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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入职培训是初任教师的成长之路中的第一站，事关教师的职业选择和整个生涯发展规划。通过分析农村

小学初任教师在入职适应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教学专业能力不足、多重角色定位模糊、人际交往问题突

出和入职培训体系不健全。重点从加强政策保障、完善内容维度、优化主体结构、丰富实施形式和健全

培训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体系的建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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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ction training is the first stop in the growth of novice teachers, 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teach-
er’s career choice and the entire career development pl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the entry adaptability of the new teacher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sufficient teaching profession-
al ability, fuzzy positioning of multiple roles, promin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imperfect entry training system.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policy guarantees, improv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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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optimizing the main structure, enriching implementation forms, and improving the trai- 
ning system, it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entry support system for new teacher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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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任教师是指完成了相关的职前教育和入职培训活动，获得规定的教师资格、普通话及其它相应证

书，正式进入学校教师工作领域，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但其专业发展还处于 1~3 年适应阶

段的新手教师。初任教师由于教师角色的不适应、教学管理工作的不熟悉、实践性经验的不充分以及其

它外界因素的多重影响，其专业发展存在各种问题。而农村小学教师一般来源多元、门槛较低，加之受

到农村教育基础建设薄弱、学校管理体制不完善以及教育经费紧缺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小学初任教师的

专业成长之路更是举步维艰。农村教师作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专业发展的入职支持体系

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2. 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适应性的问题剖析 

2.1. 教学专业能力不足 

教师专业成长是一个持续化和终身性的发展过程，对于刚迈上讲台的初任教师来说，面临着专业知

识、教学技能、班级管理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的诸多挑战。首先，在专业知识方面，随着信息化时代的

发展、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以及综合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要求教师掌握学科专业知识和跨学

科复合知识。而农村教师一般学历门槛较低，特别是近年来的“三支一扶”计划、“特岗计划”等对农

村教师的专业要求不高，很多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范生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锻炼，甚至部分农村教师还

未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其对课程标准、教材知识、教学重难点和教学目标把握不准。其次，在教

学技能方面，韩如月在对 L 市农村小学新入职教师教学胜任力的调查研究中发现，75%的新入职的农村

小学教师并非师范专业毕业，其在语言表达、板书书写、课堂应变、师生互动和作业布置等教学实施能

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问题[1]。再次，在班级管理方面，从学生到教师角色的急速转换，初任教师要突然

承担起几十人的纪律组织和安全管理等问题，特别是在面对性格相对内向，家庭情况复杂的农村学生时，

怎样更好地调动课堂氛围、维持课堂纪律和建设班级共同体都成为初任教师要深入探究的问题。最后，

在理论研究方面，80.3%的农村小学初任教师一年只能阅读 1~3 本专业书籍[2]，50%以上的农村小学新入

职教师对教学研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1]，他们的自我教学反思以及理论研究能力还亟待提高。 

2.2. 多重角色定位模糊 

教师的多重角色是由其本身的职业特点和职业性质决定的，其要承担教学者、管理者、心理调和者

甚至朋友和家人的角色。从学生到教师、从理论到实践、从独立到群体、从城市到农村、从知识学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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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授，农村初任教师在面对不理想的生活环境和迷茫的工作前途时，还遭遇人生理想与现实困境、

社会期望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双重冲突。首先，初任教师要有角色认知能力，教师角色认知是指教师对自

身的多重角色以及所承担的责任义务有清晰的认识，是教师角色认同和角色信念发展的基础。其次，初

任教师要有明确的角色认同能力，古往今来，社会对教师角色都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和极高的期待，同时

复杂的身份任务极大地加重了教师的身心负担。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和教师角色多元化的影响，许多初

任教师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愈加模糊，这与其所处的角色环境息息相关。农村初任教师刚刚进入教师圈子，

面临较为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其职业幸福感低于城市教师，对个人的人生方向和发展前途难免产生

焦虑和困惑，更容易产生教师角色的认同偏差和初期的职业倦怠。最后，在角色信念方面，多重的角色

冲突以及与学校办学理念，教师、家长群体观念的矛盾会淡化教师的理想信念感，导致初任教师难免会

在重压之下做出一些违心的行为，这反过来又会加重其内心情感和需求的不满足感。 

2.3. 人际交往问题突出 

教师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其人际交往涉及到与学生、同事、家长以及学校等多个主体的关系。

首先是师生交往，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初任教师要在拉近师生关系同时建立良好

的边界感。初任教师务必先要熟悉每个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所处的家庭氛围和家庭环境以及其优势和

短板，同时要加强班级规章制度、学习共同体以及良好班风的建设。其次是同事交往，新西兰教师专业

标准强调：“新教师要在专业指导和鼓励下与同事建立专业关系，为专业活动作出一定的贡献”[3]。教

师合作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新教师的学习和成长。反之，如果出现嫉妒、排挤以及同事之间为了职称评

定或资金补贴而产生的恶性竞争现象，就会严重影响正常人际关系的建构。对于职初教师来说，与原教

师群体的“代沟”和礼仪交往问题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学习热情，他们可能碍于面子或害怕出错而不愿

请教、不敢质疑。再次是教师和家长的交往，家长对初任教师的认可度和尊重度普遍低于成熟教师，他

们可能会过度干预教学和班级管理事务。同时，对于职初教师来说，在与家长交往的时候难免会报以一

种小心翼翼的态度，甚至会故意放低自己的身份，这就可能助长部分家长的嚣张气焰。最后是教师和学

校的交往，学校领导对于初任教师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期待，他们可能会出于个人偏好或其它原因而

较为重视或提拔部分初任教师，这会严重干扰整个教师群体的关系建设。学校领导和成熟教师的不同意

见和过分干预也会挫伤初任教师的工作激情。 

2.4. 入职培训体系不健全 

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是教师职业发展和持续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准备阶段，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初

任教师的入职培训起步较晚、发展较缓。特别是针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农村中小

学而言，其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机制更加欠缺。首先是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农村初任教师在

教学基本功和专业知识领域的差异较大，对于非师范生而言，入职培训应更加关注其教学技能和基础教

育理论知识的学习；面对师范毕业生，则可能更加重视其教材分析能力、课堂掌控能力和教学创新能力

的提高。姜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农村初任教师培训需求方面，85.8%的希望提高现代教育技术，70.9%的

希望提高教育理论知识[2]。其次是培训形式单一枯燥。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形式以集中讲座或公开课展

示为主，培训结束后缺乏必要的反思总结和评价反馈，教师发言以及相互探讨的机会和时间较少，这与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大同小异。有 42.5%的农村初任教师更喜欢师徒对接式的培训模式，73.2%的认为在

职培训对其教学能力的提高更为有效[2]。再次是培训时间有限。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

进行两三天的集中学习，这就导致培训内容密度较大，任务繁重，没能考虑到教师的实际接受水平。最

后是农村教师培训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小学获得的财政补贴更多地用于条件改善和设施建设工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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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分配到的培训名额也相对较少，加之受到交通、时间等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实际参加培训的农村

教师更是屈指可数。 

3. 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体系的建构策略 

3.1. 加强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政策保障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其对国民教育和教师培养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处于一个极高水平。尤其重视

对初任教师的入职支持体系的建构和相关教育法规的完善，如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起多次对新入职教师

的培训机构、内容、时间以及对象进行法律修正[4]。英国在 90 年代后期对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也做了相

应的法律规定[5]。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想要真正地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得不重视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

首先，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出台农村初任教师入职培训的相关法律文件和扶持政策。在吸引一大批有为

青年投身农村基础教育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对初任教师培训要求、内容、考核形式以及保障机制的具体规

定，明确初任教师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可建立农村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专项经费制度，加大对落

后地区教育发展的财政补贴，减免农村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费用。同时要加强相应的监管机制，保证经

费落到实处。其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落实农村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和生涯发展制度，根据地方

和学校实际发展状况制定执行、监管、实施和保障等方面具体的细化规则。最后，加强城乡教育联盟建

设，城市小学要加大对农村小学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帮扶力度，通过资源共享、校本教研、合作互助和

师徒结对等方式提高农村教育教师发展水平。 

3.2. 完善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内容维度 

由于教师角色的多元化和对自身身份定位的模糊，农村生存和发展环境的狭隘性以及入职不适应性

等因素的影响，初任教师心理各方面的需求较难得到充分满足。美国学者戈尔德(Yvonne)认为，初任教

师的需要主要分为三组：情绪——生理的；心理的；身体——智力的。生理的主要表现为生理需要和安

全需要，即基本的生存条件，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需要。心理的主要是指交往需要和尊重需要，教师处

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他们希望得到同事的接纳、学生的欢迎、家长的理解和领导的尊重。智力需要

是指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教师在专业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教育智慧、提高专业技能、战胜各种挑

战、享受教学乐趣最终实现自我发展的一个飞跃。对于农村初任教师而言，首先是要保障其生理需要，

加大对初任教师住宿、伙食以及娱乐等方面的物质支持，还要适当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使其能有足够的

精力和时间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和环境的变化。其次是心理需要，学校要为初任教师的各种入职不适应

性提供精神支持，如召开新教师的迎新会，使他们一开始就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定期举行各种集体活动，

加强教师团队的凝聚力，学校领导也要重视对初任教师的慰问和关怀。最后是智力需要，学校可为初任

教师安排一个有经验的成熟教师为其提供专门辅导，最好是资深的退休老教师，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

的同时与在职教师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少。农村小学还可搭建各种训练平台，定期举行集体交流大会、教

师技能大赛和经验分享沙龙等。 

3.3. 优化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主体结构 

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主体涵盖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农村小学、师范院校以及教师个体等

多个维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首先要加强农村初任教师入职培训机制和教师专业成长体系建构的顶层

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各主体的职责权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完善落实相关的教育政策和实施意见，

设置专门的初任教师入职培训的管理和实施机构，优化经费分配，做好保障措施。对于农村小学，首先

是要加强校长培训，学校管理者要树立民主、科学的教育和管理理念，避免形式主义和应试倾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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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调整教师考核升迁制度，建立赏罚分明的教师监督和激励机制。学校领导要信任并平等对待每位

教师，了解每位教师的成长背景和优势特长，为其适当分配教学工作和管理任务，帮助初任教师明确发

展目标、完善职业规划以及制定行动方案等。其次是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友好互助、积极热

情的校园氛围，以良好的教师群体文化激发初任教师的学习热情并增强其归属感和集体感。师范院校作

为教师培养的主体，应根据农村教育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基础教育改革新方向，加强定向师范生培养，

强化师范生的职业理想信念和实践教学技能。教师个体要加强自主实践反思，美国学者波斯纳提出了教

师成长的公式：经验 + 反思 = 成长[6]。初任教师在进行教学技能提升和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要时刻反

思自身的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并及时调整身心状态，缩短工作

适应期。 

3.4. 丰富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实施形式 

初任教师由于入职时间和入职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其入职支持的实

施形式也应有所侧重。入职初期应加强各方面的基础学习和技能锻炼，可以通过观摩优秀教师教学、教

师团队磨课评课以及阅读相关教育理论著作等形式丰富自身的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入职中期则应更重

视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教学的联系，在听课观摩的基础上加强评课活动和专题教学研讨。入职后期则应

加强“实战”训练，如组织职初教师开展现场“同课异构”活动、制定学期教学计划和编写单元考试试

卷等，在实践锻炼的过程中逐渐巩固其专业技能。在教师入职之初就应该建立教师专业成长档案和生涯

规划方案，在记录教师各方面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帮助教师针对自身的成长历程和个体差异明确每个阶段

的发展目标，帮助新教师尽快地达到优秀教师的专业标准要求。有调查发现，新教师最认可、最喜欢的

培训方式依次为“师徒帮带”制、实践考察、小组讨论、讲座报告、公开课和观摩课评析等[7]。所谓“师

徒帮带”制，是指有经验的指导教师对初任教师的教案设计、现场教学以及磨课听课活动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首先指导教师要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愿意帮助后辈成长，其次学校要合理安排指导教师的工

作任务，最后要有相应的评价考核机制，能及时反馈初任教师的进步成果。“互联网 + 教育”的发展为

农村小学开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研修提供了良好契机，在线学习的教学方式更加灵活，时间和精

力成本较低，农村教师能更便捷地获取相关资源。 

3.5. 健全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支持的培训体系 

针对农村小学初任教师入职培训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从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时间以及培

训效果等方面进行优化。首先，在培训内容方面，陈向明教授和王志明博士认为教师培训“不仅包括从

学校抽调教师进行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还包括教师平时的校本研究、学区教学研讨会和对外交流等培

训内容”[8]。可通过相关走访调查，结合当地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了解初任教师各方面的真实需求，加

强具体教学技能和实践问题解决策略的培训。同时对于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学习基础和需求差异应设计

对症下药的培训内容，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在培训形式方面，应采取短期培训、长期培

训、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等多渠道相结合的培训形式。再次，在培训时间方面，传统两三天的集中学习

难以保证培训效果的真实性和适切性，要在合理规划培训内容的同时适当延长初任教师的培训时长。国

家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对大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并制定相关的倾斜政策，增加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名

额。最后，在培训效果方面，地方和学校应建立相应的教师教育培训的监管部门和评价机制，不仅要评

价教师的实际学习效果，还要了解教师的学习态度和情感体验。除了传统的纸笔考试外，还可重点采取

公开课展示、论文撰写、主题汇报、团队互评、指导教师评价以及自评等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充分发挥

反馈的积极功效并长期跟踪其学习情况，促使初任教师不断地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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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和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需要，教育越来越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

凸显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强调要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基础教育成为了整个教育

发展中的关键一环，而农村基础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部分，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教师的综合

素养和专业水平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成长成才，也直接决定了整个教育水平的高低。教师初入职阶段的学

习和培训在其整个专业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由于个体身份角色的转换及农村教育的特殊环境等各种内

外因素的影响，农村初任教师表现出诸多的入职不适应性。要从多方面完善农村小学初任教师的入职支

持体系，国家层面要加强政策保障，农村学校要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丰富校本培训形式，同时学会利

用并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同时，初任教师个体也要积极适应并尽快融入到教师角色之中，主动探寻专业

成长之路，积极进行自主反思性学习。本文主要对农村初任教师入职的各种不适应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重点希望通过对其入职支持体系的建构满足农村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推进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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