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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现状调查研究

———以昆明市官渡区为例

张素娟，朱维宗

（云南师范大学 数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为摸清中小学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完善其培养工作，在昆明市官渡区中小学范

围内开展问卷调查．从骨干教师的基本情况、压力来源、专业成长交流平台等５个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他们中绝大多数工作环境好，有较强的自学、教学和管理能力，对自己有较高期望，认为成立
教学团队是有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但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会造成部分教师产生职业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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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国家为了提高中小学生受教育的质量，
改善中小学面临教育质量低下的状况，从一批富

有教育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中把表现突出的优

秀教师选拔出来，并将其称为骨干教师［１］．顾明
远［２］在《教育大词典》中认为“骨干教师指的是

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较高，在教育、教学和科研

工作中起核心作用的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如
今骨干教师代表着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较高的

文化素养，较强的自学能力，正确的教育思想，扎

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深厚的教学功底，较强的教

育科研能力和教学改革意识的一类教师，他们在

学校发挥着表率和示范作用．而对他们社会生活
和职业生活的时刻关注是促进其健康良好发展

的前提条件．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昆明市官渡区中小学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３５０人为调查对象，以便摸清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的现实状况，以便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学科带头人、骨



干教师的培养工作，使其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１２　方法

调查方式主要为问卷调查和访谈．共发放问
卷３５０份，收回 ３２３份，回收率 ９２２９％．问卷有
２０题，其中前１９题为选择题，主要调查被试者基
本情况、压力来源、成长交流平台、阻碍其发挥示

范作用的原因以及他们对业务增长的期待．第２０
题为开放性题目，请被试者谈一谈作为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的感悟之言．同时，为深入地了解
昆明市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成长状况，依据非随机

取样中立意取样的原则［３］，选取了参与问卷调

查的６位市级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省级骨干教
师为访谈对象，探究他们的专业成长轨迹．

２　结果及数据分析

２１　数据预处理
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

析．数据处理过程为：
１）对数据进行录入和预处理，其中多选题按二

分法录入；

２）通过两步聚类法和快速聚类分析对题目在
理论数据上进行分类；

３）结合问卷设计的初衷及调查目的，从５个方
面对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快速聚类分析后形成的各类样本之间的方

差协性分析（ＡＮＯＶＡ）结果见表１．

表１　方差协性分析

编号
聚类 误差

均方 自由度 均方 自由度
组方差值 显著性

Ａ ２０３６５１７０ ４ ２１０９９９６ １４ ９６５２ ０００１
Ｂ １０７８６５１９ ４ ２７０５８３７ １４ ３９８６ ００２３
Ｃ １０８８６４２９ ４ １４８１６３７ １４ ７３４８ ０００２
Ｄ １８５１６８１９ ４ ７３７８０４ １４ ２５０９７ ００００
Ｅ １８０１３８８４ ４ ３５２２２９ １４ ５１１４３ ００００
Ｆ ５８２５８５８ ４ ０５１４ １４ １１３２８０５７ ００００

　　 从表１结果可以看出，除 Ｂ选项外，其余选项
在５类分析之间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１，差
异都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从５类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来看，将题目分为５类是合理的．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的基本现状

１）被试教师学校所在地分布如下图１所示．调
查结果显示，官渡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有１８８人
（５８２％）所在学校处于城区，９４人（２９１％）所在
学校处于郊区，４１人（１２７％）所在学校处于边远的
农村，由此可见，官渡区教师专业成长存在明显的地

域差异性．今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需着力于改善边
远农村地区教师成长环境．

２）成为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需要教师孜
孜不倦的努力．教师教龄统计图（图 ２）表明，在
３２３位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中有 １５５人的教龄
在１１～２０ａ，１２０人的教龄在 ２０～３０ａ，３０人教
龄在３０ａ以上，仅有１８人的教龄在１０ａ以下．这
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要成长为一名优秀教师需要

时间的积累和岁月的沉淀．

３）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在学校日常工作生
活中必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事实上从
下图３中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学校兼任
班主任、教研组长、年级组长等职务，这也表明必要

的行政职务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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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的压力来源
１）骨干教师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学生安全、学生

成绩及学校考核３方面（见下表２），其中有８３９％
的教师觉得学生安全是主要压力，由此可见，学校加

强学生安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表２　骨干教师的压力来源

压力来源 学生成绩 教材变革 升学 学校考核 学生安全

计数 ２２１ １３６ １２８ １９６ ２６０

百分比／％ ７１３ ４３９ ４１３ ６３２ ８３９

２）下表３表明，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认为
“终身学习能力”是成为骨干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其

次是教师的教学水平，第三是科研能力，最后是职业

道德和创新能力．此调查结论也可为官渡区今后的
骨干教师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表３　骨干教师应突出表现的素质

教师素质 教学水平 职业道德 创新能力 科研能力 终身学习

计数 １７８ １４７ １４５ １４８ １８６

百分比／％ ５７８ ４７７ ４７１ ４８１ ６０４

２２３　骨干教师成长交流发挥的平台
１）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都参加过各种培训，

培训层次从区级到国家级都有涉及（见图４），这是
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教

师培训对促进教师的成长有很大帮助的．

２）有３５９％的教师认为自主研修是提高业务
水平的主要方式（见下图５），而培训、观摩实践、专
题讲座等是辅助手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３２３位教

师中没有人赞同专题讲座能够帮助提升自己的业务

水平．现代专业主义强调对教师灌输理性知识、权威
知识和标准化知识，培训模式上倡导专家讲座式的

培训［４］，这是一种外在要求下的类似“强迫”式的被

动发展［５］，这项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希望的是自我主

动发展．
３）成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之后，外出学习、

培训的机会增多．下表４表明，这对教师专业成长帮
助是最大的，其次，能够接触更多的学科专家对他们

的成长也很有帮助．

表４　成为骨干之后对专业成长有帮助的因素

对专业成长

有帮助的因素

外出学习、

培训的机会
接触更多专家 学校的重视

计数 １３３ １０２ ８３

百分比／％ ４７０ ３６０ ２９３

综上，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外出学习、与

专家的直接交流都是骨干教师专业成长的很好平台．
２２４　阻碍教师发挥示范作用的原因

１）成为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之后，所要承担
的责任增多，面对的压力也会更大．调查显示，教师
成为骨干教师之后，压力更多地来自对自身综合素

质的高要求，以及学校、家长、社会的期望（见下表

５）．同时也可看出，大部分骨干教师每天工作在８～
１０ｈ以上．

表５　主要压力与工作时间的关系

工作时间
教学质量压力

学校、家长、

社会期望压力
自身高要求

计数 计数 计数

８ｈ以下 ２ ８ １１

８～１０ｈ ５０ ７２ １２４

１０ｈ以上 ３０ ３８ ３３

２）约８０％的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产生了
职业倦怠感（见下表６），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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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成为损害教师身心

健康的首要问题［６］，学校及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

进行有效干预．
表６　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是否有职业倦怠感 有 还没有 有一点

人数 ６３ ７２ １８８

百分比／％ １９５ ２２３ ５８２

３）上图４表明，几乎全部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
人都参加过不同层次的培训，但下图 ６显示，仅有
１８０６％的骨干教师对现有的培训模式感到满意，其
余则认为还可以或觉得其令人不满意．

综上，当教师成为骨干教师之后，由于对自己或

认为别人对自己有较高的期望值，因此他们人为地增

加工作、学习时间，从而导致其产生了职业倦怠感．此
外，他们对现有骨干教师的培训模式感到不太满意．

２２５　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对业务提高的期待
１）多数骨干教师认为组建或参与相应的团队

才能使学科教学水平更上一个台阶（见下表７）．此
外，多指导青年教师和专注于教育教学研究也能够

促进骨干教师更好地起到带头作用．
表７　骨干教师怎样才能更好地起好带头作用

带头方式
自己多上

示范课

指导青年

教师

专注教育

教学研究
组建团队

计数 ４６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６５

百分比／％ １５３ ３４６ ３４２ ５４８

２）各个年龄段的教师对骨干教师以何种方式
起示范作用的态度是一样的（见下表８），多数认为
组建团队是教师专业成长一种有效手段．
２３　小学数学教师专业成长共性讨论

通过对６位小学数学教师的访谈，深入了解每
位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发现尽管每位教师成长方

式各有不同，但是，却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１）坚定的专业理想．每位教师最初选择数学教
学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随着他们对数学学科的深

入了解，他们逐渐对数学及数学教育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随着时间的沉淀这种感情慢慢变为一种理想，
甚至是一种信仰，指引他们在数学教学道路上前行．

表８　不同年龄段骨干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式

年龄段
自己多上

示范课／％

指导青年

教师／％

专注教育

教学研究／％

组建

团队／％

２６～３０ ９１ ３６４ １８２ ７２７

３１～３５ １９７ ３６４ ３７１ ５６１

３６～４５ １３０ ３３１ ３１３ ５７２

４６以上 １５５ ３６２ ４１４ ４３１

２）积极提升数学教学能力．数学教师的教学能
力主要是指教师钻研处理教材、整合数学课程资源、

设计教学（备课）、组织实施教学、对教学评价以及

数学解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数学教师的基本能力，
同时也是评价一位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因素，这种

能力并不一定会随着教师教学时间的积累而提高，

更多的需要教师积极主动的发展．
３）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终身学习正在成为人

们至关重要的生存责任，也正在成为人在未来社会

中的一种生存方式［７］，这对数学教师乃至所有教师

而言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学习先进的数
学教育理论，了解国内外小学数学教学改革与发展

的经验，完善数学学科知识体系，提高数学文化素养

等都需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４）合作．“磨课”是课堂教学研究的一种形象

说法，也是数学教师之间合作的一种常见方式，包括

备课—上课、听课—评课等环节，所有环节都需要教

师集体参与．在几位数学教师成长历程中都有几次
终生难忘的课赛经历，而课赛前的“磨课”阶段都让

教师“痛并快乐着”，并且他们都表示这些经历能够

大大提升数学教师的专业技能．

３　小结

通过对对官渡区中小学３００多位骨干教师及学
科带头人的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教龄多数在１０～１５ａ
之间．他们中有５８２％分布在城区，２９１％分布在郊
区，而仅有１２７％的骨干教师在边远的农村地区．
２）被调查教师普遍认为要成为骨干教师、学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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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首先，需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其次，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最后，在教

师生涯中担任班主任工作或被选拔到学校中层岗位

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对他们的专业成长有较大的帮助．
３）被调查的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中绝大多

数都能处理好与学校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工作

环境较好、心情愉快．他们成长为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之后对自己的期望较高，同时也能感受到环境

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他们平时工作压力较大，
工作时间较长，这也造成部分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逐渐产生职业倦怠感．
４）被调查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认为，教师

专业成长最好的途径是成立教学团队．在团队中要
有明确的目标、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此外，他们认为
目前的教师职后培训模式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帮助不

够明显，他们希望今后的教师培训能更有针对性．大

部分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还有意愿进一步提升他

们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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