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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 自我发展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基于 叶 圣 陶 教 师 自 觉论 的 视 角

何 勇 军

【
摘 要

】
本 文 以 叶 圣 陶 教 师 自 觉 论 为 理 论 基 础

，
以 苏 州 市 １ １ 所 高 中 １ ２００ 多 名 在 职 教 师 的 问 卷 调

查 数 据 为 依 据
，
研 究 影 响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因 素 。 调 查 发 现教 师 内 在 因 素 与 学 校 环 境是 影 响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主 要 因 素
，
绩 效 考 核 、 职 称 评 定 、 继 续 教 育 等 外在 因 素 对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展 的 影 响 有 限 。 在 推

进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过程 中
，
学 校 应 当 以 塑 师 魂 、 强 师 德 为 手 段

，
引 导 教 师 角 色 再 认 知

，
树 立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意 识
；
完 善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机 制 ，

搭 建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平 台
；
加 强 教 师 心 理 资 本 开 发 ，

提 升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感
，
唤 醒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原 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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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２０ １ ５ 年 度 叶 圣 陶 专 项 重 点 课 题
“

叶 圣 陶 教 师 自 觉

论 与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实 践 研 究
”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课 题 编 号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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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 陶认为
，
中 国 当代教师首先应对 国家和 民业 自 我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
具有研究 的价值与意义 。

族 、对 自 己 的事业负责
，
培养一种思想 和精神 的

“

自本研究专 门 编制 了 《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现状调

觉
”

。 这种
“

自 觉
”

，
具体体现为教师对 自 己 职业的高查 问卷 》 （

以下简称
“

调查问卷
”

） ，
对江苏省苏州市

度负责 、
理想追求和满意体验 。 叶圣 陶教师 自 觉论思 １ １ 所普通高 中 的在职教师进行 了 抽样调查研究

，
共

想 的基本 内 涵包括师魂 、师德与师能 ，
它是叶圣 陶教收 回 １ １ ８ １ 份有效问卷

，
本文将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

育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教师在教育信仰 的基础分析 ，

从而对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提 出 相应 的建议 。

上追求 的
一种专业 自 觉

，
是教师 自 觉地把职业活动一

、 当代教师对影响教师专业 自我发展的因素认知

当作研究对象
，
能够理性审视 自 身的专业水平与职为有效 了解教 师专业 自 我发展力 的形成机制

，

业活动 的 自 觉行为 。它至少有三个特征 ：

一是能 自 觉找 出影响 当代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 的 主要 因 素
，
本调

意识到提升专业水平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并为提升查问卷在文献研究与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
设定 了 十

专业水平表现 出 极强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

二是能 自个可能对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产生影响 的 因 素作为选

觉意识到 当前教育活动特别是学校教育活动 中存在项
，
被调研的教师根据 自 身的实际情况

，
选 出对 自 身

的 问题
，
并加 以创造性地解决

；

三是有
“

超 自 我
”

的专专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的 因素 （
见表 １

） 。

业认识
，
有教育信仰和科学的教育观念

，
能 自 觉将职从表 １ 可知

，
为 了提升课堂效率与教学水平是

业规划作为生涯规划 的重点
，
有职业幸福感 。教师选择专业 自 我发展的 明显因素

，
占 比达 ４４％ 。 此

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是实现教师专业
“

内驱式
”

发外
，
个人的职前经历与兴趣爱好 、职业理想与教育信

展的有效途径
，
是教师在职业生涯过程 中 自我完善的仰 、校 园环境与科研氛围 、 良好的 阅读与反思 习惯都

需要
，
通过不断地 自 我描述 、 自 我评价 、 自 我调整 、 自对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有较强 的影 响

，
占 比均在 ３０％

我激励
，
最终提髙专业能力 的发展形式 。研究 自 觉论以上 。与此 同时 ，

绩效考核 、职称评定 、继续教育对教

视野下的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
，
不仅可 以进一步丰富师专业 的 自 我发展影 响较小 。 调 查 发现 ，

有接近

叶圣 陶 自 觉论思想的理论 内 涵
，
而且还能为教师专４０％的教师对专业 自 我 发展表示

“

说不清楚
”

，
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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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影 响 教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因 素 调 查 总统计表表 ２ 影 响 教 师 专 业 自 我发 展 程 度 高低 的 因 素 差异对 照 表

选 领 ｜

人数 占 比％
￣

专 业发展程度 高 专 业 发展程度低
选 项

Ａ ．绩效 考 核 １ ３０ １ １ ． ０人数百 分 比人数百分 比

Ｂ ． 职称 评 定 １ ５０ １ ２ ． ７Ａ ４４ １ １ ． ９ ５ ５ １ ０ ．０

Ｃ ． 继 续教 育 １ １ ３９ ． ６ Ｂ ５０ １ ３ ． ６ ６２ １ １ ．２

Ｄ ． 教 学基本功 竞 赛 ２ ３ ９２０ ． ２ Ｃ ４７ １ ２ ． ７ ５ ８ １ ０ ． ５

Ｅ ． 个人 的 职 前 经 历 与 兴趣 爱好 ４３ ３ ３６ ． ７ Ｄ ９６ ２６ ． ０ ８ ９ １ ６ ． １

Ｆ ． 有较 强 的 职 业 理 想 和教 育 信仰 ３ ９６ ３ ３ ． ５ Ｅ ２ １ ６ ５ ８ ． ５ １ １ ７２ １ ．２

Ｇ ． 学校人文环 境 与 积极 的 教科研 氛 围 ３ ８６３ ２ ． ７ Ｆ １ ５ ７４２ ． ５ ８０ １ ４ ． ５

Ｈ ． 为 了 提升课 堂 效 率 与 教 学 水 平 ５ ２０４４ ． ０Ｇ １ ８２４９ ． ３ １ １ ６２ １ ．０

Ｉ ． 良好 的 阅 读 与 反 思 习 惯


３ ７ ８３ ２ ． ０Ｈ １ ９ ３ ５ ２ ． ３ １ ８０ ３４ ． ５

Ｊ ．说 不 清 楚
，

但 总 体 感 觉 教 师 专 业 应 当 发展４４ ８３ ７ ． ９ Ｉ １ ２６ ３４ ． １６ １ １ １ ． ７

项人数在调查结果 中 高居第二
，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Ｉ＾＿－＿＿＿＿—＿＿—＿＿

３６ －４

明
，
部分教师的专业发展的意识仍 比较欠缺 。的作用

，但效果均不大 。

二
、教师专业 自我发展程度和形成因素的 比较研究三

、教师 自 觉论与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的关 系研究

从上文的分析可 以看 出 ，
数据 中 出 现较多教师从前面的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 ，

上述诸因素 中
，
除

对专业 自 我发展不清晰 的答案 ，
甚至有些答案基本了ｊ 因素外

，
其余因素都对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有积极

是随意作答 的无效答案 ，
所 以其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影响

，
但影响程度有所不 同

；
另外

，
它们与教师 自觉论

反映实际问题 。为 了进
一步发掘 出有效的信息 ，

本研思想所倡导的
“

师魂 、师德 、师能
”

三位一体的理论内涵

究对其 中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程度高与专业发展程度相关度较大 。 为进
一步研究影响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的

低 的答案进行 了 归类 、 比较 、分析 。 调査问卷对教师内在原因
，

也为探寻教师 自觉论在促进教师专业 自 我

专业 自 我发展 的程度进行 了 调研 ，
包括 ４ 个题 目 ：发展方面的现实意义

，
有必要从教师 自 觉论的视角进

（
１

）您认为 自 己在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 中 的程度如何
；

一步分析影响教师专业 自我发展的 内在原因 。

（
２

）您在苏州 市级学科能力 竞赛 、基本功或命题竞赛 １ ？ 师魂素养对教师 专 业 自 我发展的 影 响 力 研究

中 的获奖情况
； （

３
）您在工作 中进行 自 我反思或 以 书我们将对教育力量充满信仰 ，

能 自 觉地将教育

面形式进行教学反思 的 次数 ； （
４

）您工作 以来 ，
在省事业作为 自 己 的 神圣使命

，
并能在教学实践 中 身体

级及 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的数 目 。 本研究把 ４ 题答案力行的人
，
理解为具有师魂素养 的人 。师魂素养的高

均作 出积极 回答者认定为
“

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程度低 与教师的职业动机息息相关 ，
职业动机可 以较全

高
”

，
将在第一题 中选择

“
一般

”

，
在第二 、

三题中有较面地反映 出一个教师的师魂素养高低 。 表 ３ 是具有

积极选择
，
但在第 四题 中论文发表数量较少 的对象 ，不 同 的职业动机 的教师在专业 自 我发展程度高和低

认定为教师专业发展程度低 。 将在第
一题中选择

“

无表 ３ 师魂素 养对教师 专业 自 我 发 展 的 影 响 差 异对 照 表

发展＇但又在第二 、三 、 四题 中选择较积极 回应 的 自


１

专 业 发展
｜

专 业发展

相矛盾的研究对象
，
定义为无效 目标

，
不列人研究范选 项程度 高程度低

围 。根据上述统计的结果来看 ，
教师专业 自我发展程度人数 百 分 比 人数

｜

百 分 比

高的有效问卷有 ３６９ 份
，
专业 自 我发程度低的有效问Ａ ． 教 师 职 业 的 社会地位较 高



卷有 ５ ５２ 份
，
各选项 的选择人数和 占 比统计如表 ２

。且 受人 尊 敬
，

工 资 收入 也 不 错
３ ２８７２６９４８ ＇ ７

比较两组数据 间 的差异 ，
发现在 Ｅ

、Ｇ 、
Ｈ 三个选Ｂ ．

 ４ ｉ ＾３ ５ ９

项上
，
无论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程高还是低 ，

三者的 占院校好 考
，
竞 争压 力 较 小
 ；

比都较大 ，
圆

，
可 以认为这三项是影响教师专业 自 １ ３５３ ６ ． ６５６ １ ０ ． １

我发展的主要 因素 ，
即个人经历与兴趣 、学校环境与 目信教 育 的 力 量 可 以 改 变



科研氛围 、课堂效率与教学水平有主要影响 ；
绩效考世 界

，

教 育 工 作 是 一 项 神 圣 而 １ ８ ７ ５０ ． ６２９５ ． ３

核 、职称评定 、继续教育对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有一定 ｜

光 荣 的使命


知龙表硇 ． 教师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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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人数及 占 比 。级
，
并计算师能素养不 同 的教师在专业 自 我发展程

从表 ３ 的数据可 以看 出
，
在专业发展程度高 的度高 、低 中 的 占 比

，
相应数据见表 ５ 。

教师 中
，
有 ３６ ． ６％的认为教书是兴趣所在

，
而在专业表 ５ 师 能 素 养 对教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影 响 差 异对 照 表

发展程度低 的教师 中 ，
认为教书是兴趣所在 的仅 占 专 业 发展 专 业 发展

１ ０ ． １％
；
在专业发展程度髙 的教师 中

，
有一半 的教师选项

，

度 高

，

度低

有坚定 的教育信念 ，
把教育工作 当作是一项神圣而

人教 百
坌土３数 百

！
比

光荣的使命
，
而在专业发展程度低 的教师 中

，
仅有Ａ ？ 在 近 五 年 的 期 末 统 测 中

，
任 教

ｉ 〇５２ ８ ５？２ｎ 〇

５ ． ３％持有这样 的教育理念 。 所 以
，
教师 的师魂素养

班级 有 ７ 次 以 上进入前 两 名


越高 ，
职业理想越清晰

，
教师在专业 自 我发展方面就Ｂ ． 在 近五年 的 期 末 统 测 中

，

任教班
１ ２６ 从 丨 ＾ １ ？ ８

越 自 觉
，
发展程度也越高 。在专业发展程度高 的教师

级有 ４ 次 以上 ７ 次 以 下进入前 两 名


中 ， 只有 ８ ．７％的人认为教师职业社会地位高
，

工资Ｃ ． 在 近五年 的 期 末 统 测 中
，

任教 班
乃 １ ９８２〇 ８３ ７ ． ７

收人不错 。 所 以 可 以推断大多数专业发展程度高 的
级有 １ 次 以上 ４ 次以 Ｔ进入前 两 名



教师
，
并不是 因 为教师的髙社会地位和收人才会选Ｄ ＿ 在 近 五 年 的 期 末 统 测 中

’
任 教

的 １ ？ ６１ ？４３ １ ５

择成腦 。 丨

班级从没有进入前 两 名

 ：１Ｌ

＇

Ｊ

２ ．师德素养对教师 专 业 自 我发展的 影 响 力研究分析数据
，
在专业发 展程度 高 的 教 师 中

，
有

我们将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程度高 的 ３６９ 份有效６２ ． ６％ 的教师教学成绩突 出 （近五年任教班级期末

问卷和发展程度低的 ５ ５ ２ 份有效 问卷
，
按师德素养测试有 ４ 次 以上进人前 ２ 名 ） ，

而在专业发展程度低

高低重新统计分类
，
并计算师德素养不 同 的教师在的教师 中

，
教学成绩突 出 的仅 占 ３０ ． ８％ 。 所 以 ，

师能

专业 自 我发展程度高 、低 中 的 占 比
，
相应数据见表４

。素养同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 的关联度高 。

表 ４ 师德素 养 对教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 的 影 响 差 异对 照 表四 、有效推进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 的合理化建议

专 业 发展 专 业 发展 １ ． 塑 师魂 强 师 德
，
树立教 师 专 业 自 我 意识

选项 考

５

度 高＾
度低师魂 的精髓是对教育力量 的无限信仰 ，

一名教

——

人

蚪
百Ｍ匕＾ 师能 否 突破专业成长 的瓶颈而成长 为专家 型 的教

ｔ
师 德 考 核 中 有 ３

１ ５ ５４２ ． 〇６０ １ ０ ．９ 师
，
首先在于对教育力量的信仰与坚持

，
其次才是结

近 五 年 的 师 德 考 核 中 所 有



构化的专业知识和熟稔的教育技能 。然而 ，
中 国传统

等 第 均 为 良好 以 上 者
Ｉ Ｉ ２３〇 ＿４Ｈ ６２ １ ．０教育 中 以

“

道
”

为魂的德性教育本质却迷失在 了 当下

Ｃ ． 在 近 五年 的 师 德 考 核 中
，
有 ２ 拜金主义 、个人主义 的靡然之风 中 。 究其原因 ，

主要

次 以 上 良好 者 （含 ２ 次
）

６９ １ ８ ． ７２０ ８３ ７ ． ７

是教师对 自 身 的 角 色认知 出现了偏差 ，
忘记了作为

ｄ ． 在 近 五年 的 师 德 考 核 中
，
有 ２＾ 一

名 教师应 当 承担的社会责任 。

｜

次 以 下 良好
（
不 含 ２ 次 ） Ｉ Ｉ Ｉ Ｉ Ｉ叶圣 陶在 《今 日 中 国 的小学教育 》

一文 中 曾指

从调查分析可知
，
在专业发展程度高 的教师 中

，出 ：

“

教育事业原是教师做的
，
教 师不能只等旁人来

有 ４２％ 的人在近五年师德考核 中 有三次 以 上是优
‘

觉我
’

，
要靠 自 己觉悟 … …若是从

‘

自 觉
’

得来的
，便

秀
，
有 ３０ ．４％的人所有等第为 良好 以上 。 而在师德考灵心彻悟

，
即知 即行 。

”

因此
，
要促进教师专业 自 我发

核 中成绩一般及偏下者 ，
在专业发展程度低的教师展

，
必须引 导教师对角 色进行二次认知

，
树立起专业

中 占 比近七成 。所 以可 以推断 ，
师德素养 同教师专业自 我发展 的意识 。 不妨从 以 下两个方 面来人手 ： 其

发展程度 的关联度高 。
一

，
创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
以 教师为主体

，
以 专

３ ． 师 能素养对教师 专 业 自 我发展 的 影 响 力研究业发展为 目标
，
以教学科研为抓手

，
通过举办各类研

本研究依 旧 以专业 自 我发展程度高 的 ３ ６９ 份有讨活动 ，
使教师 明确专业 自 我发展 的意义

，
理解专业

效 问卷和发展程度低 的 ５ ５２ 份有效 问 卷为样本
，
以自 我 的要求 。其二 ，

通过建立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过程

近五年 内 １ ０ 个学期末 的苏 州 市统一测试成绩为依中 的评价机制来树立教师专业 自 我 的意识 。 这种评

据
，
并 以所在学校 同类型 同层次班级作为 比较对象

，价是建立在教师专业 自 我基础上 的发展性评价 ，
不

进行统计排名
，
分类汇总后确定教师 的师能素养等仅要发现教师在专业发展 中 的缺点 和不足

，
更要发

２８ 知龙表４

． 教师发展 ．

０９／２０ １ ６



掘 出 教师专业 自 我发展的优点和长处
，
增强教师 的影响教师专业成长的外部因素

，
其无法唤醒教师 自 我

自 尊心和 自 信心 ，
激发起教师 的工作热情

，
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和 自我成长的需求 。教师专业成长的核

工作 的 自 我效能感 。心是教师真正成为专业成长的主人 ，
能 自觉地提升专

２ ． 完善教 师 专 业 自 我发展机 制
，

搭 建教 师 专 业业能力
，
优化知识结构

，
强化专业精神 ，

唯有把专业成

自 我发展平 台 长视为 自 己 的生命历程
，才能获得专业成长的原动力 ，

如上调研数据显示
，
师魂 、师德 、师能是影 响 教实现专业发展的质 的飞跃 。 为此 ，

建议学校在推进教

师专业 自 我发展 的主要 因子
，

工资水平 、 职称评定等师专业成长 的过程 中重视教师心理资本的开发 。心理

对教师专业发展有一定 的作用
，
但其仅仅是教师专学的有关研究表明

，
心理资本的开发不仅可以有效调节

业发展 的外在因素
，
对建立教师的专业 自 我精神和 内教师的工作压力感与职业倦怠感 ，

而且还能提高教师对

动力 的形成作用有限 。 为了改变当前教师专业发展过工作的满意度 ，
增强职业幸福感与组织归属感 ，使人迸

程中
“

外驱力形成
，
内动力缺失

”

的被动发展状态
，
建议发出无限的正能量

，
真正将教育视为一项幸福的事业 ，

学校可以从以下三种机制 的建立与完善做起 ： （
１

）建立并为实现这个事业而 自觉地投人到专业发展的过程中

内省机制
，
以树立教师的

“

师魂
” “

师德
” “

师能
”

为 目标
，去 。 教师心理资本的开发 ，

主要需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

完善当前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反思制度 ，
如教学随笔 、教工作 ： （

１
）加强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开发 ，

通过 自 我学习 、

学反思 、教学叙事等 ，
制定 ４０ 岁 以下 中青年教师读书同事肯定 、领导鼓励的方式增强教师的

“

自我效能感
”

；

计划 ，
带动教师在学习 中反思 ，

在反思 中 内省
，
在 内省通过同伴互助 、以老带新的方式对专业成长中的教师予

中 自觉 。 （
２

）建立互动机制 ，
成立学校专业发展协作体

，以指导与帮助
，
提高他们的

“

希望
”

水平
；
通过培育积极

成员制定个人发展计划
，
定期开展研讨活动

，
及时总结的组织文化

，
为教师营造乐观 向 上的工作氛 围 ，

提升

教师专业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
在协作组教师的

“

乐观
”

水平 。 （
２

）加 强人际型心理资本 的开

内开展 自评与互评 。 同时 ，
利用 网络资源 ，

搭建师师互发
，
通过建立 良好师生关系

，
营造 和谐校 园氛 围 ，

增

动
，
师生互动平台

，
让教师在互动 中实现专业 的成长 。 进家校交流理解等方式 ，

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 圔

（ ３ ）建立激励机制 ，
运用荣誉激励提升教师的专业 自 我 【参考文献 】

精神
，
如评选

“

最佳年度论文
” “

最具创新的教学技能
”

 ［
１
 ］
任 苏 民 ． 叶 圣 陶 教 育 思 想 的 文 化 底 蕴 和 当 代

“

学生最喜欢的教师
”

等
；
重视培养教师 自 我激励的能价值

［ Ｊ ］
．教 育 研 究

，

２０ １ ２
（
３

）
．

力
，
用倾听 、开放式 、封闭式问卷或评价表等形式 ，

掌握 ［
２

］ 周 宇 柯
，
黎倩

，
周 二 华 ． 中 小 学 教 师 的 心 理 资

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
，
了解教师的心声

，
帮助教师制定本 开发 ［ Ｊ ］

．人 民 教 育
，

２０ １ ５
（
２ １

）
．

专业发展的 目标 、计划 ，
鼓励教师对专业发展过程进行 ［

３
］ 何小 忠 ． 教 师 专 业 自 我 发 展及其 策 略探 析

自我监督 ，
自 我管理 。 ［ Ｊ ］

． 内 蒙 古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教 育 科 学 版 ，

２００６
（
９

）
．

３ ．
加 强 教 师 心 理 资 本 开 发 ，

提 升 教 师 职 业 幸 ［
４

］
任 苏 民 ． 无 师 无 以 立 教

“

自 觉
”

方 可 前 行——

福 感 论 叶 圣 陶 关 于 教 师 发 展 的 思 想 ［ Ｊ ］
． 基 础 教 育 参 考

，

从上述调研数据可见
，
政策上 的激励调控只是２０ １ １

（
１ ６

）
．

（
上接 第 ２５ 页 ）

程
，
从教师 内部机制到教师外部机制做好

“

两手抓两版社
，

２０００
：
６７ ．

手硬
”

。 教师只有正确认识 、理解课程 ，
在 自 主研发 、 ［

２
］ 杨 文 娟 ． 学 校课程 建 设 背 景 下 的 教 师 课 程 能

合作实施 、分步推进思想 的指导下 ，
聚焦课改视点

，力 提 升 与 教 学 行 为 改进一一 以 常 州 市 实验小 学 的 课

突 出 骨干重点 ，
才能提升 自 己 的课程执行力 、课程 目程 改 革 为 例 ［ Ｊ ］

．江 苏 教 育 研 究 ，
２０ １ ６

（
Ｚ １

） ：
２ １

－

２６ ．

标定位能力 、课程资源开发能力 、课程实施能力 、课 ［
３

］ ［
４

］
田 秋 华 ．论教 师 的 课 程 能 力 ［ Ｊ ］

． 课 程 ？ 教

程评价能力 。 学校课程建设也 因此才能与学校文化材 ？ 教 法
，

２０ １ ３
（
８

） ：
２４ ．

共生
，
并真正体现 出学校文化个性 、文化特色 。 圔 ［

５
］ 杨 九俊 ． 学 校个性 、 文 化传 承 与 校本课 程 ［ Ｊ ］

．

【
参考文献 】江 苏 教 育 ： 教 育 管 理 ，

２０ １ ６
（
２

） ：

２８
－２９ ．

［
１

］ 张 华 ．课 程 与 教 学 论 ［
Ｍ

］
． 上 海

：
上 海 教 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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