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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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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全国１４所特殊学校 （包括盲校、聋校、培智学校）的３２４名教师为调查对象，采用自编问卷考

察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果表明：１）教师具有极高的工作满意度 （９１１％），但工资待

遇满意度为５５５％，知识能力满意度较高 （７６６％），绝大多数教师 （９２６％）表示乐意进一步学习；

２）影响教师学习动力排在前四位的因素依次为：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更好地工作、心灵的需要和提高工

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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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教育问题是一个公平问
题。当残疾 （特殊）儿童解决了入门的起点公平

问题后，接着就应该解决过程或结果公平的问题。

而解决过程和结果公平的关键是提高学校教育的质

量。毫无疑问，目前特殊教育的教学质量难以实现

过程公平的要求。根据笔者的研究，不仅培智学校

的教学质量难如人意，就是盲校、聋校的教学质量

也令人担忧。特殊教育教学的低质量是什么原因导

致的？除了习惯上人们对残疾 （特殊）儿童的发

展处于较低的期望外，还与教育管理的水平、特殊

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等关系密切。

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我国盲校、聋校、培智

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难以达到理想水平。不仅特殊

教育教师的素养亟需提高［１］，学科素养也未能达

到相应的水平［２］。根据教育部公报的统计，２０１８
年我国有特殊教育学校２１５２所，特殊教育的专任
教师近６万人。那么，这些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如
何开展？目前进行的国培活动能否快速解决教师专

业素养有效提高的问题？

文献检索发现，近年来尽管教师的专业发展一直



是我国教育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特殊教育而言，

关于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却基本上处于思辨、综述、

介绍阶段，不仅未能进入学科领域，甚至还未进入盲

校、聋校、培智学校的类别领域，更谈不上教师专业

发展的内因、外因及其关系和相关要素的研究。

实际上，“要我发展”和 “我要发展”具有质

的差异。假如不改变特殊教育教师的管理模式，不

把教师的专业发展从 “要我发展”转化为 “我要

发展”，那么其专业发展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进而更难实现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了解目前特殊教

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现状，为教师的在职专业发

展提供更好的操作依据，笔者的课题组在研究教师

专业发展的内容时，也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一、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样本学校

　　本研究的样本学校是本课题组的成员学校，包
括盲校或盲部５所 （广西南宁盲校、郑州盲聋学

校盲部、开封特殊教育中心盲部、青岛盲校和淄博

特殊教育中心盲部）、聋校或聋部５所 （开封特殊

教育中心聋部、北京实验启喑学校、北京东城特殊

教育中心聋部、南宁聋校和淄博特殊教育中心聋

部）和培智学校或特殊教育中心４所 （北京东城

特殊教育中心智部、北京海淀培智中心、北京西城

宣武培智学校和浙江乐清特殊教育中心聋部）。

整群抽取上述学校的全部教师，共发放问卷

３４８份，回收有效问卷 ３２４份。参与问卷调查的
３２４名教师基本情况如下：男性教师 ６８名
（２１％）、女性教师２５６名 （７９％）；３０岁以下１０２
人 （３１５％），３０～４５岁１９１人 （５９％），４５岁以上
２６人 （８０％），缺失５人 （１５％）；教师的服务对
象为听障１３０人 （４０１％）、视障６７人 （２０７％）、
智障１２４人 （３８３％）、随班就读３人 （０９％）。教
师的学历与专业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教师的起始学历和当前学历分布

学历 起始学历 当前学历

高中／中专 １２２人 （３７３％） ３人 （０９％）

大专 　７９人 （２４４％） ３８人 （１１７％）

本科 　９８人 （３０２％） ２４７人 （７６２％）　

硕士 　１７人 （５２％） ２８人 （８６％）　

缺失 　９人 （２８％） ８人 （２５％）

合计 ３２４人 （１００％） ３２４人 （１００％）　

表２　教师当前学历的专业分布

专业名称 人数 （占比） 专业名称 人数 （占比）

数学类 １９人 （５９％） 语文 （含语言文学） 　５１人 （１５７％）

其他理科 １５人 （４６％） 其他文科 １２人 （３７％）

特殊教育 　４７人 （１４５％） 中专 （中师） 　４人 （１２％）

小三门 　２５人 （７７％） 其他 　１３１人 （４０４％）

缺失 　２０人 （６２％）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自编问卷。为了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在有关问卷中设置循环问题，以检查问卷填写的可

信度。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师的基本

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称、起始学历、

起始专业、当前学历和当前专业等。这些信息不仅

从侧面反映样本的面貌，而且可作为考察其专业发

展动力来源的参照系；第二部分是关于教师专业发

展动力的内容，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工作满

意度的调查，包括总体的职业满意、薪水满意和知

识能力满意三个维度；二是主观的专业发展动力或

者发展愿望；三是主观的发展动力诱因。

（三）问卷发放与收集

各学校的问卷由各学校参与本课题研究的课题

组成员发放与回收，强调真实反映自身的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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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专业发展内在动因的整体特点及分析

１．工作的满意度
首先，就特殊学校教师对工作是否满意进行了

调查。结果发现，在调查的３２４名教师中，１２３人
（３８％）表示满意，１７２人 （５３１％）表示基本满
意，１７人 （５２％）表示不满意，１２人 （３７％）
选择 “说不好”。由以上数据可知，满意和基本满

意的人数占比为９１１％，所占比例非常高。从特
殊学校的性质、教师工作强度和目前的社会氛围

看，满意与基本满意的比例如此之高是具有可信度

的。特殊学校和普通学校相比，教师的工作压力

小、竞争弱、考评相对较少，所以特殊教育教师对

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２工资待遇的满意度
教师们在回答对自己的工资待遇是否满意时，

３８人 （１１７％）回答满意，１４２人 （４３８％）回
答基本满意，１２３人 （３８０％）回答不满意，２１
人 （６５％）选择 “说不好”。尽管教师对特殊教

育工作的满意度较高，但对工资待遇的满意程度则

较低。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人数占比为５５５％，
说明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师不满意自己的工资待遇。

那么，教师们的回答是否真实可信呢？或者

说，如何解释工作满意度如此高，而工资待遇的满

意度却如此低呢？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４类工作满
意度和教师的工资待遇满意度。从表３可以看出，
对特殊教育工作持满意态度的 １２３名教师中，
７３９％选择对工作满意或基本满意；对特殊教育工
作持基本满意的１７２人中，选择对工作满意与基本
满意的人数比例分别为２３％、４８３％，而４３６％
的教师表示不满意其工资待遇；对目前工作持不满

意态度的１７人中，９４１％的教师表示不满意其工
资待遇。由此可见，就教师对工作满意度和对工资

待遇满意度来看，回答是可信的。卡方检验发现：

工作满意的教师在选择工资待遇满意的比例显著高

于对工作基本满意、不满意和 “说不好”的教师；

相反，对工作满意的教师，选择工资待遇的不满意

的比例显著低于对工作基本满意、不满意和 “说

不好”的教师 （ｘ２ （９）＝１１６８２２，ｐ＝００００）。
由此可见，教师的工资待遇满意度是影响其对特殊

教育工作满意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３　教师工资待遇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对比分析

教师工资待遇的

满意度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满意 ３４人 （２７６％） ４人 （２３％） ０ ０
基本满意 ５７人 （４６３％） ８３人 （４８３％） １人 （５９％） １人 （８３％）
不满意 ２７人 （２２０％） ７５人 （４３６％） １６人 （９４１％） ５人 （４１７％）
说不好 ５人 （４１％） １０人 （５８％）　 ０ ６人 （５０５％）
合计 １２３人 （１００％）　 １７２人 （１００％）　 １７人 （１００％） １２人 （１００％）　

３．知识能力的满意度
教师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工作之

间的关系呢？当教师们在回答他们当前的知识、能

力水平是否满足工作需要时，６５人 （２０１％）回
答满足，１８３人 （５６５％）回答基本满足，５８人
（１７９％）回答不满足，１８人 （５６％）回答 “说

不好”。

工作满意度和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评价是

什么关系呢？从表４可以看出，无论对工作满意与
否，都有相当比例的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做出

了 “不满足”工作需要的评价，其中，以 “不满

意”工作选项的教师比例最高，占比达 ４１２％，
说明这些教师对工作的不满意可能与自己的知识能

力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有关。当然，选择自己的知识

能力满足工作需要的教师中，对工作满意者占的比

例并不是最高，仅占２８５％；占比最高的是对工
作不满意的教师，选择对工作不满意的教师中有

２９４％选择了自己的知识能力是满足工作需要的。
出现这个结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能力较高

的教师，其知识能力满足工作需要，但是他们对工

作并不满意；二是选择对工作不满意的人数较少，

仅有１７人，过小的样本未能反映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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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选择对工作基本满意、不满意和 “说不

好”的教师中，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满足工作需

要的比例却低于选择满意者。这也说明，选择工作

满意、基本满意者，其知识能力更能满足工作需

要。卡方检验发现，在工作满意度中选择工作满意

的人数显著高于选择基本满意的人数，说明选择满

意比选择基本满意者在对教师的知识能力满意度的

判断上，占比更高，即选择满意者比选择基本满意

者的知识能力的满意度更高 （ｘ２ （９）＝５３９８９，
ｐ＝００００），说明 “满意”的来源之一就是自己的

知识能力更满足于工作需要；选择工作满意度中

“说不好”的人，在选择知识能力是否满足工作需

要时选择 “说不好”的人数显著高于其他三项，

说明明确自己是否满意自己工作的教师，更能清晰

地把握自己的知识能力水平，还说明，对工作越满

意的人对自己的知识能力的认知可能越清晰。

表４　工作满意度和自己的知识能力是否满足工作需要对比

教师知识能力

满意度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满意 ３５人 （２８５％） ２４人 （１４０％） ５人 （２４９％） １人 （８３％）
基本满意 ６９人 （５６１％） １０６人 （６１６％）　 ４人 （２３５％） 　４人 （３３３％）
不满意 １３人 （１０６％） ３６人 （２０９％） 　７人 （４１２％） 　２人 （１６７％）
说不好 ６人 （４９％） ６人 （３５％） １人 （５９％） 　５人 （４１７％）
合计 １２３人 （１００％）　 １７２人 （１００％）　 １７人 （１００％）　 １２人 （１００％）　

　　工资待遇的满意度是否和教师的知识能力能否
满足工作的状况有关系？从表５可以看出，选择工
资待遇为 “满意”的３８名教师中，有２６３％的教
师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能满足工作需要，均高于在

工资待遇上选择 “基本满意”“不满意”和 “说不

好”的人群。选择工资待遇中 “说不好”是否满

意的２１人中，有２８６％的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
是否满足工作需要 “说不好”，多于对工资待遇选

择中选择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在选择知识能力

中是否满足工作需要的 “说不好”选项的比例。

卡方检验发现 （ｘ２ （９） ＝３１３７３，ｐ＝００００），
两者差异显著。这个结果说明，对工资待遇满意的

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更有信心；无论是选择满

意、基本满意还是不满意的教师，均比选择 “说

不好”的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是否满足工作

需要的认识更为清晰。

表５　工资待遇满意度和知识能力满意度对比分析

教师知识能力

满意度

教师的工资待遇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满意 １０人 （２６３％） ２７人 （１９０％） ２６人 （２１１％） ２人 （２８６％）
基本满意 １７人 （４４７％） ８７人 （６１３％） ７１人 （５７７％） ８人 （３８１％）
不满意 　７人 （１８４％） ２６人 （１８３％） ２０人 （１６３％） ５人 （２３８％）
说不好 　４人 （１０５％） 　　２人 （１４％）　 ６人 （４９％） ６人 （２８６％）
合计 ３８人 （１００％）　 １４２人 （１００％）　 １２３人 （１００％）　 ２１人 （１００％）　

４．进一步学习的意愿
在３２４名教师中，３００名 （９２６％）教师表示乐

意进一步学习，表示不乐意进一步学习的人数仅有５
人 （１５％），选择 “说不好”的有１８人 （５５％），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教师乐意进一步学习。

５．引发学习的动力因素
调查发现，在８个引发教师学习的动力因素中

（如表６所示），排名前五项的动力依次为：进一
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７７８％）、为了更好地工作
（７４４％）、学习是自己心灵的需要 （５９６％）、进
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待遇 （５１５％）、进一步提升
自己的学历 （３８３％）。尽管提高工资待遇排名第
四，但总体来看，教师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工作需

要和心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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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进一步学习的动力分析

学习动力 人数 百分数／％ 排序

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２５２ ７７８ １
为了更好地工作 ２４１ ７４４ ２

学习是自己心灵的需要 １９３ ５９６ ３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 １６７ ５１５ ４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历 １２４ ３８３ ５

大家都在学习 ５５ １７０ ６
领导要求学习 ４２ １３０ ７
没有其他事情做 １７ ５２ ８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教师工作满意度与教师学
习动因之间 （前五项）的关系，见表７。从教师对
自己的工作是否满意的角度看，选择对工作满意的

１２３名教师中，影响教师进一步学习的要素排在前
四位的依然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为了更

好地工作、学习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和进一步提高自

己的工资待遇。选择对工作基本满意的１７２名教师
的动力排名同选择满意的排名顺序一致。但是，选

择工作不满意的１７人和选择 “说不好”的１２人
中，引发学习的因素排名第一的却是进一步提高自

己的工资待遇，然后才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和为了更好地工作。

表７　工作满意度与学习动因的分析

学习动力
工作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１０４人 （８４６％） １２９人 （７５０％） １２人 （７０６％） ７人 （５８３％）

为了更好地工作 ９０人 （７３２％） １３３人 （７７３％） １１人 （６４７％） ７人 （５８３％）

学习是自己心灵的需要 ７７人 （６２６％） 　１０１人 （５８７％） 　９人 （５２９％） ６人 （５００％）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 ５２人 （４２３％） 　９３人 （５４１％） １３人 （７６５％） ９人 （７５０％）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历 ４２人 （３４１％） 　６７人 （３９０％） 　９人 （５２９％） ６人 （５００％）

　　从工资待遇是否满意来看，无论是选择对工资
待遇满意的 ３８人、对工资待遇表示基本满意的
１４１人，还是选择不满意的１２３人、“说不好”的
１２人，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动因排序是一致的 （如

表８所示），和知识能力满意度的满意、基本满
意、不满意、说不好各项选择的排序一致 （见表

９），说明这个动因排序具有很强的类别一致性。

（二）教师专业发展内在动因的主体影响因素分析

１．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如前所述，目前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对自己工作

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很高，两者合计达９１１％，
而且检验发现，性别、年龄、学校类别和当前学历

差异不显著 （见表１０）。

表８　工资待遇满意度与学习动因的分析

学习动力
工资待遇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３３人 （８６８％） １１４人 （８２３％） ９１人 （７４０％） １４人 （６６７％）

更好地工作 ２９人 （７６３％） １０７人 （７５４％） ９０人 （７３２％） １５人 （７１４％）

心灵的需要 ２５人 （６５８％） 　８２人 （５７７％） ７４人 （６０２％） １２人 （５７１％）

提高工资待遇 １３人 （３４２％） 　６７人 （４７２％） ７５人 （６１０％） １２人 （５７１％）

提升学历 １６人 （４２１％） 　５４人 （３８０％） ４８人 （３９０％） 　６人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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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知识能力满意度与学习动因的分析

学习动力
知识能力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４２人 （６４６％） １４９人 （８１４％） ４９人 （８４５％） １２人 （６６７％）

更好地工作 ３６人 （５５４％） １４２人 （７７６％） ５１人 （８７９％） １２人 （６６７％）

心灵的需要 ４０人 （６１５％） １１０人 （６０１％） ３１人 （５３４％） １２人 （６６７％）

提高工资待遇 ２８人 （４３１％） １０２人 （５５７％） ２３人 （３９７％） １４人 （７７８％）

提升学历 ２２人 （３３８％） ７０人 （３８３％） ２３人 （３９７％） 　９人 （５００％）

表１０　不同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当前学历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ｘ２检验

性别
男性 ２５人 （３８６％） ３６人 （５２９％） ３人 （４４％） ４人 （５９％）

女性 ９８人 （３８３％）１３６人 （５３１％） １４人 （５５％） ８人 （３１％）
１２５０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４１人 （４０２％） ５２人 （５１０％） ７人 （６９％） ２人 （２０％）

３０～４５岁 ６９人 （３６１％）１０２人 （５３４％） １０人 （５２％） １０人 （５２％）

４５岁以上 １２人 （４６２％） １４人 （５３８％） ０ ０

５６３２

学校类型

盲校 ３１人 （４６３％） ３４人 （５０７％） １人 （１５％） １人 （１５％）

聋校 ５０人 （３８５％） ６６人 （５０８％） ６人 （４６％） ８人 （６２％）

培智学校 ４１人 （３３１％） ７１人 （５７３％） ９人 （７３％） ３人 （２４％）

９０８１

当前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１５人 （３６６％） ２４人 （５８５％） ２人 （４９％） ０

本科 ９１人 （３６８％）１３０人 （５２６％） １４人 （５７％） １２人 （４９％）

硕士 １５人 （５３６％） １２人 （４２９％） １人 （３６％） ０

６２３４

　　注：表示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下表同。

２．工资待遇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如前所述，对工资待遇满意的教师比例为

１１７％，加上基本满意的人数占比 （４３８％）共
计达５５５％。说明，特殊教育教师的工资待遇和
普通学校一样，是不能令教师满意的。从表１看
出，选择对工作满意的教师，对工资待遇满意的

比例更高；相反，选择对工作不满意者，对工资

待遇不满意的比例更高。说明工资待遇满足感是

工作满意感的重要条件之一。那么，在工资待遇

的满意度上，性别、年龄、学历和学校类别是否

有差异？

表１１表明，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对工资待遇
持基本满意的比例更高，对工资待遇不满意的女

性教师人数比例高于男性教师。一般而言，男性

教师的经济压力更大，理应对工资待遇的要求更

高。也就是说，男性教师对工资待遇更不满意才

符合常理。但调查结果却相反，这是因为男性教

师的工资比女性教师高，还是因为男性教师更容

易说服自己适应社会，抑或是其他因素所致，尚

需进一步研究。

表１１表明，３０岁以下的教师对工资待遇的满
意度比例最高，显著高于３０～４５岁及４５岁以上年
龄段的教师，而不满意的比例，显著低于３０～４５
岁年龄段的教师。可见，３０岁以下的教师大多数
是学历较高的年轻人，毕业后的入职工资就较高，

可能也无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选择不满意的比例

较低。但是，３０～４５岁的教师恰恰是担负家庭经
济压力的年龄段，其中部分教师是当年的中师学

历，面临着学历提升、家庭经济等一系列的压力，

因此工资待遇满意度更低是可信的。这也说明，

３０～４５岁的教师群体更应该受到关注。
表１１表明，学历和学校类别在教师的工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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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满意度上差异不显著。就是说，无论是低学历还

是高学历，或者无论是盲校、聋校还是培智学校的

教师，对工资待遇的满意度差异均未达到显著

水平。

表１１　不同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当前学历对教师工资待遇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ｘ２检验

性别
男性 ８人 （１１８％） ３３人 （４８５％） １８人 （２６５％） ９人 （１３２％）　

女性 ３０人 （１１７％）１０９人 （４２６％）１０５人 （４１０％） １２人 （４７％）　
９４８５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２０人 （１９６％） ４９人 （４８０％） ２７人 （２６５％） ６人 （５９％）

３０～４５岁 １７人 （８９％）　 ７３人 （３８２％） ８７人 （４５５％） １４人 （７３％）

４５岁以上 １人 （３８％）　 １７人 （６５４％） ７人 （２６９％） １人 （３８％）

２０３２６

学校类型

盲校 ８人 （１１９％） ３３人 （４９３％） ２４人 （３５８％） ２人 （３０％）

聋校 １５人 （１１５％） ５３人 （４０８％） ５０人 （３８５％） １２人 （９２％）

培智学校 １５人 （１２１％） ５４人 （４３５％） ４８人 （３８７％） ７人 （５６％）

３７０４　

当前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６人 （１４６％） ２１人 （５１２％） １２人 （２９３％） ２人 （４９％）

本科 ２７人 （１０９％）１０６人 （４２９％） ９９人 （４０１％） １５人 （６１％）　

硕士 ４人 （１４３％） １２人 （４２９％） ８人 （２８６％） 　４人 （１４３％）

５６８６　

３．知识、能力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表１２所示，男性教师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满

足工作需要的比例高于女性教师，不满足的比例低

于女性教师。两者的差异显著，反映出男性教师对

自己的知识能力更有信心。

从年龄来说，３０岁以下的教师中有３２３％认为
自己的知识能力满足工作需要，而４５岁以上的教师
中则有４６２％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满足工作需要；

相反，３０以下的教师中有３６０％认为自己的知识能
力不满足工作需要，而４５岁以上的教师则无人持不
满足态度。就基本满足和不满足的态度比较而言，

３０岁以下和４５岁以上两组的差异显著 （如表１２所
示）。由此可见，年龄段越小的教师认为其知识能力

越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相反，年龄段越大，认为其知

识能力越容易满足工作需要。这说明，教师的知识能

力符合一般教师的知识能力与满足工作需要的规律。

表１２　不同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当前学历对教师知识能力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ｘ２检验

性别
男性 ２２人 （３２４％） ３２人 （４７１％） ８人 （１１８％） ６人 （８８％）

女性 ４３人 （１６８％）１５１人 （５９０％） ５０人 （１９５％） １２人 （４７％）
１１２９９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１７人 （１６７％） ４２人 （４１２％） ３６人 （３５３％） ７人 （６９％）

３０～４５岁 ３６人 （１８８％）１２４人 （６４９％） ２０人 （１０５％） １１人 （５８％）

４５岁以上 １２人 （４６２％） １４人 （５３８％） ０ ０

４６１１３

学校类型

盲校 １７人 （２５４％） ３７人 （５５２％） ９人 （１３４％） ４人 （６０％）

聋校 ２４人 （１８５％） ８２人 （６３１％） １５人 （１１５％） ９人 （６９％）

培智学校 ２２人 （１７７％） ６３人 （５０８％） ３４人 （２７４％） ５人 （４０％）

１３９９１　

当前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１１人 （２６８％） １９人 （４６３％） ９人 （２２０％） ２人 （４９％）

本科 ４７人 （１９０％）１４４人 （５８３％） ４１人 （１６６％） １５人 （６１％）

硕士 ５人 （１７６％） １６人 （５７１％） ７人 （２５０％） ０

５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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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学历在教师的知识能力满意度上无显著
差异 （如表１２所示）。实际情况是，学历为专科
以下的教师往往是年龄较大的教师，这些教师经过

多年的历练，已经能够适应教学需要。本科以上学

历者，尽管学历高，但需要进一步积累教学经验，

所以学历对知识能力是否影响判断的差异不显著。

当然，这不是说学历不重要，只是说明在教学实际

中，教师的教学经验更为重要。

从学校类别看，盲校教师比聋校、培智学校教

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更满意，但基本满足的人数比

例则低于聋校和培智学校，在满足和基本满足两项

上，三类学校差异不大；培智学校中有２７４％的
教师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不满足工作需要，显著高

于聋校１１５％的比例 （如表 １２）。这应该符合事

实，再次证明本问卷收集的数据是可信的。因为，

目前的培智学校已经招收大量的孤独症、脑瘫等学

生，而这些学生的教学与康复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提

出了新挑战。

４．进一步学习意愿的差异分析
如前所述，教师们乐意进一步学习的比例很

高。检验发现，性别差异不显著，年龄差异不显

著，学历差异也不显著 （如表 １３所示）。但是，
在盲校、聋校、培智学校三类学校中，盲校、聋校

教师在 “说不好”选项上比例高于培智学校教师

（如表１３所示），说明聋校、盲校中部分教师在是
否乐意进一步学习上认识不清晰。由此反映出特殊

教育学校的继续教育可能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比

如，盲、聋学校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热情激发等。

表１３　不同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当前学历对教师学习意愿的影响

变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说不好 ｘ２检验

性别
男性 ６２人 （９１２％） ０ ３人 （４４％） ３人 （４４％）

女性 ２３８人 （９３３％） ５人 （２０％） １０人 （３９％） ２人 （０８％）
５９５６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９９人 （９８０％） ０ １人 （１０％） １人 （１０％）

３０～４５岁 １７２人 （９０１％） ４人 （２１％） １１人 （５８％） ４人 （２１％）

４５岁以上 ２４人 （９２３％） １人 （３８％） １人 （３８％） ０

７８６４

学校类型

盲校 ５８人 （８６６％） ３人 （４５％） ４人 （６０％） ２人 （３０％）

聋校 １１９人 （９２２％） １人 （０８％） ９人 （７０％） ０

培智学校 １２０人 （９６８％） １人 （０８％） ０ ３人 （２４％）

　１６９０５

当前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１５人 （３６６％） ２４人 （５８５％） ２人 （４９％） ０

本科 ９１人 （３６８％）１３０人 （５２６％） １４人 （５７％） １２人 （４９％）

硕士 １５人 （５３６％） １２人 （４２９％） １人 （３６％） ０

６２３４

５．引发学习的动力因素差异分析
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和不同

学校类型来看，选择引发学习动力的相应因素

时，差异不显著 （如表１４所示）。也就是说，这
个总样本的排名是可信的，能够代表样本的真实

状况。

表１４　不同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当前学历对教师学习动因的影响

项　目
学习动力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更好地工作 心灵的需要 提高工资待遇 提升学历

性别
男性 ６２人 （９１２％） ５１人 （７５０％） ３５人 （５１５％） ３９人 （５７４％） ２７人 （３９７％）

女性 ２３０人 （９３８％） ２０１人 （７８５４％） １５８人 （６１７％） １２８人 （５００％） ９７人 （３７９％）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１００人 （９８１％） ８６人 （８４３％） ５７人 （５５９％） ５１人 （５００％） ４７人 （４６１％）

３０～４５岁 １７６人 （９０１％） １５０人 （７８５％） １１５人 （６０２％） １０４人 （５４５％） ６８人 （３５６％）

４５岁以上 ２４人 （９２３％） １２人 （４６２％） １８人 （６９２％） １０人 （３８５％） ７人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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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

项　目
学习动力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更好地工作 心灵的需要 提高工资待遇 提升学历

学校

类型

盲校 ６０人 （８９６％） ５０人 （７４２％） ４２人 （６２７％） ４０人 （５９７％） ２２人 （３２８％）

聋校 １１９人 （９１５％） １０１人 （７７７％） ８６人 （６６２％） ６９人 （５３１％） ４５人 （３４６％）

培智学校 １２１人 （９９２％） １００人 （８０６％） ６２人 （５００％） ５８人 （４６８％） ５６人 （４５２％）

当前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３９人 （９５１％） ２５人 （６１０％） １９人 （４６３％） １６人 （３９０％） １３人 （３６６％）

本科 ２３３人 （９３１％） １９８人 （８０２％） １５０人 （６０７％） １３６人 （５５１％） １０２人 （４１３％）

硕士 ２８人 （１００％）　 ２５人 （８９３％） ２１人 （７５０％） １１人 （３９３％） ６人 （２１４％）

三、研究结论

（一）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度较高，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达 ９１１％；教师
对工作满意的认知与性别、年龄、学历和学校类别

差异不显著，教师对工作满意度的认知是可信的。

（二）教师对工资待遇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

比例仅为５５５％，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师不满意工
资待遇，说明特殊教育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不高，

应该引起重视；对工作满意的教师，对工资待遇的

满意度更高，工资待遇满足感是教师工作满意的重

要因素；女性教师和男性教师相比较时，更倾向于

“说不好”自己是否对工资待遇满意，且差异显

著，说明女性教师对待遇认知清晰度低于男性教

师；３０岁以下年龄段的教师显著比３０～４５岁的教
师更满意自己的工资待遇，３０～４５岁年龄段的教
师应该受到更多的待遇关注；对工资待遇满意与否

和学历、学校类别的差异不显著。

（三）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满足工作需要的教

师达到了７６６％，接近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说不
好自己的知识能力是否满足工作需要，说明大多数

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认知较低；对工作满意的教

师对自己知识能力满足的认知显著高于对工作基本

满意的教师，说明工作满意的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

力的认知更为清晰；对工资待遇满意的教师选择自

己的知识能力满足工作需要的比例也高于基本满

意、不满意、“说不好”的教师，说明对工资待遇

满意的教师可能更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男性教师

比女性教师对自己的知识能力认知更清晰，年龄段

小的教师相比年龄段大的教师，认为自己的知识能

力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且差异显著；学历和教师对

自己知识能力的认知差异不显著，说明特殊教育学

校的教学经历很重要；培智学校中有２６％的教师
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不满足工作需要，显著高于聋

校、盲校教师，原因在于培智学校学生的类型比过

去更为复杂，或者培智学校的职前和职后培养存在

亟需改进的问题。

（四）绝大多数 （９２６％）教师乐意进一步学
习，这和性别、年龄、学历与学校类别的差异不

显著。

（五）在研究的８个引发教师进一步学习的因
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

效果、为了更好地工作、学习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和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这和工作满意度、工

资待遇满意度、知识能力认可度、是否乐意进一步

学习的分布相似，与性别、年龄、学历、学校类别

差异不显著，说明教师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主要是为

了工作和心灵的需要。

［参考文献］

［１］刘全礼．聋校教师的专业素质研究 ［Ｊ］．中国特殊教

育，２０１０（１０）：４４－４９．

［２］刘全礼．盲校教师的专业素养研究 ［Ｊ］．中国特殊教

育，２０１４（１２）：７４－７８．

２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