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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Ｈ县教育基本情况

Ｈ县位于 甘 肃 省 临 夏 回 族 自 治 州 南 部，总 面

积９６０平 方 公 里。全 县 辖６镇７乡，１２２个 行 政

村，１个居委会，１４３６个合作社。总人口２０．０１９５
万，有汉、回、东 乡 等８个 民 族，其 中 少 数 民 族

１１．５０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 ５７．４６％。农 业 人 口

１８．３３４８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９１．５８％，贫 困 人 口

４．７２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２２．８６％。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２７所，其中独立高中１
所。独立初中７所，六年制学校７３所，教学点４３
个，幼儿园２所，职 业 技 术 学 校１所。全 县 学 生

２３１７１人，女 生 １０７３４ 人，其 中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１２９３０人，少 数 民 族 女 生５７２５人。教 师１６７９人，

女教师９５４人；少数民族教师８５２人，其中女教师

４１３人，分 别 占 教 师 总 数 的５０．７４％、２４．６％；现

有代课教师４２０人，占教师总数的２５．０２％。

二、调研过程与方法

本调研以 Ｈ 县 甲、乙、丙３个 学 区 的８所 学

校为样本，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采取了问卷调查

法、访谈法以及课堂观察法。

就问卷调查而言，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式，对 Ｈ县８所 样 本 学 校 的 校 长、副 校 长 以 及

教师进行需求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教师问卷９２份，

回收有效 问 卷８８份，有 效 率 为９５．６５％。本 次 调

研的访谈对象包括：Ｈ县８所学校的８名校长，２４
名教师和５０名学生。

调研成员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入课堂，主要从

课堂导入、课堂讲授、课堂提问与对话、小组合作

与讨论以及课后课中练习管理５个维度２０个观察

指标进行观 察。在 调 研 过 程 中，研 究 者 共 听 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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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课程主要为语文、数学、英语。

三、调研结果

（一）教师基本情况

Ｈ县属于 回 族 自 治 县，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全 县

人口的５７．４６％。就教育发展而言，在临夏州属于

中等发展水平，发展相对滞后。从教师的基本情况

来看，所调查的 Ｈ 县 边 远 农 村 地 区 教 师 的 基 本 情

况为：年龄 偏 小、① 民 族 成 分 多 元，教 龄 偏 低、在

编教师所占比例不高，学历偏低、近一半教师因不

在编或刚上岗而没有获得相应的职称，具体情况如

表１示。
表１　调查问卷中教师的基本情况 （％）

性别 民族 教龄

男 女 汉族 回族 东乡族 撒拉族 ５年以下 ６～１０年 １１～１５年 １６～２０年 ２０年以上

６１．３６　 ３８．６４　 ６４．８　 １４．８　 ２０．５　 ０　 ３０．７　 ２７．３　 １０．２　 ６．８　 ２５
类型 学历 职称

校聘代
课教师

特岗
教师

县聘代
课教师

在编
教师

中专
（高中） 大专 本科 初级 中级 高级 未评

１５．９　 １２．５　 １８．２　 ５３．４　 １７．０　 ４８．９　 ３４．１　 ２２．７　 １９．３　 １２．５　 ４５．５

　　调研中发现，当地因缺编现象严重，教师教学

任务重、工作量大成为普遍现象。有不少老师都在

跨年级代课，学科基本设计小学阶段国家课程要求

中的全部课程，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较大的挑

战。访谈中有老师说：“首先，老师频繁来来去去，

来了在学校呆不住；其次，学生说的是纯东乡语，

即便学生上了二年级也不会说汉语，直到三年级才

可以听懂；在这里，我们学校的学生多老师少 （包
括学前班在 内 共 有７个 班，９位 老 师），教 学 都 是

包班的形式，老师任务量大，工作也很累。”

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年轻教师虽然也具有一定

的自我优势，但普遍存在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方式

方法刻板的现象。在访谈中有校长说道：“教师们

都很热爱 自 己 的 工 作，愿 意 在 边 远 山 区 小 学 任 教

……但教学方法单一，不够灵活，加之教学任务比

较重，老师对教育的理解与思考也不深刻。”
（二）教师对学校办学满意度

教师对学校发展的满意度关系着教师工作的信

念与归属感。在边远的农村学校普遍存在着边远教

学点的老师希望到乡镇工作，乡镇工作的老师希望

到县城工作的心理取向。调查发现，教师对硬件物

质的追求要比软件能力、氛围等的追求要高。

从调查分析来看，教师对学 校 的 操 场、教 室、

电教设备、食堂以及课外活动的满意度较低，而对

学校管理水平、教风、学风、教师素质、教学方法

以及学校德育等满意度也低。具体情况见图１。
（三）课堂教学现状

课堂教学是教师工作的主阵地，也是学校工作

的中心。学校的办学质量的高低与教师专业能力的

提高都可以从中得到体现。

图１　教师对学校发展满意度的基本评价

１．新课改理念尚未落实

Ｈ县作为 少 数 民 族 自 治 县，教 育 质 量 受 到 当

地文化影响较大，教学中问题较多。有教师认为，
“学生的学习状态一 般，孩 子 虽 然 想 学 习，但 家 长

不支持，五月份领孩子去挖冬虫夏草，八月份领孩

子去摘棉花。”③ “班里学习困难的学生比较多，家

长不够重视，家里的活比较多，一般孩子都是爷爷

奶奶来管，家庭教育比较少。”另外，“有些家庭不

重视学生的学习，少数民族尤为明显。特别是少数

民族聚居 比 较 集 中 的 地 方，学 生 辍 学 现 象 较 为 严

重。”另外，学校本有的师资水平与教育 能 力，也

影响了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教师对 教 学 中 存 在 问 题 的 归 因 中 发 现，关 于

“外因”所 致 的 教 育 教 学 问 题 教 师 有 较 高 的 认 同，
比如 “学生学习习惯差”、“学生的学习方法与能力

欠缺”、“后进生转化困难”、“新教育教学理念难以

实际运用”等，但关于 “内因”所致的教育教学问

题与教师的认同出现背反的现象，比如 “我的课堂

管理能力不足”、“教师间的合作效果不理想”，这

一方面说明教师有较高的自我认同，但也说明教师

在教学责任方面的回避与推诿。可事实上，教师也

承认自己 “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需要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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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 “主要使用的是讲授的方法”。这足

以说明，当地教师的教育教学新理念实施存在一定

的困难，学生的学业水平偏低，以及教师在教学中

专业能力与水平亟待提高的现实。

２．教师专业能力亟待提高

（１）教学效能感强，实践行为弱

在调查中了解到，教师对自我教学的认同感较

高，“我现有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教学

工作”的认同度较 高 （如 图２示），对 “新 课 程 倡

导的课堂教学改革”信心满满 （如图３示）。

图２　我现有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教学工作

图３　我对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教学改革

在课堂观察中发现，不论是什么课程，教师的

教学模式基本形成了定势：“讲授”———甚至连同

复习课也是在老师的讲授中完成作业。于是，鲜活

的语文教学基本成了做练习、识字、读课文等，课

堂中参与讨论、角色扮演等自主、合作和探究式的

教学行为很少组织。客观来看，仍然坚持着 “穿新

鞋走老路”的状态。
（２）工作敬业程度高，教学实践变革难

在访谈中了解到，这里的 “教师们工作非常敬

业，但是每个 教 师 教 学 任 务 重，比 如，１～２年 级

开设６门课，３～６年级开设９门课，教 师 每 周 课

时量大，无暇钻研教学。学生学习不太积极，很多

学生在十二三岁左右就辍学，家长观念落后。学校

也针对辍学情况动员家长，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工作任务的要求，教学的任务

重、压力大、事务多。从而导致教师加班加点工作

成为常事。调查中有５９．０９％老师认为 “教学工作

负担过 重，经 常 加 班 加 点”，仅 有２３．８６％的 老 师

表达了不一样的意见。

另外，在调查中了解到，面对变革的需求与现

实，教师感到变革起来比较困难，新课改的理念难

以落实。如图４示。访谈中有教师坦言：“教师的

教学能力不足，教师课堂上设计的活动不能很好吸

引学生 的 注 意 力，课 堂 气 氛 不 是 很 活 跃。”显 然，
工作的认真努力是教学的基本态度问题，但教师的

专业能力将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

图４　课程改革理念在学校实施的困难程度

（３）具有较好的师生观

在调查中发现，教师对 “好老师”品质的认同

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 “乐意帮助学生”、“信任

和尊重学生”、“公平对待所有学生”，这些选项均

为有关情绪与情感的因素，足见教师对学生培养中

社会情绪因素的关注。
另外，在调查中也发现，教师对学生 “同学关

系”、“爱好特长”、“日常生活”以及 “身心健康”
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关注。在学生

访谈中也了解到，“老师对我们每个同学都很关心，
下雨了会给我们借伞，同学生病会给买药，还会去

家里看 望 学 生。中 午 同 学 不 回 家，老 师 会 提 供 热

水。”可以说，在学校中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是无微

不至的。在 “如果让你对你的老师说一句话，你最

想说什么？”问题的回答中，大多数学生对教师充

满感激之情。
但由于受学校教学管理评价因素的影响，教师

对 学 生 的 考 试 成 绩 的 关 注 也 是 比 较 高 的 因 素，

７３．３％的教师认为自己 “很在乎学生的考试成绩”。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往往会给学生布置较多的作

业，致使学生的任务负担较重。
（４）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

在调查中发现，在教学理念上，教师都有较好

的认同，比如学生在课堂上较多的表现机会，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采取教学挂图、音像制品或

计算机开展教学，与学生交流问题等，对于这些关

于教学方法问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教师的认同度

很高，但是在教学的现场中发现，老师还是重复着

讲授唯一的教学方法，６７．０５％的教师认为 “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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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背、强化训练是提高成绩的有效方法”。
访谈中有老师说道：“我平时课堂教学采用讲

授法居多，互动参与式较少。原因主要是比较忙，
没时间准备，学生放学回家也比较忙，不太重视预

习，互动参与教学效果一般。”这说明教师具有实

施新课程的意识，但缺乏行动与课操作的办法。
另外，在学生的访谈中也了解到，在一些偏远

的完全小学中，老师的教学除了黑板、粉笔外，不

用电脑、投影仪等其他教学工具上课，也很少使用

挂图等教具。访谈中有老师讲：“我们学校有一间

多媒体教室，要求每位教师每学期不少于２节电教

课，教师可以在学区下载课件，比较方便。学生比

较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但是教师教学任务太重，不

能经常制作课件。年轻教师使用可以，年龄大的教

师很少使用。”

３．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有待提高

课堂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阵地，了解教师的

教学，必须深入课堂，扎根课堂。从课堂 观 察 中，
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教师重视课堂导入、提问和

对话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如图５所示。④

图５　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分析

课堂观察发现，教师课堂教学导入方式比较单

一，有的教师通过让学生读课前语明确学习目标，

有的教师由旧知识引导到新知识，有的教师直接用

提问、复习旧课的方式导入新课。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讲授很多，甚至是将所谓正确的答案填写在

练习册和笔记本上，少了课堂中探究、合作与发现

的环节。甚至不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记、背

已成为大家共用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有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

了随堂的面批，但是这种面批只重视形式，轻视了

质量。在应然的理解上，教师应该在面批的过程中

发现问题就应让学生及时纠正，并说明理由。但是

在实然的行动中发现教师面批形式多于内容。在教

学的言语行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语言伤害，对学

生学习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关注不够。课堂上回答问

题的学生多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课堂观察也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参与不足，教

师教学语言的生动性、趣味性与灵活性、发音与写

字的准确性、语速与语调适切性、讲解、知识储备

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比如有学生谈到：“老师

讲课乏味，（希望）生动些”；“上课没有兴趣，应

调动起我们的积 极 性”； “老 师 知 识 较 少，许 多 不

懂，在读书方面还需提高”；“教师上课千篇一律，
没什么新意，提不 起 兴 趣”； “老 师 上 课 应 有 点 活

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老师的普通话不太标

准”；“老师动不动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四）学生学习水平

１．学生具有努力学习的良好倾向

Ｈ县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校长和老师看来：
“孩子喜欢上学，家里 不 让 孩 子 上 学 了，孩 子 就 到

学校里来借书到家里看。家长不让上没办法，我们

这儿文化落后，信息闭塞，考试制度不完善等，家

长觉 得 上 学 没 用。１～３年 级 的 学 生 主 动 性 很 强，
大胆发言，有较强的学习兴趣，认为老师让发言是

光荣的事，但高年级相比就害羞、不发言，高年级

的学生认为回答上了比较自信，回答不上觉得很不

好。”在学生访谈中了解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

是比较高的，比如有同学说：“我们上的课有语文、
数学、英语、美术、科学、品德、音乐和体育。我

喜欢英语，因为老师讲得好；我喜欢语文，因为在

语文考试的时候答案挺多的；我喜欢体育，因为可

以锻炼 身 体；我 喜 欢 数 学，因 为 老 师 讲 得 特 别 详

细。”由此可见，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方

面，保持得比较好，而且有较好的发展。

２．学生学业水平整体不理想

从样本学校学生学习成绩的分析来看，三个学

区统考科目成绩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整体来看与全

县平均 水 平 相 当，甚 至 率 低 于 全 县 水 平。即 便 如

此，从全县学生的成绩得分来看，整体质量不高，
具体表现为及格率不高，平均分不高的 “两不高”
状态。就具体的学科而言，数学和英语两科成绩普

遍明显偏低，小学生低年级语文成绩处于及格线左

右的水平。
就三个学区六个年级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学

科成绩的比较来看，乙学区英语水平较好，语文、
数学不同年级得分较为稳定；甲学区和丙学区学生

语文水平较好。

３．学生学习方法指导需要加强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教师对学生学习 的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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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与关怀表现得较为关注。因此，大多数教师认

同在教学中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技术以支持和帮

助学生学习水平的提高。如图６所示。

图６　教师在教育中对学生学习关注的方式

但在课 堂 观 察 中 发 现，教 师 的 教 学 实 践 活 动

中，仍然变化很少，更很少寻求变革的可能性。有

老师认为：“这里少数民族学生多，上课比较吃力，
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层次差别比较大，９０％的少数

民族学生能听懂就是不做，会做的学生就不耐烦，
上课时间也有限，所以感觉很不好。”也有学生认

为，自己在学习中觉得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 “不会

做题，希望老师能多讲解”；“课堂上有些问题不是

很懂，希望老师能多解释”。

　　 （五）教师参加培训的状况

１．参加高层次培训少

在问卷 调 查 在 了 解 到，近 两 年 以 来，Ｈ 县 小

学教师参加培训的情况并不乐观。国家、省和市一

级的培训明显不足，甚至个别教师没有参加过任何

级别的培训。具体情况如图７示。

图７　教师近两年以来参加不同层次培训状况

就培训效果而言，效果最好的是县级和校级培

训。究其 原 因，这 些 培 训 距 离 教 师 的 课 堂 教 学 最

近，最能够接 “地气”，因 此 使 老 师 感 受 到 学 而 有

用。具体情况如表２示。

表２　不同级别教师培训的实际效果统计 （％）

培训的构成要素 缺失值 效果特别差 效果很差 效果一般 效果很好 效果特别好

国家级培训

课程内容针对性 ８９．７７　 ２．２７　 ０．００　 ６．８２　 １．１４　 ０．００
培训方式 ８９．７７　 ３．４１　 ０．００　 ２．２７　 ４．５５　 ０．００

授课教师水平 ９０．９１　 ２．２７　 １．１４　 １．１４　 ４．５５　 ０．００

省级培训

课程内容针对性 ８２．９５　 ２．２７　 ４．５５　 ９．０９　 １．１４　 ０．００
培训方式 ８４．０９　 ２．２７　 ０．００　 ４．５５　 ７．９５　 １．１４

授课教师水平 ８５．２３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６．８２　 ４．５５

市级培训

课程内容针对性 ８４．０９　 １．１４　 ２．２７　 ３．４１　 ７．９５　 １．１４
培训方式 ８１．８２　 ２．２７　 １．１４　 ６．８２　 ５．６８　 ２．２７

授课教师水平 ８４．０９　 １．１４　 ０．００　 ２．２７　 １１．３６　 １．１４

县级培训

课程内容针对性 ５５．６８　 ２．２７　 ３．４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２　 ０．００
培训方式 ６０．２３　 １．１４　 ２．２７　 ２１．５９　 １２．５０　 ２．２７

授课教师水平 ６０．２３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３．６４　 ２２．７３　 １．１４

校级培训

课程内容针对性 ３６．３６　 １．１４　 ２．２７　 ２０．４５　 ３４．０９　 ５．６８
培训方式 ３５．２３　 １．１４　 １．１４　 ２７．２７　 ２９．５５　 ５．６８

授课教师水平 ３２．９５　 ０．００　 １．１４　 ２１．５９　 ３８．６４　 ５．６８

　　显然，这种 “倒挂的金字塔”状态，正好与理

论上所期待 的 培 训 层 次 越 高 效 果 越 好 的 假 设 不 对

应，反而 越 是 接 近 学 校 的 和 课 堂 的 培 训，效 果 越

好。说明培训中 “接地 气”是 非 常 重 要 和 关 键 的，
也是突出培训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很笨出路。

２．培训内容与形式多元

（１）培训内容

在培训内容上，心理学、教育学知识、教育改

革最新动态、师德修养、教育科研能力、信息技术

以及学科专业知识都是教师认为比较需要进行培训

的内容。而针对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技能在教师看

来需求并不旺盛。
（２）培训形式

在调查中也发现，教师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培训

方式由高到低依次为：讲座式培训、请外地名师来

授课、参与式培训、专家指导、观摩考察以及网络

培训，这些培训的形式基本涵盖了当前教师培训的

基本类型与方式，说明教师对各种培训需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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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迫切性。
在调查中也了解到，教师参加过的培训的类型

也 是 多 种 多 样 的，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听 说 评 课

（８０．６８％）、参 与 式 讨 论 （６４．７７％）、反 思 性 写 作

（５４．５５％）、校 本 课 题 研 究 （５３．４１％）、教 材 研 读

（５３．４１％）、外 出 学 习 （４８．８６％）、专 题 讲 座

（４４．３２％）、集 体 备 课 （４４．３２％）、网 络 学 习

（３５．２３％）。

３．培训效果一般

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大多数教师参加培训的机

会比较少，对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培训效果的评价多

为缺失值。在有效的数据范围内，教师认为培训效

果由特别好到特别差的顺序依次为听说评课、参与

式讨论、外出学习、集体备课、反思性写作、教材

研读、校本课题研究、专题讲座以及网络学习等。
在培训需求方面，教师表现最为旺盛的是外出

学习，其次依次为听说评课、专题讲座、校本课题

研究、网络学习、参与式讨论、反思性写作、教材

研读以及集体备课。具体情况参见图８。

图８　不同形式培训内容与形式需求状况

４．培训需求多样

在调查中了解到，教师的培训需求是 多 样 的，
根据教师问卷与访谈中了解到的信息发现，教师培

训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培训内容上，主要有：学科专业知识培

训 （对音、体、美教师也进行培训）、信息技术的

培训、课堂教学培训 （如教学交流、现场课、同课

异构）、师德修养、心理咨询健康培训、班主任管

理培训、先进的优秀学校开展联合培训、教育教学

理念、经验交流与研讨、外出参观学习、教学方法

的培训。在 培 训 过 程 中 特 别 希 望 能 得 到 专 家 的 指

导，多开展教师培训的活动，使每位教师都有机会

参加学习。加强教学技能和学科专业知识的培训力

度，让每位教师都有机会参与培训。经常进行专家

引领观摩和交流式的培训模式，再进行有针对性的

校本教研活动。教研活动一般比较单一，主要以教

师互相听课、评课为主，效果不理想，最期望的教

研活动是专题性强、针对性强的教研活动。
（２）在培训机会上，有教师认为，“每年教师

培训的次数较之又少，希望每年不管是走出去学习

还是不同级别的培训，如果可能的话多组织培训。”
（３）在培训形式上，有教师希望 “教师培训最

好是脱产进修，使教师有足够的时间系统地接受培

训。”特别是在立足校本教研活动的设计上，教师

普遍希望 立 足 于 全 州 推 行 的 “五 课”活 动，⑤ 加 强

高校专家的参与讨论指导。
（４）在培训时间上，教师期望的培训时间最长

的为１８０天，最短的为２天时间，但从教师对该问

题回答的集中量数来看，大多数教师希望培训时间

为３０天左右或１５天左右两种。

四、对策建议

从现状调 查 与 教 师 需 求 分 析 来 看，Ｈ 县 小 学

教师培训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在学校发展与教师

培训的过程中需要区别对待，有重点、有针对地开

展相应的工作。
（一）积极推进 “优质学校”发展计划

根据学校 实 际，重 点 发 展 一 批 “优 质 学 校”，
使这些学校成为全县优质教育发展的窗口，使这些

学校在学校发展与变革过程中成为 “领头羊”，在

探索与创新经验的基础上，培育学校文化，促进学

校卓越发展。通过 “就近整合”和 “１＋Ｘ” （１所

优质学校支持１所或１所以上的薄弱学校）学校发

展原则，在原有 “片区教研”的基础上，发挥优质

学校对薄弱学校的带动与帮扶作用。
（二）加强聚焦课堂的校本教研的质量与效率

加强聚焦课堂的校本教研与保障机制建设，加

强教研员或高校专家 “现场”指导的质量与效益。
大力加强教育局与大学伙伴合作的关系，致力于全

县教师与校长专业能力的提升与学校变革。重视大

学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学校之间的重要性

与所扮演 的 角 色，切 实 充 分 利 用 好 大 学 的 教 育 资

源，发展全县基础教育事业。
（三）以教育信息化促建高效课堂

一方面使全县每所学校的每个教室都能够有信

息设备，使每位教师都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教学，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使全县每所学校

都能够与其他学校均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并通过

中小学信息化建 设，比 如 “教 学 资 源 包”的 建 设，
信息技术教师培训等，提高教师的信息搜集、处理

与应用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四）加大教师培训力度

加大多步性、阶段化教师培训力度，全面提升

教师专业效能。从专业引领、同伴互助以及个人反

思等不同视角开展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活动。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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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聚焦课堂教学，开展在 “场”的培训，以同课

异构、集体备课、名师课堂创建等多种形式，提高

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找到切入点。第一，学校需要充分调动学校骨

干教师的积极性，真正实现骨干教师在全校及 “片
区”中的引领与带动作用。第二，学校要关注和支

持 “老教师”与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态势，预防

老教师 “职 业 倦 怠”与 新 手 教 师 职 业 “不 适 应”。
第三，学校要积极推动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的

建设，加强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加快教师专业发展

的节奏。第四，加强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提高

教师的专业能力。
（五）加强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立足于学校现有的条

件，加强 学 生 学 习 方 法 的 指 导，为 学 生 自 主、合

作、探究学习提供有效的支持，为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能力提供指导，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注　释］

①　在教师的 年 龄 分 布 上，平 均 年 龄３２．６９岁，其 中 年 龄

最大的５８岁，年龄最小的２０岁。３０岁 以 下 （包 括３０
岁）的教师有５２名，占调查教师总数的６１．９１％。

②　在访谈中 发 现，不 在 编 的 教 师 队 伍 中，有 不 少 人 尚 未

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③　在研究者进 行 学 校 考 察 和 听 课 过 程 中 发 现，在 小 学 中

高年级的教室 里，都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学 生 未 到 校 学 习

的现象。据同学 和 老 师 反 映，这 些 学 生 都 被 父 母 亲 带

去青海或甘南 藏 族 自 治 州 挖 冬 虫 夏 草 去 了。学 校 准 不

准假也没有关 系，家 长 都 是 直 接 把 孩 子 带 走 后 才 给 学

校说，学校派老师去做工作时，学生已经离开家庭了。

④　需要说明的是，课堂观察的５个观察维度分别为：课堂导

入、课堂讲授、课堂提问与对话、小组合作与讨论以及课

后课中练习管理。在统计的过程中，我们把课堂观察量表

的５个维度划分了５个等级，由内而外表现出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每个维度的等级指标和关注程度。

⑤　“五课”活动指的是讲好一节课、说好一节课、反思一

节课、备好一节课、设计好一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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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ｔｈ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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