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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业成长视角的教师逆商：现状调查与对策探索

文/张定强 曹春艳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使命。唯有高超的教学技

巧、渊博的学识修养、宽厚的人格特质、较强的抗挫能

力方可担当此任。教书育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各

种问题和挫折不可避免。尤其在新课改不断深化的今

天，社会信息化的程度、知识更新的速度都给教师的

职业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加之考评选优、升学考

试、岗位管理等压力，教师处处感受到困难与挫折的

存在。这不但造成了习以为常的教育经验与新课程所

倡导的理念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事业、家庭、人际交

往方面的矛盾，而这些冲突与矛盾的缓和与解决不但

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情商（EQ）和智商（IQ），更需要

较高的逆商（AQ），这三者是教师获取生活和事业成功

的重要基础。

逆商，全称逆境商数，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

应方式，即面对挫折如何摆脱和超越的能力[1]。保罗·

史托兹博士将逆商分为四个部分：控制（Control）、

归属（Origin & Ownership）、延伸（Reach）、忍耐

（Endurance）。这四个部分是进行逆商研究的基础，

可以衡量一个人在逆境面前的应对能力。既然教师在

专业成长中经历挫折、磨难、考验是不可避免的，那么

探究中学教师逆商的真实状态，探寻提高逆商的对策

就十分有意义。

一、教师逆商调查

1.调查样本

随机选取来自甘肃省11个地、州、市参加中学阶段

新课程培训的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语文、数学两科

教师较多）206名，施测对象中男教师占40.3%，女教师

占59.7%，年龄绝大多数在20～40岁之间，教龄在1～10

年间的占80.1%，具有初级与中级职称的占93.7%，。

2.调查工具

笔者采用自编的《中学教师逆商问卷》进行调查

（辅之以个别访谈）。所用问卷是在参阅中外相关文

献，通过访谈征求专家意见，结合教学实际的基础上

编制而成的。问卷共有40个问题，每道题赋值1～5分，

90分以下属低逆商，90～160分属中等逆商，160～200

分属高逆商。整个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为0.83，题目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5级评定，

并用SPSS13.0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问卷由研究者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

体测试，整个过程持续15～20分钟。

3.调查结果

笔者对中学教师的总体逆商情况和在控制、归属、

延伸、忍耐方面的分维度逆商情况作了调查（见表1）。

控制维度表示的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或生活中

遇到逆境时有多大的控制能力；归属维度表示的是教

变量 分类 逆商 控制 归属 延伸 忍耐

性别
男 130.2 34.33 30.95 31.01 33.90

女 129.33 34.30 30.22 32.00 32.82

年龄

20～30岁 131.12 34.30 30.81 32.27 33.74

31～40岁 127.99 34.39 30.20 30.73 32.67

41～50岁 122.00 33.00 28.50 29.50 31.00

职称

高级职称 136.63 37.75 31.88 33.50 33.50

中级职称 126.49 34.24 29.78 30.54 31.92

初级职称 131.04 34.03 30.74 32.18 34.10

暂无职称 135.00 36.00 34.25 31.25 33.23

学科

语文 127.54 33.91 29.91 30.95 32.77

数学 130.98 34.94 30.89 32.00 33.15

外语 131.14 34.57 29.14 32.43 35.00

理化及其他 130.03 34.18 30.73 31.71 33.42

表1 中学教师逆商测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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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逆境发生的原因、愿意承担的责任、改善后果等

情况的认知能力；延伸维度表示的是教师对逆境给工

作、生活等造成的影响范围的评估能力；忍耐维度表

示的是教师认识到逆境的持久性与逆境对个人产生的

影响时间的评估能力。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一定的访谈和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性别、学科对教师逆商没有影响，而年龄、

职称对教师逆商有影响，下面重点加以分析。

1.中学教师逆商处于中等水平

根据数据统计，中学教师总逆商和控制、归属、

延伸、忍耐分维度逆商分别为129.68±13.23、34.31±

5.27、30.51±4.40、31.60±4.79、33.26±5.50，控制

维度最高，起因和责任归属维度最低。

从测试的总体水平看，中学教师的逆商处于中等

水平，说明中学教师有较强的抗挫折能力。10年的课

程改革中，绝大部分教师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课堂

教学，积极调控各种因素，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

学朝着有序有效的方向发展。但在起因与责任归属方

面，中学教师的得分较低，说明教师对逆境发生的原

因、愿意承担的责任、改善后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

题。如约9%的教师认为课程目标没达成但自己一点责

任都没有；23%的教师认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会波及自

己对他人的态度，但问题的责任不在自己；约10%的教

师认为进行课堂教学等方面的改革效果不理想，但自

己一点责任也没有。这说明有些教师不能很好地进行

归因分析，有责任外推的倾向。甚至有些教师不能很

好地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导致谩骂学生、体罚学生等

不良现象屡屡发生。因此，改善教育、教学环境，缓解

教师压力，提高教师逆商势在必行。

2.不同职称的中学教师之间的逆商存在显著性

差异

从职称的层面看，高级、中级、初级、暂无职称的

教师的逆商分别为136.63±16.27、126.49±10.99、

131.04±14.15、135.00±7.357。不同职称的中学教师

的逆商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高级职称和初级职称之

间的教师逆商存在显著性差异；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

之间的教师逆商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暂无职称和初

级、中级、高级职称之间的教师逆商没有显著性差异。

教师的职称不仅是衡量教师专业水平高低的标

尺，也是社会地位高低的一种象征，追求高一级职称

就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动力源之一。暂无职称和高级

职称教师的逆商最高，这是因为，高级职称的教师有

较好的控制感和逆境评估能力，能够比较正确地看待

教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和挫折，具有坚定的教育信念；

暂无职称的教师工作时间不长，为了取得社会、学校、

同事对自己的认可，不断地追求上进，挑战自我，从反

思的角度追究教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具有较好的自

我反思意识。而中级职称教师的逆商最低，这是因为，

这部分教师已获取一定的职称，略感压力不大，要取得

更高的职称以获取社会认同尚需以后的努力，有得过

且过的思想，容易自我满足，对一些教育教学问题采

用回避或者责任外推的方法来应对，从而导致逆商较

低。新课改的推行势必依靠每位教师的努力，高级职

称和暂无职称的教师只是教师队伍中较少的一部分群

体。要取得新课改的圆满成功，还得依靠占多数力量

的初、中级职称教师。所以，如何使初、中级职称的教

师能够不拘泥于现状，积极挑战自我，努力创新，是一

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3.中学教师逆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递减趋势

从年龄段的统计来看，20～30岁、31～40岁、41～

50岁年龄段的中学教师逆商的平均值分别为131.12±

13.19、127.99±13.28、122±6.98。可以看出，随着年

龄的增长，中学教师的逆商呈递减趋势，但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

由于教师职业的相对稳定性，以及教学经验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使得中学教师的逆商呈递减趋

势。20～30岁教师的逆商最高，说明教师在刚进入教

师职业时有饱满的热情，不断进取，努力改善形成的

习惯，能够从自我的角度进行反思。31～40岁教师的

逆商较20～30岁教师的逆商有所降低，说明这一年龄

段的教师因事业和生活进入较为满意的状态开始松

懈，竞争意识随之减退。41～50岁教师的逆商之所以

最低，说明这个年龄段的教师职称晋升已无希望、教

育事业很难有大的建树，加之课程改革和生活压力较

大，很多教师就丧失了竞争意识，并且自认为职业生

涯基本到头了，在控制、归属方面表现更多的是责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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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在延伸、忍耐等方面低估影响力和时间，如在问题

“刚刚上完一节课，听课教师发出了许多负面的声音，

指出了许多缺点，此类事对自己的影响时间”中，41～

50岁年龄段的教师选“一直存在”的比例远远高于其

他年龄段。因此，要高度重视随年龄增长而逆商递减

的现象，充分调动年龄较长者的课改意识与激情，让

其更好地发挥长者的教育风范与引领作用，创新教学

方式，更新教学理念，反躬自问，以较强的抗挫折能力

去迎接新课程的挑战。

三、有关教师逆商的对策探索

调查和分析显示，“逆商”是影响教师专业成长的

一个核心因素，可以真实地反映当下教师的教学现实，

找到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问

题的方法，进而找到课程改革的突破口和转折点，从

而拓展教学对策空间。教师的逆商是日常教学工作和

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一种具体表征，而采取何种态度

与行为对待这种现实非常关键。为此，笔者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

1.掌握反思方法和技巧，丰富教育智慧，整体

提升中学教师的逆商水平

反思是个体特有的心理品质，而教师的反思能力

则是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新课改不断

走向深入的今天，教师不仅须对新课程、新模式、新

资源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情感态度的调适，更要有

高超的反思方法和技巧去体会课程改革背后的深层内

涵。逆商的调查就是从反思的视角来探析中学教师在

教学生涯中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其实教师进行反思的

方法与技巧很多，如通过课堂计划表核查本节课教学

的基本情况，通过教学有形产品表核查学生知识掌握

情况，通过课堂观察表、教学审计表等工具来透视自

己的教学真相[2]。这些工具与方法的使用，能够使教

师正确地分析与处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

而提升教师的逆商水平。

虽然中学教师逆商的整体水平较好，但这并不意

味着教师应对困难与挫折的能力就一定强。调查发

现，逆商水平较低的教师，主要是反思能力的缺失与反

思方法技巧的欠缺，因此，教师在专业成长中要有意

识地培养自己的反思意识、方法与技巧。教师的反思

和自我评价是个体在教学工作中和隐秘的思想中进行

的，出现情绪消极时，教师要尝试着采取用反思的方

法有意识地控制、保持冷静态度、将问题暂时搁置等

策略，分析造成情绪失落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缓

解消极情绪；在感到教学内容单调、烦琐、机械，缺乏

创造性和吸引力时，要尝试新的方法或者学习新的知

识，对自己的状态进行调试，以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同

时还要汲取一些教育智慧，不断强化自身素养，真正

提高自身抗挫折能力。

2.拓展教研室功能，分享研究的力量，缩减不同

职称之间教师的逆商差异

中学教师是在一定的组织下来进行教学与研究活

动的，教研室或者年级组就是教师研讨教学活动、发

表教学话语、激活教育智慧的重要场所。不同职称、年

龄的教师在这一群体组织下交流教学感受，分享教学

经验，提出解决问题对策。然而现实中教研室或年级

组的境况则是功能缺损、管理无序、活动缺失，甚至名

存实亡。为了使教师的专业成长有一个好的基础与平

台，亟须明晰教研室的地位，拓展教研室的功能，营造

一种良好的教研室或年级组的生态文化环境。

人的大脑对逆境有天生的偏好，不利的事情会比

有利的事情留下更深刻的烙印。在教学工作中，教师

也会对教学问题和教学失误留下深刻的影响，这就为

教师做教研课题提供了丰富的问题源。如针对教学效

率问题成立有效教学课题研究小组，针对学困生问题

成立学困生转化课题研究小组等。这些课题小组的活

动，使教师形成集体合作研讨的模式，在一个良好的

教研文化氛围中，不同职称的教师共同出谋划策、奉

献智慧，从而全方位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3.建设老中青教师相结合的教学团队，打造优

质课堂，扭转逆商随年龄增长递减的局面

课堂教学是中学教师的主战场，也是教师碰到困

难或挫折最多的场所。由于教学具有复杂性和对具体

情境的依赖性，一个教师每天要做出3 000多个有意

义的抉择[3]，这样的抉择会给教师带来困惑、沮丧，需

要教师的强意志力和高逆商。调查中发现的随着教师

年龄的增长逆商呈递减趋势的现象应引起高度关注。

扭转这种局面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建设老中青教师相

结合的教学团队。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学科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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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春老师的《教育智慧从哪里来》一书说到一

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医生越老越香，教师越老越

臭？”

王晓春老师说：“医生凭的是专业技术，专业技

术这种东西是越研究越深，经验越多越好，时间长了

甚至会形成‘一招儿鲜’的。年龄不会磨损它的价值，

因为那是一种智慧，智慧是不容易随着体力的衰弱而

减退的。为什么教师老了就不行了呢?因为很多教师拼

的是体力，他们在工作中很少研究，专业能力停滞不

前。”那为何医生必须提高专业能力，而教师却非要去

拼体力呢?王老师接着解释说：“奥妙在于医生对病人

没有领导关系，而教师对学生有领导关系。”

纵观全文，王晓春老师是从管理权角度来区别医

生与教师的。笔者乃一普通语文教师，读罢感慨万端。

感叹之余，突然发现，若就专业角度而言，医生与教

师，尤其是语文教师，还真有的一比！

医生“治病救人”，教师“教书育人”。医生和教师

都得面对人的问题。只不过一个是在“生理”上有问题

的“人”，一个是“灵魂”上需要塑造的“人”（教师被誉

为“灵魂工程师”）。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两者也都是

专业人士，都得凭借专业待人：一个是“救人”；一个是

“育人”。

但是，如果人们仔细分析二者“待人”的过程，就

会发现其中奥妙不同。

先说医生“治病救人”。一般而言，医生看病，其

流程第一步是先研究病情，按中医之说，先得对病人

“望闻问切”，然后制订方案，对症下药。注意，这里

说的是，医生是先研究“病症”，然后再研究“药”，顺

论教师“教书育人”的职业意识

文/程永超

伍为主组建的教学团队，可就具体学科中的教学问题

展开深度的对话与交流。这一方面促使年长教师反思

自己的教学经验，奉献自己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也

利于形成研讨现实教学问题的话题，如备课、评课时

通过团队的形式进行研讨，不仅使教师达成一定的共

识，也引发教师深度反思自己的教学经验与效果，克服

部分教师的经验主义偏见，去除认识上、理解上的误

区。另一种形式是多学科混编的教学团队，如理科教

学团队或者文科教学团队等，团队可就教学中存在的

共性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形成合力，综合治理出现的问

题。

反观现实，中学成立的教学团队较少，开展教学

研讨的形式、方法、效果不佳，因此学校组建老中青教

师相结合的教学团队，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活动开展

上、效果反馈上探索有效的运行机制，使团队成员在

知识、年龄、个性、职称上进行互补，使不同年龄段的

教师在逆境面前保持一种生命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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