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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乡村教师的职业适应现状调查报告 
——以亳州市为例 

◆孙  莹 1.2  樊彩萍 1 

（1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2 亳州幼儿师范学校  安徽亳州  236800） 

 
摘要：入职初期的适应状况直接影响着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本研究采用

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了亳州市 277 名新入职乡村教师的职业适应现状，

发现他们职业情感不积极，专业能力适应不强，对乡村环境适应较差，

与领导及家长的关系相对疏远。应采取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乡

村教师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加强培训等措施提高新入职乡村教师的职

业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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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教师是发展乡村基础教育的关键，他们在入职初期的适

应性问题会直接影响其专业发展的主动性，甚至导致乡村教师的
流失。笔者希望通过本次研究，给亳州地区新入职的乡村教师在
理论层面上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建议，帮助其尽快适应教师工作，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叶澜教授根据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律，将新教师的入职年限界
定在三年以内。1 胡谊、杨翠蓉等人认为处于适应阶段的教师是
指入职年限在 1-3 年的新教师。2 因此，本文提到的新入职教师
是指入职三年以内的新手型教师。 

对于教师职业适应的研究很多，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90 年代，总体来看，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主要表现在职业情
感、教师专业能力、人际关系等方面。而乡村教师是一个特殊的
群体，因此研究乡村新入职教师的适应情况，就必然要考虑其对
乡村环境的适应方面。因此，为了更加有针对性的研究乡村新入
职教师的职业适应问题，本文认为，新入职乡村教师的职业适应
主要体现在职业情感、专业能力、乡村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
四个维度。其中，专业能力包括课堂教学能力、班级管理能力；
人际关系包括与学生的关系、与家长关系、与领导关系、与同事
关系。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由于亳州市处于皖北偏远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相对落

后，所以本次的研究对象就选择了亳州市辖区内的三县一区的新
入职乡村教师，分别选择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和谯城区共计
300 名新入职乡村小学教师，采用问卷法调查了解他们职业适应
的状况，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82 份，其中有效问卷 277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1.6%。采用访谈法了解在他们职业适应存在问题
的原因。共访谈了 4 名教师 

调查问卷是参照《“90 后”中小学教师职业适应调查问卷》
3，并根据本研究实际需要进行编制的。问卷包括新教师的基本
情况（学历、教龄、是否师范专业毕业生）、职业适应状况（职
业情感、专业能力、乡村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两大部分，
问卷采用五级记分制。经检测，改编后的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738（0.7<α<0.8）,信度符合要求。访谈提纲共包含以下几
个问题：1、你不喜欢目前乡村教师职业的原因是什么？2、你在
课堂教学中遇到哪些困难？3、留守儿童为什么会影响你的班级
管理吗？4、你为什么不适应乡村环境？5、为什么对学生、同事
之间关系较为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与家长和领导的关系？ 

三、调查结果分析 
从问卷回收的情况来看，数据显示 57.76%的教师学历为大

专，41.52%为本科，整体悬殊不大。其中 92.42%的人员为师范
专业毕业生。从入职年限上来看，入职 1 年以内的有 63.54%， 
 

入职 1-2 年的有 20.58%，入职 2 年以上 3 年以内的为 15.88%。 
（一）新入职乡村教师的职业适应总体情况一般 
新入职的乡村教师的职业适应性整体情况一般，如下表 1 中

反应：不管是总体适应情况还是各个维度的适应情况，均值都处
于一般水平，其中职业情感和乡村环境的适应方面表现较差，结
果表明，这些新入职乡村教师在适应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系列问
题。 

表 1  新入职乡村教师的总体适应情况分析（N=277） 
均值（M±SD） 

职业适应                           3.32±0.860 
职业情感                           3.33±0.725 
专业能力                           3.76±0.614 
乡村环境适应                       3.16±0.715 
人际关系适应                       3.64±0.615 

（二）新入职乡村教师职业适应的困境 
1、职业情感不积极 
职业情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决定教师能否积极

主动的自我发展的因素之一，也决定着教师能否热爱这份职业。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研究教师的职业情感，即职业成就所获得的
社会认可感和职业忠诚度。从下表 2 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普遍认
为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可度一般，从事该职业没有社会成就感，社
会地位不高。并且在职业忠诚度测试时平均分更低，其中 33%
的被测人员表示若有机会进城一定会离开乡村，64.3%的新教师
表示不能确定，可见职业忠诚度较低。 

表 2  职业情感状况（N=277） 
均值（M±SD） 

社会认可感                           3.11±0.736 
职业忠诚度                          1.68±0.505 

2、专业能力适应不强 
教师的专业能力包括教师的教学能力、班级管理的能力、沟

通能力、观察能力、反思能力等。教师专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
新入职教师对自身的认可度和自信心，进而影响其职业适应情
况。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和班级管理的能力。
从下表 3 可以看出新入职乡村教师在在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方
面得分均不高，且差异不明显，说明新入职乡村教师在职业适应
期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都有困难。 

表 3  专业能力状况（N=277） 
均值（M±SD） 

课堂教学适应                         3.79±0.638 
班级管理适应                         3.73±0.590 
3、对乡村环境适应差 
环境是我们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环境的好坏决定着人们的

生活质量，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乡村生活环境质量也在进一步
提高，但是和城市差距依然显著。现代的年轻人从小生活在优渥
的环境中，因此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较高。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在职业适应期，最困难的就对乡村环境的适应。 

4、与领导及家长的关系相对疏远 
心理学中把人际关系定义为人有人之间的心理联系，人际关

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影响工作效率和幸福感的体
验。从下表 4 中可直接看出新入职乡村教师对学生与同事的关系
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对家长和领导关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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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际关系适应状况（N=277） 
均值（M±SD） 

与学生关系                         3.71±0.618 
与家长关系                         3.58±0.612 
与领导关系                         3.54±0.616 
与同事关系                         3.74±0.616 
（三）新入职乡村教师职业适应困境的成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入职乡村教师适应困境的成因，对四位新

入职乡村教师进行了访谈。具体结果如下： 
1、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影响职业情感 
在访谈中 A 老师这样说：“我之所以不太喜欢乡村教师的工

作，是因为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机会没有县城或者市区学校多。
而且感觉周围的亲戚朋友也不是很待见我在农村工作。”可见乡
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发展前景会影响教师的职业情感。 

2、不了解学生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在访谈中新教师 B 反应：“刚入职时，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

间备课、准备课件，但是课堂效果依然不好，学生积极性不高，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由此可以说明，新入
职教师的备课环节是无效的，虽然花费了时间，但并没有正确把
握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内容，导致影响课堂效果。 

3、乡村留守儿童影响班级管理 
在访谈中新入职的 C 教师说：“我们班有很多孩子都是留守

儿童，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平时带着，有时候出现问题，和老年
人很难沟通，而且这些孩子往往心理上和行为习惯上或多或少都
会有些问题，所以很难管理。”可见班级管理方面乡村教师普遍
面临的困难是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问题。 

4、乡村生活环境和交通便捷度影响乡村环境适应 
在访谈中 D 教师说：“我虽然在乡镇的中心校，学校位于集

镇上，但是我平时想偷懒点个外卖都没有，并且我家住在市区，
我每天坐车上下班很不方便，大大降低了我的生活幸福感。我很
难想象工作地点在村小的老师每天是如何熬过来的。如果有机
会，我一定会考虑离开乡村。”从深入访谈中，可以看出乡村的
生活环境、交通方便度、生活便捷度都是影响新入职的乡村教师
不适应的因素。 

5、与领导及家长沟通较少影响人际关系适应 
从访谈中还了解到，因为新入职的乡村教师普遍属于 90 后，

他们思想新潮、心态积极有礼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因此与
学生之间话题较多且关系融洽。再加上老教师普遍对他们态度较
为包容，且与年轻同事之间易于交流，所以其同事和学生的人际
关系感受良好。但是，由于留守儿童较多，爷爷奶奶普遍学历较
低，且家长常年外地务工，所以与家长之间存在沟通困难。并且
他们反应平时与领导沟通也较少，除非学校召开会议，否则基本
见不到领导。因此与领导的关系也相对不太满意。 

四、讨论与建议 
总之，根据调查结果和深入访谈中可以看出，新入职的乡村

教师职业适应性基本情况一般，在职业情感、专业能力、乡村环
境适应能力、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四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大致
如下：在职业情感方面，结果显示教师的发展前景差以及社会地
位会影响新入职教师对乡村教师岗位的喜爱；在教师专业能力方
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目前亳州地区新入职的乡村教师教
学方面面临的困难所在，留守儿童问题是班级管理方面面临的主
要问题；乡村环境方面的适应问题表现较为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乡村生活环境的便捷度、乡村交通的方便度以及乡村生活环境质
量等方面；虽然人际关系方面基本适应良好，但在家长及领导方
面仍需加强沟通和交流。因此，为了提高新入职乡村教师的职业
适应性，应该采取措施，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乡村教师
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并进一步加强乡村建设，进而增强教师的
职业情感；通过多种途径，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入职培训并开展帮
扶活动，提高其专业能力；运用现代化通讯手段，如 QQ、微信
等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流。 

这次调查研究选择的样本较为广泛，基本能够反映出亳州地
区新入职乡村教师职业适应的现状，但在深入访谈环节，只选择
4 个样本，不能完全反映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所以在今后的调
查中，笔者会继续改进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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