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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广东省中学生物学科实验老师的综合素质，全面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本研究采用问卷调

查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等方法，以广东省“强师工程”的54名参培生物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培训意愿、

培训安排和培训内容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近一半初中生物教师有进修学习的想法，但迫于教学任务

太重，进修机会较少；教师参培的主要动机是解决教学困惑，最喜欢的培训方式是专家讲授和案例分析，

更欢迎“生物实验材料准备、实验操作流程与规范”的内容，希望通过培训及时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

问题，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多数教师希望将培训时间安排在工作日，最好是3天，他们希望专家根据出

勤率及平时表现进行考核，并在培训结束后，进行“售后式”的跟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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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ers of biology in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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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The author interviewed 54 biology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trong teachers’ 
project”,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willingness, training arrangement and training con-
t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arly half of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ers had the idea of 
further study, but with few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study mainly by force of the heavy teaching 
task. The main motivation of biology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was to solve teaching 
puzzles, and their favorite training methods were expert lectures and case analysis. The content of 
“biological experimental material preparation, experimental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
tions” was more welcome, hoping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a timely 
manner through training,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personal quality. Most teachers hoped to 
arrange the training time on working days, preferably 3 days. They hoped experts to assess ac-
cording to attendance and usual performance, and offer “after-sales” follow-up guidance after th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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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1]。以建设教育强国是基础工程这一基本论断，明确了发展教育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内在关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
同时，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精神，做好 2020 年“强师工程”中小学实验教师省级培训研修工作，突出“示范引领，补齐短板，促进

发展”，推动高校和各地市特别是粤东西北地区加强合作，2020 年中小学实验教师骨干教师的省级师资

培训于 2020 年 9 月份启动，现培训已圆满结束。中小学实验教学作为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定的重

要教学内容，是学校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3]。为进一步加

强生物学科实验教师队伍建设，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全面提高实验教师业务素质，

需以立德树人、知行合一为出发点[4]，大力提高初中生物教师的实践能力、实验操作技能和理论水平[5]。
本研究结合广东省中小学实验教学的基本状况与培训需求，通过对初中生物教师培训需求进行调查，以

期为后续的初中生物教师培训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资料。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韶关市和清远市在岗的初中生物实验教师，其中多数教师具有中级职称

(70.37%)、本科学历(90.74%)及生物专业教育背景(72.22%)，其余教师专业涵盖文学、理学、工学、医学、

艺术学、教育学等门类(表 1)；教龄在 1~29 年不等，教龄在<10 年、11~20 年、>20 年均占 25%以上，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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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biology class of “Provincial Training Plan” in 2020 (n = 54) 
表 1. 2020 年“省培计划”生物班基本情况(n = 54) 

项目 类别 人数 比例(%) 

职称 

高级 3 5.56 

中级 38 70.37 

初级 13 24.07 

学历 

本科 49 90.74 

专科 4 7.41 

专科以下 1 1.85 

专业 
生物 39 72.22 

非生物专业 15 27.78 

2.2. 问卷设计 

为精准分析粤北地区初中生物实验教师的培训需求，本研究利用问卷星发放培训需求调查问卷。整

个问卷共设计了 20 道题，其中第 1~3 题包含初中生物实验教师的基本信息(职称、学历、专业等)，另外

17 道题主要是全方位了解参培教师的需求，包括几类问题：1) 培训意愿(动机、态度等)；2) 培训安排(时
间、培训方式、考核方式等)；3) 培训内容(线上线下实验教学知识需求、教学策略等)；4) 培训存在问题

及建议(图 1)。后 17 题包括 7 道单选题、8 道多选题和 2 道填空题。 
 

 
Figure 1. Questionnaire design framework 
图 1. 问卷设计框架图 

2.3. 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作品分析法和数据统计法。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38


陈云 等 
 

 

DOI: 10.12677/ae.2022.128438 2900 教育进展 
 

通过韶关学院图书馆查阅了与“强师工程”相关的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并以参培生物教师和培训

需求为切入点，对“强师工程”和本文的研究背景有了深刻的认识；根据选题的要求，设计了 2020 年广

东省中小学实验教师(初中生物)专项培训调研问卷，对参加培训的生物教师每人发放一份，发放问卷 54
份，回收有效问卷 54 份，回收率为 100%；针对学员的培训需求，在培训前，通过微信、钉钉和电话等

方式与学员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培训需求及询问相关具体原因；在培训过程中，利用课余时间和休息

时间与参培教师进行交流和个别访谈，向他们了解具体学习情况及改进意见。与参培教师一起听课，参

与活动，观察各个参培教师的课堂表现和平常表现；培训结束后，对参培教师的课后作业和学习心得进

行整理分析，从中提取出和本研究相关内容，以供参考；最后，调查所得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和人工核

查方式进行统计，结果用图表来标识，并对表格和图形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3. 结果与分析 

3.1. 培训意愿 

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教师经常有学习进修的想法(48%)，另有 42%的教师表示有时会有进修的意愿

(图 2(a))；事实上，教师进修的机会不多，仅 8%的教师获得培训的机会很多，分别有 56%和 34%的教师

表示参加培训的机会一般或较少(图 2(b))。 
 

 
Figure 2.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further study (a)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b) 
图 2. 教师进修意愿 (a)和培训机会 (b) 

 
在调查教师参加培训的动机时发现，老师们主要是为了解决教学困惑(90.74%)，亦是应学校要求

(51.85%)，同时培训也可以结交朋友扩大视野(33.33%)。与之相匹配的是，在调查培训对职业生涯有何影

响或意义时发现，绝大多数初中生物实验教师希望通过培训能及时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94.44%)、
全面提高个人素质(90.74%)、接受新教育理念(88.89%)。晋升职称(29.63%)和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24.07%)
摆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3.2. 培训安排 

3.2.1. 培训方式 
在培训方式的选择上，多数的教师倾向于专家讲授(70.37%)和案例分析(70.37%)；其次，名校观摩交

流(68.52%)、实践操作(66.67%)、专题研讨与交流(57.41%)和小组合作学习(51.85%)亦受到过半教师的欢

迎；而虚拟仿真实验、网络培训、任务驱动等培训方式仅受到少部分教师推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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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raining methods preferred by trainees 
表 2. 培训教师喜欢的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 人数 比例(%) 

专家讲授 38 70.37 

专题研讨与交流 31 57.41 

小组合作学习 28 51.85 

案例分析 38 70.37 

任务驱动 8 14.81 

工作方式 5 9.26 

名校观摩交流 37 68.52 

实践操作 36 66.67 

3.2.2. 培训时期和时长 
将近 80%的教师希望培训时间安排在工作日，不想被占用休息的时间，另有 14%的老师希望培训最

好安排在寒暑假(图 3(a))；50%的教师认为 3 天的培训时长是最合适的，认为 4 天和 7 天最为合适的分别

占 28%和 18% (图 3(b))。 
 

 
Figure 3. The most acceptable training period (a) and training duration (b) for teachers 
图 3. 教师最能接受的培训时期 (a)和培训时长 (b) 

3.2.3. 考核方式 
在考核方式的选择上，多数教师根据选择出勤率及平时表现(83.33%)进行评分，其次，专家可根据

实验示范课(35.19%)、实验教学设计(27.78%)、提交论文或撰写学习心得(20.37%)进行评分，这样的考核

方式比较公平公正，可以有一个总体而全面的考核，同时，也能提高培训质量。 

3.3. 培训内容 

在生物实验培训知识的选择上，85.19%的教师最希望进行生物实验材料准备、实验操作流程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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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知识培训，其次是对课改、新课标、新教材理解与把握的知识(74.07%)和生物学科专业与前沿知

识(72.22%)，而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相关知识的需求相对最小(表 3)。在实验知识和操作的需求上，

多数教师认为微生物学(74.07%)、动物学(72.22%)和植物学(72.22%)这三科的操作最需要学习(表 4)。 
 

Table 3. The most needed knowledge for trainees 
表 3. 培训教师最需要的知识 

类别 人数 比例(%) 

生物实验材料准备、实验操作流程与规范 46 85.19 

生物学科专业与前沿知识 39 72.22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32 59.26 

对课改、新课标、新教材理解与把握的知识 40 74.07 

其他 1 1.85 

 
Table 4. Experimental knowledge and operational training requires by trainees 
表 4. 培训教师需要的实验知识和操作培训 

类别 人数 比例(%) 

微生物学 40 74.07 

遗传学 24 44.44 

植物学 39 72.22 

动物学 39 72.22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3 24.07 

细胞生物学 32 59.26 

组织培养 23 42.59 

 
同时，具体到某个实验中，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75.93%)、验证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62.96%)、

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59.26%)、观察酵母菌和霉菌(59.26%)成为多数教师的首选。关于课堂创新教

学策略的需求上，创新教具制作(79.25%)和翻转学堂(77.36%)成为教师们的首选，另有近一半教师选择创

客教育和 STEAM 教育，应尽可能结合中学生物教师对实验教学策略的需求开展培训。 

3.4. 培训问题 

根据调查和访谈内容，发现教师们培训后往往需要“售后式”的跟踪指导，但较为欠缺(32%)。在培

训方案上，基本与学员需求相符，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包括培训针对性不强(30%)、培训方式不符合教师

实际(24%)、培训时间不合理(8%)、培训期间生活安排不好(4%)等(图 4)。 
通过对进修有意愿的人进一步调查，发现进修最大的阻碍就是教务任务太重(66%)，其次，家庭事务

太多(14%)、培训时间太长(12%)、学校经费支持不够(8%)等导致不能参加培训或参培意愿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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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main problems in training 
图 4. 培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经过培训和调查发现，有近一半教师有进修学习的想法，但获得的机会较少，同时主要是由于教学

任务太重导致进修机会少；初中生物教师参培的主要动机是解决教学困惑，最喜欢的培训方式是专家讲

授和案例分析，更欢迎“生物实验材料准备、实验操作流程与规范”的内容，希望通过培训及时解决教

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多数教师希望将培训时间安排在工作日，最好是 3 天左右的

培训时长，对于考核方式，他们希望专家根据出勤率及平时表现进行评分和考核，培训结束后，进行“售

后式”的跟踪指导。 

4.2. 对策建议 

根据对培训内容的调查和反馈情况进行讨论，并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按需培训，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通过调查发现，中学生物教师具有较强的培训意愿，但参加培训的机会普遍不多。应紧紧围绕教师

对于中学生物实验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课堂创新教学策略的迫切愿望，结合新教育理念，精心设计特色鲜

明、主题突出的培训内容[6]，包括生物实验材料准备、实验操作流程与规范方面，对课改、新课标、新

教材理解与把握，生物学科专业与前沿等相关的知识等；在实验内容的选择上应契合教师需求，融入创

新教具制作、翻转学堂等课堂创新教学策略，开展针对性的实验教学培训，以期解决教师在平时生物实

验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大力提升教师个人理论水平和综合实践能力。 
2) 优化培训模式，提高教师的参培积极性 
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采用教师喜欢的专家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培训模式，达到拓宽

和加深初中生物实验知识。组织教师到地方名校观摩交流、专题研讨、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形式，让教

师参与研讨并融入到培训中。同时，培训应尽可能安排在工作日，培训时长控制在 3~4 天为宜，考核以

出勤率及平时表现为主，以此提高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同时，培训应开设线上模块，便于教师根据

自身情况自由安排时间学习，以减轻教学任务等对培训的影响；此外，线上模块可清晰展示实验操作过

程和细节，便于教师反复观看，提升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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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变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教学的根本就是学生，培训的本质就是如何让学生更好的接收新知识，并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从

学生的实际出发，透过生物现象发现生物的本质，夯实学生的实验基础，在生物实验中增强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探索意识，培养生命观念、科学思维和社会责任等生物核心素养。把“探究式”、“创造性”和

“发现”视为学生的本性，青霉素的发现说明敷衍了事永远不会有创新，为实验而实验永远不会有奇迹

出现，实验结果重要，创新意识更重要。在生物实验开展前，将课外拓展和生物实验结合起来，在课外

拓展的时候，可以去树林采集生物实验所需的样品，如蚯蚓、树叶等，然后进行生物实验观察；与此同

时，构建高效的生物课堂，开展游戏教学，即将实验任务融入游戏中，通过小组之间的竞争，使初中生

为了赢得比赛的胜利而认真地参与游戏，在玩中学，达到学以致用的实效[6]。生物教师应鼓励初中生在

家里进行小实验，验证实验想象，提升实验水平。 
在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初步建议：1) 承办单位应该按

需培训，根据上一期培训学员反馈的问题，重新审视和制定合理培训方案；分层培训，线上模块和线下

模块相结合，制定多元培训模式。2) 培训人员应该提前和参培教师交流，对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和解答，

有些问题非常有价值，现将本次培训的教师疑问列出供大家参考：如何提升生物学科专业能力；如何提升

校本课程开发与利用的能力；校本课和课外活动怎样结合能更吸引学生；如何让学生的课外实验得到社会

和家的支持；如何进行课题研究，可否和大学教师联合申请课题；非专职生物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生物

教学内容中难度和深度如何把握等问题。3) 参培教师应带着问题来培训，做好预习工作，培训后及时整理

和实践，加深印象，学以致用；后期教学过程中，拍个实验操作小视频发给专家，请专家进行指导。 
最后，根据生物学科的实验教学特点，不仅要夯实教学基础，开好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实验项目；还

要拓展理论创新，将学科前沿知识和最新技术成果融入实验教学；更要注重应用实效，强化实验操作、

情境体验、探索求知、亲身感悟和创新创造，着力提升观察、实践、启发性思维和团队协作等能力，全

面提高实验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实验教学质量，以助力促进广东省生物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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