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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鉴于农村教师发展的实际诉求，本研究以中国东北地区Ｙ县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为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农村教师专业知识来源、教师专业知识水平（教育理论知识、课程知识、学

科内容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教师专业知识困惑等方面进行调查，以期待反映我国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专业

知识的发展瓶颈和困惑。通过调查发 现，我 国 农 村 教 师 专 业 知 识 存 在 着 诸 多 问 题，针 对 问 题，本 研 究 从 国

家、学校、教师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农村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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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知识是教师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根基。以往关于教师专业知识的认识，部分人局限于学

科知识、学科技能知识等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认识限制了教师专业的发展。自美国研究者舒尔

曼［１］４－１４关于教师专业的研究，打破了以往教师专业知识研究的局限，使教师专业知识的研究逐步成为

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基于我国教师教育的实际现状，特别是农村师资短缺、专业知识匮乏

等诸多方面的“实然”状态，针对农村教师专业知识来源、教师专业知识水平、教师专业知识困惑等方面

进行的实然研究，成为当前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然”诉求。

一、调查设计

（一）调查内容

为了获取教师专业知识的来源与发展水平的“实然”状况，本研究借鉴美国研究者舒尔曼［１］４－１４及国

内影响较大的林崇德、申继亮［２］等对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研究，并参照由东北师范大学马云鹏教授主持

的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项课题（教师司［２００８］２３号）研究成果，确定了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基本结

构，即包含本体性知识（即学科内容知识）、条件性知识（包含教育了理论知识、课程知识）、教学性知识

（即学科教学知识）（如图１所示）。基于该结构，本研究的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村教师专业知识来源调

查；农村教师专业知识水平测查（教育理论知识、课程知识、学科内容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农村教师专

业知识发展困惑及解决策略的意见调查。

教师专业知识基本结构

本体性知识（基础性）：学科内容知识

条件性知识（辅助性）
教育理论知识｛课程知识

教学性知识（实践性）：

烅

烄

烆 学科教学知识

图１　教师专业知识的基本结构

１８１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2.06.057



（二）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Ｙ县的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为研究对象，涵盖Ｙ县的１１个乡镇。采取集中测查

的方式，共发放问卷１５０份，回收１３５份，有效问卷１２２份。同时，访谈７名经验丰富的农村小学语文教

师（以１０年以上教龄为参照标准）。

（三）调查工具

本研究借鉴并修订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项课题（教师司［２００８］２３号）研究成果———《小学语文教师

专业知识调查问卷》，问卷设计除了指导语和个人基本信息，共包含三部分。访谈提纲主要围绕一线教

师对专业知识 的 整 体 认 识、课 堂 教 学 中 知 识 的 运 用 及 教 师 培 训 等 方 面 进 行 设 计。本 研 究 使 用 软 件

ＳＰＳＳ１１．５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和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录入、管理与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农村语文教师专业知识来源状况

本研究参照范良火《教师教学知识发展研究》［３］的相关成果，对Ｙ县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获

取途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职前教师知识获取途径主要来自师范大学的语文专业课、教法课、教育

实习、微格教学等方面。职后教师主要通过学历补偿教育、在职培训、教学经验与反思、教学观摩、和同

事的日常交流、阅读专业书刊获取。

图２　语文教师专业知识获取途径

　　

图３　教龄与教师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问卷样本的占有率来看，数据图２显示：语文专业课约占５７．４％，语文教法课约占５４．６％，
见习和实习约占５８．２％，微格教学法约占３２．８％，其他约占８．２％；从调查可以分析出，农村语文教师专

业知识的多来源于学生时代师范培养课程，而后续的教学实践也成为教师专业知识来源重要渠道。且

知识的来源呈现多元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统一。职前与职后的教师专业知识来源有明显的差异，同

时，也反映了农村语文教师专业知识来源的不足与匮乏。

（二）农村语文教师专业知识水平状况及问题分析

１．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的整体状况

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整体水平很低，总平均分低于及格分；教育理论知识和学科内容知识状

况要好于课程知识与学科教学知识，前两者知识水平基本合格，后两者未达教学基本要求；农村教师专

业知识水平高低的差距非差显著。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东北Ｙ县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整体状况

知识类别 满分 平均分 及格分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正确率／％

教育理论知识 １１　 ６．７２１　３　 ６．６０　 １．６７７　５７　 １１．００　 ２．００　 ６１．１０
课程知识 １８　 ９．６３１　１　 １０．８０　 ２．３７４　８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３．５１

学科内容知识 ２４　 １６．６１４　８　 １４．４０　 ２．７０１　２３　 ２１．０　 ９．００　 ６９．２３
学科教学知识 １５　 ４．０４９　２　 ９．００　 １．８５７　９８　 ９．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９９

总分 ６８　 ３７．０１６　４　 ４０．８　 ５．１２４　８６　 ５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４．４４

　　从整体分布来看，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分布不均衡；对知识的获取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同时，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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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学科知识的重视，对教师的专业知识其他方面重视程度不够。

２．教龄、学历与教师专业知识的关系分析

教龄与教师专业知识关系：调查分析得知，教龄在１—３年的教师与教龄在１８年以上的教师在专

业知识总得分上差异性十分显著（Ｐ＝０．０００＜０．０１），教龄在１８年以上的教师与教龄在１３—１５年的教

师在专业知识总分上差异性十分显著（Ｐ＝０．００６＜０．０１），同时与教龄在１０－１２年的教师在专业知识

总分上表现显著差异（Ｐ＝０．０１４＜０．０５）。其他教龄段组的教师在专业知识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教

师专业知识的发展在教龄的不同期，有不同程度的起伏与变化，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如图３所示）。
第一学历与教师专业知识关系：第一学历越高，教师专业知识水平越高；中专教师与大专教师的专

业知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６８＞０．０５），大 专 与 本 科 教 师 的 专 业 知 识 差 异 性 也 不 显 著（Ｐ＝０．５１５＞
０．０５），而中专教师与本科教师的专业知识存在显著的差异性（Ｐ＝０．０２８＜０．０５）（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学历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

学历（Ｉ） 学历（Ｊ）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Ｊ）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Ｓｉｇ．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Ｂｏｕ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

中专 大专 －２．０８４　０　 １．１３１　８７　 ０．０６８ －４．３２５　３　 ０．１５７　２

本科 －３．１４８　１（＊） １．４１１　５１　 ０．０２８ －５．９４３　１ －０．３５３　２

大专 中专 ２．０８４　０　 １．１３１　８７　 ０．０６８ －０．１５７　２　 ４．３２５　３

本科 －１．０６４　１　 １．６２８　１５　 ０．５１５ －４．２８８　０　 ２．１５９　８

本科 中专 ３．１４８　１（＊） １．４１１　５１　 ０．０２８　 ０．３５３　２　 ５．９４３　１

大专 １．０６４　１　 １．６２８　１５　 ０．５１５ －２．１５９　８　 ４．２８８　０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５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差异显著）。

从调查的分析得知，学历的高低程度影响教师专业知识的水平，且呈现学历越高，教师专业水平越

高的趋势。该县农村语文教师的学历多集中于中专与本科之间，且高学历较少，曲线走势呈下降趋势，
可见，该县语文教师整体的专业知识水平不容乐观。

分析表明，该县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的发展遇到了发展的困境与瓶颈。首先，教师对专业

知识构成认识偏颇。个人知识、缄默知识等词汇作为“个性化教育”的产物，逐渐成为当前教师专业知识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被调查的教师仍然将专业知识等同于学科知识。其次，教师专业知识获取时空有

限。调查发现，农村小学教师工作繁重，学习时间不充沛；教师培训机会有限；同时，在获取专业知识方

式、财力、学校支持等方面都会受到阻碍。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无法进行发展。再

次，教师专业知识供给与需求相矛盾。若将师范大学和培训机构视为教师专业知识的供给者，一线教师

则为知识的需求者，供给者向教师所提供的知识更多偏向理论知识，而需求者在有限时机里，希望从供

给者那获得立竿见影的教学实践知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最后，教师专业知识发展停滞不前。１５年

以上教龄的教师专业知识发展虽然趋向稳定，但开始呈现下降趋势，１８年以上的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甚

至出现倒退现象。

３．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知识的具体状况

结合图３四种知识的曲线趋势来看，教师知识来源与知识水平的现状不容乐观，教师知识来源不

足，知识发展水平有下降趋势。本研究将基于教育理论知识、课程知识、学科内容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

四种知识，对该县农村语文教师的问题进行深度解析。
教育理论知识薄弱，科研知识匮乏。教育理论知识整体水平基本合格，总平均分高于及格分；随着

教龄的增加，教龄在１－６年和１０－１５年的教师教育理论知识水平不断提高，６－１０年和１５年以上教龄

的教师教育理论知识水平逐渐下降；整体上，教育理论知识发展呈下降趋势。从数据分析得知，该县农

村小学语文教师存在：（１）语文教育理论知识薄弱。农村教师对新课程的基本理念能够掌握，但是深入

语文学科，他们的语文教育理论知识掌握不好；（２）科研知识匮乏。农村教师除了教研组活动外，教师的

个人研究很少，并缺乏研究指导。
学科知识不扎实，知识视野狭窄。从调查数据分得知，该县农村语文教师课程知识整体水平较低，

总平均分低于及格分；教师课程知识水平高低分的差距显著；各个教龄段教师的课程知识都不及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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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在１０—１５年教师的课程知识水平最高，在６—９年课程知识水平最低；教龄在４—６年教师课程知识

水平明显下降，直到教龄达到１０年以上，课程知识有所提高，但是１８年以上的教师课程知识水平仍然

低于其他各教龄段教师（４—６年教龄段除外）。从而得知其问题表现在：第一，基础知识不扎实。比如

问卷中对词语理解、成语的考查，答对人数不到一半，教师的书写也很不规范。第二，知识视野不广阔。
问卷调查显示，在对中外、古今文学常识测查，有近３０％的教师存在问题。

课程知识理解概而不全，课程理解的停而不前。从数据分析得知，该县语文教师学科内容知识整体

水平合格，是四种知识得分情况最好的；各个教龄段教师学科内容知识都合格，均在平均知识水平以上。
但教龄在９年以下教师学科内容知识水平明显下降，直到教龄达到１０年，学科内容知识缓慢提高，教龄

在１８年以上教师科学内容知识水平再次下降，并下降幅度较大。从数据分析可得知，农村语文教师学

科内容知识存在：课程理解概而不祥。课程知识总平均分较低，访谈中了解到教师对其掌握不深；对课

标中新增知识不熟悉。如口语交际是语文课标新增内容，但调查发现教师对新课标的内容掌握并不准

确等方面的问题。
学科教学知识墨守成规，不思改变。学科教学知识在四种知识中得分最差，整体水平很低；教龄在

１—６教师学科教学知识水平明显下降，但随着教龄的增长，学科教学知识水平逐渐提高并趋向稳定；根

据卷面反馈，１—３年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得分最高，教学中能够渗透新思想，运用新方法；绝大部分教师

仍然墨守成规。结合部分教师的访谈而得知，该县农村小学语文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在某一时期并无明

显变化，部分教师专业知识在获得一定增长后，存在满于现状、不求变化的现象。学科教学知识一般表

现为教师“怎么教”“怎么做”。从问卷反馈看，绝大部分教师对问题的回答是“答非所问”，访谈中也发

现，一些教师对自己在课堂上学生发生异议问题的处理上，往往不知如何去有效指导而简单化处理。

三、中国农村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解决策略

（一）建构与完善符合农村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模式

为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提供发展的策略，应建构较为有效的发展模式。以东北师范大学基于多年

的探索与实践，而创造性的提出了“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合作”即 Ｕ－Ｇ－Ｓ合作教师教育教师

培养新模式；本模式建立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验区。以东北师大→实验区→东北师大的循环互助方式，
多渠道为实验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为首届免费师范生创造优良的实习条件。规模上，与东北三省的

２３个县（市）和１０５所中小学达成协议，形成了多功能综合性实验区；成效上，提高了师范生的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和学科教师的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和科研能力；推动了实验区的教师专业发展，提高了实验区教

师培训机构的教育能力。从当前的探索与实践来看，东北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改革模式，为教师专业知

识的发展提供了可 践 行、可 操 作 的 实 践 模 式。同 时，也 为 我 国 教 师 教 育 改 革 的 模 式 提 供 了 可 借 鉴 的

经验。

（二）创建与完善农村教师专业知识标准，实施多元化的教师评价形式

为有效地促进农村语文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与完善，国家应给予良好的国家环境即创建与完善有

利于农村语文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环境。首先，在教师专业知识标准化方面，我国的《教师职业资格认

证》虽然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可参照标准，但缺乏实施的可操作性。因此，国家应保障教师专业知识

标准化尽快出台。其次，在教师评价机制方面，为了贯彻教师评价机制有效实施，对教师专业知识评价

应尽量做到评价主体多元、评价内容全面、评价方式多样等。但近些年随着教育的不断扩招，师范生的

培养和教师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东北师大创新Ｕ－Ｇ－Ｓ教师培养模式，有效地解决这两大问题。

（三）建构适合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校与校”、“师与师”合作交流有效平台

为了促进农村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发展，学校应该给予适合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校与校”、“师与

师”合作交流有效平台。首先，在条件保障方面，学校应减轻教师工作负担，从体力、时间上保障教师轻

松愉悦的学习；并给予充分学习与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并提供积极的环境支撑，使教师有良好的教学探

索与研究的空间。其次，校本培训方面，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多样化校本培训，例如专家引领式、
主题汇报式、集体讨论式、课例分析式等形式。再次，合作发展方面，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教师谋发

展，如ＵＧＳ教师培养模式，与大学全面合作共同谋发展；除此之外，还可与同等地位的其他学校合作，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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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与校、师与师合作交流的平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四）建构农村教师专业知识的学习共同体，不断提升教师自我反思能力

为教师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提供成长的载体即专业知识的学习共同体。从教师专业发展的主体

性层面来讲，要保障教师主体地位，创建知识学习共同体，提升反思能力。首先，要保障教师在知识发展

中的主体地位。教师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者，也是知识的建构者，要增强教师在知识选择、知识运用方面

的选择权与决定权；同时尊重教师的个体差异，为培养不同风格的教师创造有利条件。其次，鼓励教师

多形式的自我反思，提升教师自我反思能力。如撰写生活史、教学日志、课后总结与札记，也可以运用网

络资源撰写博客、分享日志等形式践行。再次，采用多样化教师培训形式，如参与式培训、案例式培训、
研究式培训等。最后，构建教师专业知识学习共同体。鼓励教师之间多对话、多交流，多借鉴，促进教师

专业知识的整体发展。与名师对话、与同事交流是有效提高教师专业知识的两种方式。
总之，该县农村教师教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挑战。

我们应秉承传统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经验，不断的创新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为教师的专业知识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国家环境、学校环境、自我反思的环境，同时也需要有较为可行的实践模式。教师只有具备

完善的知识结构，实现本学科的专业知识的有效整合，才能充分体现教师教育教学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才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４］。因此，无论是国家层面、学校层面，还是教师自我发展层面都需要不断的

进行创新与探索，以促进我国农村语文教师专业知识的不断发展。为我国农村的教育提供良好的师资，
从而，繁荣我国的农村教师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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