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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培训对于提高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提升整体能力和素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川西民

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展开探究，首先从培训现状出发，然后通过检视出教师培训模式存在的问题

并进一步加以研究，最后提出适合后疫情时代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的革新对策，以此增强

民族地区师资力量，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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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trai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ability and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western Sichua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raining mod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western 
Sichuan. First, it starts from the training status quo, then through examin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er training mode and further studying the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eform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the training mod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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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estern Sichua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teach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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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师资培训投入了大力支持，着力开展深贫县骨干教师“国培计

划”“省培计划”、“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建立研训基地和配套体系，不断使川西民族地区的

师资力量逐步增强。但基于目前后疫情时代而言，川西民族地区教师培训涉及的行动主体多元，利益需

求多样，制度环境复杂，必然造成教师培训运转中的诸多困境和矛盾[1]，教师培训模式还未达到最佳的

理想效果，仍需要对培训模式进一步的探究和革新。 

2.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情况调查 

四川省西部(以下简称“川西”)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

凉山彝族自治州，三个自治州地势高亢，高原气候，少数民族聚集，属典型的人财物较为封闭区域。国

家、四川省、所属地级市虽然在师资培训上给予了更多的投入和支持，但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突袭以来，

川西民族地区师资培训在模式上革新不明显，在成效上突破不显著。 
2022 年上半年通过对川西彝族地区的越西、甘洛、布拖三县，以及 2022 年下半年对川西藏区黑水、

红原、阿坝、道孚四县进行实地走访，深入 20 余所城乡中小学校，采用随机访谈方式调研了近百名一线

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运用样本统计，对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的调查数据如下(表 1~3)。 

3.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的现状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的现状中，对教师培训机会和力度、师资培训

不均衡、教师培训模式单一的问题最为突出。 
 

Table 1. Statistics of teacher training in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表 1. 甘孜州教师培训情况统计 

地区 受访人员 占比第一 占比第二 占比第三 

甘孜 
藏族 
自治州 

性别 男 57.89% 女 42.11% — 

民族 藏族 73.69% 汉族 21.05% 彝族 5.26% 

类别 教学管理人员 63.16% 一线教师 36.84% — 

行政区划 县城中小学 73.68% 乡村中小学 26.32% — 

培训现状/问题 机会少 64.37% 不均衡 19.84% 方式单一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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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teacher training in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表 2. 阿坝州教师培训情况统计 

地区 受访人员 占比第一 占比第二 占比第三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性别 男性 57.14% 女性 42.86% — 

民族 藏族 60.00% 羌族 8.57% 汉族 31.43% 

类别 教学管理人员 60.00% 一线教师 40.00% — 

行政区划 县城中小学 62.86% 乡村中小学 37.14% — 

培训现状/问题 机会少 66.89 内容枯燥 20.12% 时间短不成系统 12.99% 

 
Table 3. Statistics of teacher training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表 3. 凉山州教师培训情况统计 

地区 受访人员 占比第一 占比第二 占比第三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性别 男性 52.78% 女性 47.22% — 

民族 彝族 52.78% 汉族 44.44% 藏族 2.78% 

类别 教学管理人员 58.33% 一线教师 41.67% — 

行政区划 县城中小学 66.67% 乡村中小学 33.33% — 

培训现状/问题 机会少 60.34 师资结构 21.59% 参与度不高 18.07% 

3.1. 教师培训机会和力度不足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面临地理位置偏远、当地师资困乏、教学任务繁重、交通不便等难题，基

本上没有时间或不能长时间外出学习进修；其次，川西地区医疗水平落后等情况导致疫情管控极为严格，

尽管目前已进入后疫情时代，但当地教师外出任受限，省市专家进入受阻；三是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思

想解放程度和家庭事务繁多因素，部分老师碍于外出进修。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现状逐渐导致教

师进行系统培训机会少、专业训练不足等问题频现，然而教师的科学知识和职业基本技能都需要进一步

强化才能满足当代教育发展的需求。 

3.2. 师资培训结构和人员不均衡 

师资培训不均衡表现在，一是师资培训区域不均衡。受地域和师资力量分布不均等的因素，导致出

现城乡教师培训不均衡的局面，城乡教师接受培训的情况差距较大，县城教师尚有机会轮流外出培训进

修，乡村教师没有机会培训进修，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低于县城教师；同时，因没有较好的进修提升资源

导致年轻教师向县城或更大城市流走，使原本稀缺人才又进而流失。二是师资培训结构不合理，川西民

族地区极度缺乏英语、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学科教师，多数情况下主科教师兼任艺术类学科教师，但现

状是艺术类学科的师资培训较少，培养艺术类学科教师的进修更少。三是师资培训人员不均衡，中小学

校长培训项目较多，一线教师培训相对较少。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因

此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均衡化有待进一步提升，选择不受时空区域限制并适合其发展的培训模

式，才能真正实现优质教育公平与均衡。 

3.3. 教师培训方式和内容单一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大多都以传统集中面授的方式为主，多以简单枯燥的理论型、讲座型

的授课方法进行，使得师资培训的理论知识较为空洞而不易掌握，培训形式没有创新性，也过于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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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仅浪费了师资培训资源，而且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同样起不到推进作用。 

4.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4.1. 教师培训模式缺乏创新性 

首先体现在培训内容缺乏创新。传统的教师培训要求参训教师掌握固定的知识与技能并达到统一要

求，这种统一内容的培训不能兼顾到教师个体的内在需求，忽略教师个性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

往的培训大多参照内地发达地区的培训模式，培训内容缺乏对民族地区的文化考量，尽管培训内容都很

重要，但往往与民族地区教师的现实需求不对位[2]。二是培训方式缺乏创新。简单的网络和计算机操作

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受疫情和地域限制的教师培训需求，现代信息化技术是打破地域限制和疫情阻碍的密

钥，但“互联网+”理念并没有良好应用到教师培训中，翻转课堂、网络社区研修、交互式虚拟空间、虚

拟情景的探究式学习等信息化技术软硬件应用与线上互动操作没有使用到教师培训之中。三是培训管理

制度缺乏创新。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现有教师培训多是采用项目管理制，如“国培计划”，并已形成了

路径依赖，潜存着惯性思维和程序化工作的路径风险[3]。 

4.2. 缺乏培训效果评价体系 

基于目前培训情况在培训过程中缺少评估和评价的理论支撑和有力的监督控制机制，并没有建立培

训前期、中期、后期的全程跟踪服务系统及效果评价体系，致使在培训前受训教师人员的选择与推荐上

全部依靠当地教育部门安排，制定受训人员标准是否符合当地教育发展，受训者的实际培训诉求与培训

方案产生偏差等等；培训中多是通过培训专家或管理者的主观评价、问卷调查的感性评价而欠缺多层次

的数据分析作为评价的理论支撑；而在培训后的跟踪和后续服务按部就班地敷衍推行，教师在接受培训

后是否将培训内容都应用到自身的教学中无可查证，培训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也难以衡量，方法是

否得当都无法得到明确答复，不利于受训教师教学工作的改进。 

4.3. 情感教育的培训缺失 

在实际教师培训过程中缺乏情感教育，致使教师不能够获得积极、主动的情感体验而无法获得更多

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甚至会使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失去能动性，误认为培训是教学工作之余的累赘和

负担，因而失去奋斗的激情和目标。同时，情感教育的缺失让教师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特点、性质、要

求等各个层面了解不够透彻，当面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重重困难和挑战无法得心应手地去应对，从而慢

慢失去对教育的激情及耐心。 

4.4. 缺乏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关注 

当前教师培训多以传授专业学科知识为主，缺少对多元民族文化教育相关内容融入培训的重视，使

得民族文化与教育思想很难充分地融合在实际的培训课堂之中，同时培训者对学科中多元化教育的传播

意识与责任不够，从而导致了受训教师对培训认同呈现出授课内容单一枯燥化的结果。尤其当教师在面

对有着多元文化背景且不同的学生时，往往会面临因不同文化冲突而产生的问题和障碍，使得教师参加

培训的积极性和激情锐减，学习气氛不浓郁，使得整个培训都达到不成预期的理想效果。 

5. 川西民族地区教师培训模式的革新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的革新正处在特定的后疫情时期，具备“线上网课 + 线下面授”，

即“双线并行”进行培训的政策条件、资源条件和社会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探索教师培训模式的转

变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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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量身定制培训方案 

目前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主要由上级教育机构进行组织安排，再由城里的优秀教师或专家

学者组建培训团队展开培训，在培训时多以培训者为中心，忽略了受训对象的重要性和实际诉求。因此，

在培训前要首先全面了解受训对象，了解他们的民族知识结构、他们的民族文化教育传统和特色、他们

所在地区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民族教育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以及民族学校的现实

工作环境等诸多方面，从而因地制宜地为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量身定制培养的方法与培训对策，以

便于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能动性。同时，在课程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培训者、受训对象、培养目标三

种因素，和对三种因素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iners, trainee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图 1. 培训者、受训对象、培养目标三者关系 

 
培训工作要将过程目标与最终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过程性工作为最终目标负责。在培训过程中，

要使受训对象充分获得双向交流、共同分享的快乐，进而带动自身的课堂教学积极发展能够在实践中做

出反思的行为，从而建立供给和需求之间能够相互整合的培训模式。 

5.2. 开展“双线并行”培训模式 

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面授培训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互联网科技与教育培训

领域相结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开展线上 + 线下“双线并行”

培训模式，即在教师培训过程中，采用“线上 + 线下”这种“双轨并行”的混合式培训模式，有助于突

破传统的线下授课模式面临着顿足不前的困局。在后疫情时代民族地区教师培训过程中，融入信息时代

的科学技术、前瞻思维和培训模式，在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下做教师“培养与训练”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探求提升教师培训质量的转变途径。在传统面授培训的基础上，将网上教学资源、网络授课平台、智慧

课程建设等与之交融的混合式培训，为教师培训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更优更好

的培训资源。 
将高校、专家、网络集为一体展开培训，这种“线上 + 线下”双轨并行的创新型培训模式，有高水

平的大学支持，有专家亲临指导讲学，建立网络资源共享等，能够帮助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扩展专业知

识、强化自我反思和行动意识等。同时也为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搭建良好的交流和发展平台，有效

促进川西民族地区的教育服务质量，更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 

5.3. 培训内容丰富化和多样化 

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发展需要通过转变培训内容丰富化和多样化来激发教师参训活力，提

高教师参训实效。针对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实际水平、民族文化的特点等进行思想意识、教育观

念、学科知识、多元文化、教学技能、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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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筑牢教育强国建设之基，使受训教师引导学生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4]；讲授前沿

教学理念，推进现代教育治理观念深入川西；传授最新的专业学科技术知识、人文知识、科学知识，更

新和补充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素质缺失；引入教育条件现代化(互联网 + 教育)、教育资源共享、新媒体等

教学信息技术，将培养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与民族多元文化紧密结合。除了传统模式下的讲授式，还可

以将培训的模式多样化，如参与式、反思式、观摩式等多种形式展开，从多渠道满足受训教师的培训要

求，也从传统的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 
通过丰富化和多样化的培训内容，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人文综合素养，而

且还可以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培训教师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教师科学研究，

针对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指导，从而打造出教学、培训、科研三位融于一体的

培训内容体系 (如下图 2 所示)。 
 

 
Figure 2. Integrated training content system of “teaching,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图 2. “教学、培训、科研”三维一体的培训内容体系 

5.4. 开展情感教育培训 

通过对川西民族地区教师的先进事例、不凡的育人业绩予以表彰和宣传，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榜样

示范的作用，培养更多的教师能够喜欢投入到民族教育事业中来。除此之外，引导受训教师承担起民族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激发教师对自己所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能够走进学生生活、贴

近学生心理，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师生氛围，使教师的乡土情感更加浓厚，形成多元的民族文化

观[5]。 

5.5. 坚持内培外吸相结合 

坚持以对内培养人才，对外吸引人才的原则，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着重对内培养教师的短

板和不足之处，对外要吸引优秀的教师人才到本地区进行培训或留教，将先进的理念和知识进行保留，

对落后的思想及培训内容进行摒弃，通过多样化的培训模式增强师资力量，使师资队伍建设逐渐强大。 

5.6. 建立全程培训效果评价体系 

在培训前形成预估机制，对教师专业成长与教师培训有机统一的切合点进行预估评价，对教师培训

的现实诉求和价值诉求进行综合研判，使培训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培训过程中，以多层次的数据分析

作为评价的理论支撑，如柯克帕特里克四层次评估模型、考夫曼五层次培训评价模式等，分层次对培训

进行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并为建立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依据[6]。在完成培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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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的培训跟踪服务及完善培训评价机制，当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相类似的问题或困难，有

依据可查，并能够针对评价机制可以总结出适合自身的培训内容和方法等。切实能够把培训随时渗透到

教师真实的教学情境、教学过程中，将教师培训作为一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6. 结语 

后疫情时代——是机遇，也是挑战。川西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模式既要富有针对性，又要注

重有效性，既要符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又要使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得到全方位的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得

到提高，从而促进川西民族地区的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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