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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调查研究
赵鹏程ꎬ曾　 玲

(西华师范大学ꎬ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无论是对教师个体还是对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通过

对四川 ３ 个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深入调研ꎬ结果发现ꎬ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存在教师对民族本

土文化知识的缺失现象严重、教师教学反思能力较弱且方式单一、培训适需性不强等问题ꎮ 基于对研究结果的分析ꎬ提出以

下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对策与建议:加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本土文化素养训练ꎬ实现培养培训一体化、提高民

族地区乡村教师培训的针对性ꎬ划分维度有序培训受训教师与激发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内驱力ꎬ促进教师教学反

思多元化等ꎬ从而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ꎬ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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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是办好民族地区乡村教育

的重要支撑ꎬ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ꎬ打赢民

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的中流砥柱ꎮ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扶贫先扶志ꎬ扶贫必扶智”ꎬ贫困群众普遍受

教育程度较低ꎬ因此我们首先要抓好基础教育扶

贫ꎬ保障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权利ꎬ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ꎮ 由此可见ꎬ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育扶贫

任重而道远! 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而言ꎬ只有自

身得到了发展ꎬ才能为民族地区带来更好的教学效

果ꎬ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ꎮ 教师成长中最重

要的是教学能力的提升ꎬ教学能力是指教师为达到

教学目标、顺利从事教学活动所表现的一种行为特

征ꎮ 陈永明[１]将教师教学能力分为以下几类:教学

设计的能力、教学语言表达能力、课堂组织与管理

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与教学测量与评价ꎮ
本文则将教师教学能力看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

一种综合能力ꎬ它在教师的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ꎮ 但通过相关调查发现ꎬ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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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提升上还普遍存在一些问题ꎬ如教师对民

族本土文化知识的缺失、教师教学反思能力较弱、
培训适需性不强等ꎬ本文针对目前民族地区乡村教

师在教育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ꎬ并分析其原

因ꎬ从而为教师的发展ꎬ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

提出相关策略ꎮ

二、调查设计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选取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

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 ３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教

师教学能力的现状作为考察对象ꎮ 本文选取三州

作为调查样本的依据主要有:第一、四川的民族特

点非常鲜明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

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三个民族聚居区形成了全国

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第二大藏

区ꎬ他们在特定时期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

化ꎬ并传承下来ꎬ这对于我们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教

师的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第二、２０２０ 年

凉山全力攻克贫困“最后堡垒”ꎬ全面完成最后 ７ 个

贫困县摘帽、３００ 个贫困村退出、１８.６ 万贫困群众脱

贫任务ꎬ这为教育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而甘

孜、阿坝、凉山州相较于四川的其他地方ꎬ教育相对

落后ꎬ不管是教学资源还是师资队伍ꎬ与城镇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ꎮ 由此ꎬ选择三州更有利于对民族地

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进行研究ꎮ 本研究采用目的

抽样的形式ꎬ在三州 １０ 余所学校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４５０ 份ꎬ回收率达 ９０％ꎬ其中有效问卷

４２８ 份ꎬ有效率达 ９５.１％ꎮ 此外还对部分学校管理

人员及教师进行了访谈ꎮ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根据教育部 ２０１２ 年颁发的

«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ꎬ通过征求专家意见ꎬ编制

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调查问卷与访谈提

纲ꎮ 问卷共设计 ４０ 道题ꎬ由基本信息、教学能力基

本情况、提升途径、其他四个部分组成ꎬ调研获得的

数据由 ＳＰＳＳ２０.０ 进行数据分析并加以整理ꎮ 访谈

提纲主要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对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的认识ꎬ由此

来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ꎮ

三、调查结果

(一)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存在的问题

１.教学能力提升意识情况

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在教师的成长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２]ꎮ 研究结果显示:部分教师的自我

发展意识有待提升ꎮ 有 ６２.６２％的教师认为影响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师自我发

展意识不足ꎬ尚未意识到自我发展的重要性ꎬ不能

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制约自身教学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项 比例 / ％ 平均综合得分

自我发展意识不足 ６２.６２ ５.４７
缺乏骨干教师的带领和专业的指导 ６.５４ ３.６５
学校对教师教学能力不够重视 １３.０８ ３.６４
没有充足的学习时间 ９.３５ ３.５８
进修培训等机会少 ４.６７ ３.３１
自身学习能力较弱 ０.９３ １.７７
缺少图书、网络等资源 １.８７ １.５９
其他 ０.９３ ０.４８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制约自身教学能力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ꎬ除自我发展意识不足高居榜首之外ꎬ缺
乏骨干教师的带领和专业的指导、学校对教师教学

能力不够重视及没有充足的学习时间等因素位居

前列ꎮ
２.教学反思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认为教学反思非常重要的教师

占 ４１.１２％ꎬ认为教学反思重要的占 ５１.４％ꎬ这两个

数据说明大部分教师都认为教学反思在教师教学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ꎬ但仍有 ７.４８％的教师认为在他

们的教学能力提升中ꎬ教学反思能力一般重要ꎬ所
幸ꎬ没有教师选择“不重要”这一选项ꎬ如表 ２ 所示ꎮ
不过ꎬ对于选择“一般重要”的教师ꎬ他们的教学反

思意识还有待提高ꎮ
表 ２　 教学反思重要性分析

选项 比例 / ％ 人数

非常重要 ４１.１２ １７６

重要 ５１.４０ ２２０

一般重要 ７.４８ ３２

不重要 ０ 　 ０

　 　 通过调查发现ꎬ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进行教学反

思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学生课堂的表现和反馈进行

反思ꎬ通过反思日志、微格教学、研读教学案例、阅
读文献进行反思ꎬ通过与同事同行交流进行反思以

及通过专家指导进行教学反思等方式ꎬ其中通过学

生课堂的表现和反馈进行反思与通过反思日志、微
格教学、研读教学案例、阅读文献进行反思属于教

师的个人反思ꎬ而通过与同事同行交流进行反思与

通过专家指导进行教学反思属于集体反思ꎮ 根据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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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我们可以发现ꎬ教师个人反思这一方式占比

８６.９１％ꎬ而集体反思加起来只占了 １２.１４％ꎬ由此可

见ꎬ个人反思是教师进行教学反思的主要方式ꎬ反
思方式并未呈现多元化ꎮ

表 ３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进行教学反思的方式方法

选项 比例 / ％ 平均综合得分

通过学生课堂的表现和反馈
进行反思

５１.４０ ４.２３

通过反思日志、微格教学、研读教
学案例、阅读文献进行反思

３５.５１ ２.２４

通过与同事同行交流进行反思 １１.２１ ３.４３
通过专家指导进行教学反思 ０.９３ ０.７６
其他 ０.９３ ０.２３

３.民族文化了解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地文化比较了解的教师占

７０.０９％ꎬ而非常了解的只占 １４.９５％ꎬ不太了解的占

１４.０２％ꎬ说明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对当地的民族文

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ꎬ如表 ４ 所示ꎮ 由于很多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并非来自本民族地区ꎬ他们对民

族本土文化不是特别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ꎬ但是在

教学中ꎬ或多或少会与民族文化有所关联ꎮ 文化能

力是交际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ꎬ而教学则是教师与

学生的“交际”ꎬ由此ꎬ教师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

对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３]ꎮ 但通过调查发现ꎬ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于当

地的民族文化的了解相对薄弱ꎬ或由于缺乏重视、
文化意识不足等种种因素ꎬ导致教师对于文化的吸

收与选择略显匮乏ꎮ
表 ４　 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

　 选项 比例 / ％ 人数

非常了解 １４.９５ ６４

比较了解 ７０.０９ ３００

不太了解 １４.０２ ６０

不了解 ０.９３ 　 ４

(二)影响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

主要因素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

有很多ꎬ本研究把影响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

能力发展的因素从以下三个方面呈现研究结果:教
师个体因素、环境与文化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因素ꎮ
１.教师个体因素

影响教师个体教学能力提升主要因素是教师

有可能产生的职业倦怠感对其自主发展意识与提

升动力的影响ꎮ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能力提升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教师的职业倦怠感ꎬ教师是职

业倦怠感的高发人群ꎬ教师身上表现出的职业倦怠

感不仅对教师自身的成长有影响ꎬ对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同样存在巨大的消极作用ꎮ 一旦教师产生职

业倦怠感ꎬ其自身发展意识将会不断减弱ꎬ由表 ５ 可

以看出ꎬ大部分的民族乡村教师的职业倦怠感较

强ꎬ挫折感、疲惫感与不被理解感均超过 ５０％ꎬ由此

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意识较弱、动力不足ꎮ
表 ５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职业倦怠程度调查

总是如
此 / ％

有时如
此 / ％

说不清
楚 / ％

很少如
此 / ％

从未如
此 / ％

对工作感觉到有挫
折感

１９.３２ ６２.５ １０.２３ ４.５５ ３.４１

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１９.３２ ５７.９５ ７.９５ １２.５０ ２.２７
我的工作让我身心
疲惫

２６.１４ ５２.２７ ７.９５ ７.９５ ５.６８

我觉得我过度努力
工作

２６.１４ ５２.２７ １０.２３ ７.９５ ３.４１

面对工作时ꎬ有力
不从心的感觉

２０.４５ ４５.４５ ６.８２ １５.９１ １１.３６

２.环境与文化因素

教师的发展离不开环境与文化的影响ꎮ 发现

通过调查ꎬ大部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当地民族文

化的了解程度并不高ꎬ并且他们将民族文化融入课

堂教学中的频率也较低ꎬ如表 ６ 所示ꎮ 超过五分之

一的民族乡村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很少将民族

文化与课堂教学相结合ꎬ相较于教师自身发展而

言ꎬ把教学内容与环境、文化相联系也是能力体现

的形式之一ꎬ而许多教师往往忽视这一点ꎮ 不同文

化背景的学生ꎬ教师应该采取怎样的教学组织形

式? 根据民族地区学生固有的思维方式ꎬ又应该采

取怎样的教学方法? 这些是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教

师所需要加以深思的问题ꎮ
表 ６　 教学设计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情况

选项 比例 / ％ 人数

经常 １４.９５ ６４

偶尔 ６１.６８ ２６４

很少 ２１.５０ ９２

从不 １.８７ 　 ８

３.提升路径因素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可以

分为三大类:教师个人层面、学校层面以及社会层

面ꎮ 由 表 ７ 可 见ꎬ 教 师 个 人 层 面 提 升 路 径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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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９２％、学校途径占 ５０. ４７％ꎬ 而社会层面仅占

５.６％ꎮ 教师在选择路径时ꎬ会考虑适需性、交通的

方便程度以及时间是否有所冲突等方面ꎬ所以参加

培训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而言耗时又费力ꎬ但培

训又是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强有力的路径之一ꎬ由此

可见提升路径的选择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

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ꎮ
表 ７　 平时采用何种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选项 比例 / ％ 平均综合得分

注重向身边优秀教师学习 ２２.４３ ４.１７
学校组织的业务学习 ５０.４７ ３.６７
在网上查阅相关学习资料 ６.５４ ２.９５
阅览有关期刊报纸书籍 １４.９５ ２.３６
参加教研进修活动 ４.６７ ２.２１
其他 ０.９３ ０.３３

四、讨论与反思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ꎬ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的很多问题已经得到相应的缓解ꎬ但通过调研发

现ꎬ关于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方面仍存在诸多问

题ꎬ对此ꎬ我们应该在教师对民族本土文化知识的

缺失、教师教学反思能力较弱以及培训适需性不强

等方面加以反思ꎬ这些问题关系到民族地区乡村教

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以及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增强ꎮ
(一)教师对民族本土文化知识的缺失现象严重

教师对民族文化知识的缺失对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ꎮ 针对此次关于民族地

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调查发现ꎬ调查对象中 ５７％
的教师为汉族ꎬ且大多数汉族乡村教师尚未深入了

解当地民族文化ꎬ没有准确地掌握少数民族地区学

生的群体文化特征ꎬ由此导致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

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然地理等知识未能完

全呈现在教师的课堂教学中ꎮ 较少的教师能在课

堂教学中融入相应的民族本土文化元素ꎬ并结合学

生特有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模式展开教学ꎬ这些问题

都是教师对民族本土文化知识缺失的表现ꎮ 教师

只有多了解当地的民族文化ꎬ适应文化多样性ꎬ把
握不同民族的文化知识并将其熟悉地应用到课堂

教学中ꎬ才能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４]ꎮ
(二)教师教学反思能力较弱且方式单一

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对于促进教师教学能力

进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５]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９２％
的教师认为教学反思很重要ꎬ但仍有 ８％的教师认

为教学反思一般重要ꎬ这说明仍有一小部分教师的

教学反思意识不足ꎬ有待提升ꎮ 而大部分教师认为

阻碍自己进行教学反思的因素主要是缺乏评价机

制与激励机制、教学任务重、考试压力大、没有时

间ꎮ 通过对教师教学反思能力与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ꎬ从侧面反映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师专业发

展动力与意识不足、自主学习的动机较弱ꎮ 在教师

反思方式中ꎬ教师个体反思仍为主要方式ꎬ集体反

思方式使用频率较少ꎬ应加强专家指导下的反思ꎬ
并加强教师自主发展意识与动力ꎬ才能有效提升民

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ꎮ
(三)培训适需性不强

目前ꎬ四川民族地区的教师培训项目主要由本

科院校接管负责ꎬ地方教研室承担部分培训项目ꎬ
由此衍生出一些问题ꎮ 比如ꎬ双方在培训时缺乏统

一的规划ꎬ接洽时出现项目交接不完整等问题ꎬ并
且在培训内容的设计上ꎬ主要采取的形式是专家理

论讲授ꎬ而受训教师最需要的则是教学方法与技能

经验ꎬ且民族地区的培训应该带有其民族性ꎬ通过

调研发现ꎬ很多培训项目的内容制定都忽视了这一

点ꎮ 在职后培训主要培训内容分析中ꎬ有无民族地

区教师培训的特殊内容选项仅占 ０.９３％、平均综合

得分仅占 ０.２１ꎬ充分体现出职后培训内容民族地区

与非民族地区基本没有差距ꎮ 由此可见ꎬ民族地区

教师培训的内容存在忽视受训教师适需性与民族

性的现象ꎮ

五、对策与建议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对民族地

区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ꎬ针对民族乡村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存在的问题ꎬ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ꎮ
(一)加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本土文化素养训练ꎬ实
现培养培训一体化

　 　 教师进行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教科书上的知

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ꎬ而是应该根据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ꎬ有针对性地将他们的文

化、习俗、宗教等相关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课堂教学ꎬ
展开各种教学活动[６]ꎮ 民族乡村教师所呈现出来

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组织形式应符合民族地区学生

的生活现状ꎬ这就要求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要有一定

的本土民族文化素养ꎬ要对本土文化达到一定的了

解程度ꎬ能够依据学生的文化背景制定科学的教学

内容ꎬ方能促进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ꎬ强化民族地

区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ꎬ由此ꎬ培养“民族文化回应

性”教师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７]ꎮ
１.针对在校师范生的培养ꎮ 一是师范生要多补

充自己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知识ꎬ提升民族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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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ꎬ养成相关民族文化习惯ꎻ二是学校应多组织各

种支教活动ꎬ为学生提供到民族地区实习的机会ꎬ
让他们尽可能地领会民族地区的乡土文化ꎬ切身实

地感受民族文化ꎻ第三学校应组织关于民族课程的

教学技能大赛ꎬ切实提升师范生针对民族地区学生

的教学技能ꎮ
２.针对在职民族乡村教师的培训ꎮ 我们同样要

给予教师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本土文化的了解与学

习ꎬ进一步提升民族乡村教师的本土民族文化素

养ꎮ 除此之外ꎬ我们还可以采用以师带师的方案ꎬ
让有经验的老教师指导年轻教师ꎬ不管线上交流还

是线下指导ꎬ既可以调动老教师终身学习的意识ꎬ
又可以激发年轻教师自主发展的动力ꎮ 总而言之ꎬ
不管是师范生还是在职民族乡村教师ꎬ培养“民族

文化回应性”教师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是重

中之重!
(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培训的针对性ꎬ划分维

度有序培训受训教师

　 　 培训是当前促进教师自身成长最重要也是最

常见的形式之一ꎬ但培训所取得的效果却不是十分

理想ꎬ总结出来有以下几点影响因素:(１)培训方

式ꎻ(２)培训需求ꎻ(３)工学矛盾ꎮ 培训方式影响着

教师参与的认真度ꎬ培训需求影响教师参加的想

法ꎬ而工学矛盾则影响教师能不能参加ꎮ 多数教师

想要参加培训ꎬ但其培训内容与教师目前想要提升

的方向大相径庭ꎬ会导致教师参加培训的欲望降

低ꎬ从而使得教师放弃参加培训或不认真参加培

训ꎬ导致培训效果不佳ꎮ 因此ꎬ培训机构应十分重

视受训教师的需求ꎬ先搜集教师的提升需求ꎬ结合

乡土文化ꎬ制定适合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受训内

容ꎬ再根据教师的需求进行分段培养ꎬ培训内容可

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维度:课堂与单元、学期与

学年以及学段ꎬ有序分段ꎬ逐级进行ꎬ从而促进民族

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ꎮ
(三)激发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内驱力ꎬ
促进教师教学反思多元化

　 　 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ꎬ是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有效手段ꎬ新时代要求教师具

备教学反思素养ꎬ成为一名反思性实践者ꎮ 民族地

区乡村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与意识较为欠缺ꎬ而教

学反思又能有效提升教师教学能力ꎬ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ꎬ对此ꎬ我们要采取相应的举措ꎬ如教学反思多

元化来激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内驱力ꎬ加强教师

自我发展意识ꎮ 如前所述ꎬ通过学生课堂的表现和

反馈进行反思ꎬ通过反思日志、微格教学、研读教学

案例、阅读文献进行反思等反思方式占 ８７％ꎬ而专

家指导只占 ０.９３％ꎬ因此相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而言ꎬ其本身教学效果就相对较弱ꎬ因此除常规反

思方式以外ꎬ专家反思应当加强ꎬ应当采用本地专

家、民族地区专家与外地专家、非民族专家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ꎮ 此外ꎬ教学反思从时间上可以分为课

前反思、课中反思与课后反思ꎻ大部分教师多在课

后进行反思ꎬ课前与课中反思相对较少ꎬ三者应互

为一个整体ꎬ环环相扣ꎬ缺一不可ꎮ 反思类型可有

纵向反思、横向反思、个体反思和集体反思等ꎻ教师

在进行教学反思时需要跳出自我ꎬ反思自我ꎮ 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ꎬ教师进行教学反思的方式也应呈多

元化发展ꎬ网络反思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反思形式存

在于教师反思方式之中ꎬ线上相互讨论ꎬ线下通过

网络查找资料自我总结等方式ꎬ都可以作为促进教

师教学能力进步的新方式ꎮ 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反

思ꎬ我们才有可能成长ꎬ才能进行知识的更新、能力

的提升ꎬ方能为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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