机更加强烈，进而提升教师在职培训

实效性。

2、针对培训方的策略

2.1 做好参培教师的需求调研

前面写到，教师的需求调研包括调查与分析两个方

面，缺了调查，光有分析，就好比理论没有实践作为支

持，而光有调查，没有科学的分析，就会使得调查如同

摆设，毫无意义。调查又要考虑三个方面，要不要做？

做什么？怎么做？每一个点都是“在职培训大卡车”的

轮子，缺一不可。

在开展培训之前，可以通过文献法、问卷法、访谈

法等各种方式对参与培训的教师进行调查，以了解到教

师的实际需求，使得培训更有针对性。培训内容方面，

应该尽量做到按需求分班，必要时为每一位小学教师开

展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师资、培训考核

方式的需求可以根据大部分参培教师的需要进行满足。

培训频率方面，应该落实到每一位小学教师，全面了解

到他们的切实需求并尽量满足。培训时间方面则应该抓

好培训时间的切入点以及持续时间，尽量做到对教师的

日常教学、生活不影响或者少影响。

综上所诉，通过各种方式去落实教师培训需求调研，

了解到每一位教师的具体需求，会让培训更加的具有针

对性，从而提高在职培训的实效性。

2.2 培训后进行跟踪指导

培训后的跟踪指导，是为了更好的帮助教师将学习

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进而将习得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经

验，让“走错路”或者“走歪路”的教师能够及时调整，

从而提高他们的培训实效性。

一个学员的实际学习效果不仅要看培训中的动态

监测数据、培训结束时的考核分数，更多的还是要看

参培教师回到自己的岗位后是否能够将培训的内容吸收

消化，然后通过行为准确无误的、长期的表现出来。这

就需要培训方对参培教师进行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跟踪

监测指导。培训方可以通过参培者的教学观摩、师徒带

教、跟岗研修等传统方式进行培训后的跟踪指导，也可

以通过新媒体，比如微信、QQ、钉钉等在线方式进行

远程指导。这样可以让培训单位和培训教师更加立体

的、直观的看到培训的效果，而且方便他们对实践产生

的错误进行指出，当然这些反馈也有利于培训单位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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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教师对下一次的培训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一个互相

进步的过程。

3、探寻切合农村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模式

诚然，现在运行的在职教师培训模式经历了多年的

积淀，已经具备很大的优势，对于教师的教育和专业发

展也能够起到很大的实际帮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行在职教师培训模式很多地方已经不能满足广大一线

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需求。我们都知道因为教师教育一体

化的推进，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到了在职教师培训

的队伍当中。如今，校本培训已经成为各个地方的小学

学校开展在职教师培训的重要模式之一。所谓校本培训

是指，在职培训老师所在的学校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

老师的实际需求自主的制定培训的规划、培训的内容、

组织相应的培训活动，将促进教师个人的教学能力和专

业发展作为培训的出发点的一种培训模式。农村地区小

学学校由于其教育资源、培训师资等的不足，可以通过

整个区域合作的方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以达到接近

优质校本培训的目标。小学学校开展合作、集中力量培

训教师，不仅能够使得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还能为一线

教师们提供一个交流经验、分享观点的机会，教师在培

训期间还可以观摩学习优秀教师讲课，向老教师、优秀

教师请教问题等。当然，农村地区的小学还可以通过上

级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建立联系，进而与高校达成良好

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利用高校教育资源帮助本校教师

实现专业发展的目标。当然之于高校，农村小学学校本

身也可以是他们的“练兵场”，他们的实践平台，因此农

村小学学校与高校开展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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