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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professional aptitude i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abilities of normal students.
It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be competent and loyal to the people's teachers' profession in the future.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supported normal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adopted by the state to supplement
and strength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But what level ofthe
professional aptitude of government-supported normal students isat? Whether it can match the future teachers'
occupat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aptitude of government-supported normal students is at the
upper middle level. The "personality trait"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basic ability",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some observation dimensions, so we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ystem，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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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教师职业性向是师范生应有的人格特征和基本能力，是未来能够胜任和忠诚于人民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前提。免费师

范生政策是国家推行的补充和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免费师范生的职业性向到底如何，能否与未

来教师职业匹配？调查发现，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性向处于中上等水平，“人格特质”方面略高于“基本能力”，且在有些观测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应当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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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是课程目标实现的关键。

因此，需进一步加快教师队伍的内涵式发展，提高教师

专业化素养。研究表明，教师专业发展应从整体性着

手，夯实知、能、意三维一体的素养结构。其中，职业性

向是教师情意素养中的重要一维，考察个体当前的职

业是否适合个体的人生发展［1］。从这个意义上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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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向是教师可持续性发展的情意保障。免费师范生

（简称“免师生”，下同）政策作为教育部培养优秀教师

的既定方针，自2007年实施至今，已经取得明显效

果。免师生的职业定位很明确，所以必须让免师生对

教育事业产生认同和兴趣，具有基本的教师职业性向，

最终才能顺利入职，成为一名教师［2］。根据加里·德斯

勒所提出的职业生涯五阶段理论［3］，免师生在校期间

正处于职业角色设计期。这时候，他们必须完成对于

角色的认同和塑造，提升教师职业性向水平，否则会影

响免师生教育政策的最终实施效果。但当前师范生的

教师职业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呈逐渐下降趋势［4］。教

师职业性向对于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就职选拔、对于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对于教师角色定位等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实践意义［5］。

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大学是第一批次开展免师生

教育的院校，非常重视加强免师生管理和教育，分别制

定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政策——如北京师范大学

的“重点支持农村教师教育课程开发”、华东师范大学

的“三大板块课程套餐”、东北师范大学的“四基教育思

想”、华中师范大学的“保障师范生成长成才的激励措

施”、陕西师范大学的“半年中小学实习制度”以及西南

大学的“培养学生建设新农村的能力，交给师范生农业

技术知识”［6］。但随着免师生从“准教师”成为在职教

师之后，工作和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如

承受外在教学压力、班级管理困难、教学技能欠缺等

问题［7］，产生了对教师职业的怀疑，导致其在教学过程

中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甚至是离职等不稳定现象的出

现。鉴于此，开展针对免师生的教师职业性向现状调

查研究，揭示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出优化提升免师生职业性向的对策建议，对未来走向

教师岗位的“准教师”而言很有必要。

一、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性向的现状调查

及结果分析

以陕西某高校免师生为调研对象，共发放问卷

420份，有效问卷4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8%，

调查对象从性别分布来看，男、女样本量比例约为

1：4.62，女生占很大的比例。从民族分布来看，汉族、

少数民族样本量比例约为4.25：1，以汉族同学居多。

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至大四的样本量比例约为

1.63：1：1.31：1.19，大二人数较少是因为2016年招生数

额较少。从班级分布来看，卓越班、普通班的样本量比

例约为1：4.25，卓越班的人数较少是因为划分卓越班

是2015年考试实行的，并且进入卓越班的比例较小。

从生源地分布来看，来自省会城市、地级市、县、乡镇、

乡村的样本量比例约为1.3：2.26：2.26：1：1.48，来自地

级市和县的免师生相对较多。从家庭经济状况分布来

看，来自家庭经济较好、家庭经济一般、家庭经济较差

的样本量比例约为1：12.52：1.85，大部分免师生家庭

经济状况一般（见表1）。

项目

性别

民族

年级

班级

生源地

家庭经济情况

分类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卓越班

普通班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较好

一般

较差

人数N

74

341

336

79

135

80

105

95

79

336

65

113

113

50

74

27

338

50

百分比%

17.8%

82.2%

81.0%

19.0%

32.5%

19.3%

25.3%

22.9%

19.0%

81.0%

15.8%

27.2%

27.2%

12.0%

17.8%

6.5%

81.5%

12.0%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情况（N=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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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共包括35道题目，调查内容包括教师职业性

向的“人格特质”和“基本能力”两方面。其中，“人格特

质”又包括“教育工作兴趣（a1）”、“爱的品质（a2）”、“心

灵敏感性（a3）”以及“性格乐群性（a4）”4个方面，“基本

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b1）”、“人际关系能力

（b2）”、“专业学习能力（b3）”以及“教师技能水平（b4）”

4个方面，共计8个维度（下同）。对问卷的信度检测，

主要采用克朗巴哈系数法，总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992，各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系数在0.988--0.992之

间（见表2），说明问卷各个维度层面的题目之间具有较

好的内部一致性，问卷信度较好，可以作为稳定可测的

施测工具。

（一）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总体状况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使用 SPSS19.0 for

Windows统计分析软件对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独

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回归分析等。问卷采用Likert五

点评分法，临界值为3，分值越高，说明专业免师生的教

师职业性向越高。通过对陕西某高校免师生教师职业

性向现状的整体情况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调查对

象的“人格特质”均分为4.01，“基本能力”均分为3.70，

由此看出，免师生“人格特质”方面略高于“基本能力”。

从表3可以看出，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的题项均

分为3.844，高于临界值3，表明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处

于中上等水平；从各维度来看，免师生的“爱的品质”均

分最高，达到4.307，处于偏上水平，而“语言表达能力”

均分最低，为3.554，处于中等水平。各维度题项均分

大小顺序依次为：爱的品质>性格乐群性>教育工作兴

趣>心灵敏感性>人际关系能力>专业学习能力>教师

维度

信度

α系数

a1

教育工

作兴趣

0.991

a2

爱的

品质

0.991

a3

心灵

敏感性

0.992

a4

性格

乐群性

0.990

b1

语言表达

能力

0.992

b2

人际关系

能力

0.991

b3

专业学习

能力

0.991

b4

教师技能

水平

0.988

总问卷

0.992

表2 调查问卷信度分析结果

技能水平>语言表达能力。

（二）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在各维度的表现

1.人格特质方面

（1）教育工作的兴趣

从表4可知，免师生整体具备教育工作的兴趣，表

现为主动选择成为免师生，并且在自己的职业规划中

非常倾向于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有兴趣，愿意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在

一定程度上，对免师生以后的教学工作来说，是一个很

好的前提。

维度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N

415

415

415

415

415

415

415

415

均分

15.508

17.229

15.410

16.084

10.663

15.369

22.581

21.711

极小值

4

5

6

8

3

6

11

10

极大值

20

20

20

20

15

20

30

30

题项均分

3.877

4.307

3.852

4.021

3.554

3.842

3.763

3.618

标准差

0.922

0.752

0.759

0.829

0.853

0.768

0.885

0.966

表3 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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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T1：选择免师生是我自己的意愿

T2：我己经做好了当一名教师的心理准备

T17：我认为教师职业能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T27：当看到或听到颂扬教师职业的话语时，我会有一种欣慰感

完全不符合

4.6%

1.7%

0.5%

1.2%

基本不符合

11.3%

4.6%

5.5%

3.6%

不确定

18.8%

19.5%

22.4%

13.7%

基本符合

42.4%

51.8%

51.3%

47.7%

完全符合

22.9%

22.4%

20.2%

33.7%

表4 免师生“教育工作兴趣”调查

（2）爱的品质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具备爱的品质，要

关爱学生，用心和学生相处，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等等。由表5可知，超过80%的免师生具备爱的品

质，这对未来教育工作来说，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也

有少部分免师生表现出缺少爱的相关品质，针对此现

象，希望能采取一定的教育活动来培养免师生对学生

的爱。

题目

T3：我会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不侮辱、不体罚学生

T9：我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T18：未来成为教师，我会主动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思维习惯

T28：未来，我愿意奉献自己的所有去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完全不符合

1.0%

0.5%

0.7%

0.7%

基本不符合

1.0%

0.5%

1.0%

2.9%

不确定

3.1%

6.5%

12.3%

15.2%

基本符合

40.0%

31.3%

56.9%

47.2%

完全符合

54.9%

61.2%

29.2%

34.0%

表5 免师生“爱的品质”调查

（3）心灵敏感性

调查发现，4、10、29题，各个选项人数所占比例处

在同一水平，无明显差异，而19题的高分选项人数比

例大于其他三道题（见表6）。对比分析发现，关于心灵

敏感性，超过82%的免师生善于体察人心和帮助他人，

但只有65%的免师生能根据学生反应进一步做出判

断，这说明免师生具备一定的心灵敏感性特征，但是仍

然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题目

T4：与人交流时，我能敏锐地通过对方表情和态度，来判断对方是否理解

T10：我认为我能及时感受到班级同学的心理变化和情绪变化

T19：我善于体察人心和帮助他人

T29：在课堂教学中，我认为我能很容易地感知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

完全不符合

0.7%

0.0%

0.7%

0.0%

基本不符合

2.4%

2.9%

1.9%

4.6%

不确定

24.6%

30.6%

14.2%

35.4%

基本符合

53.7%

49.2%

59.3%

46.0%

完全符合

18.6%

17.3%

23.9%

14.0%

表6 免师生“心灵敏感性”调查

（4）性格乐群性

调查发现，11、20、30题，各个选项人数所占比例

处在同一水平，无明显差异，而5题——我能很快地在

新场合结交新朋友——的高分选项人数比例明显小

于其他三道题（见表7）。对比分析发现，超过82%的免

师生能做到主动和朋友、学生沟通，但只有50%的免师

生能够做到在新场合结交新朋友。这说明，免师生具

备一定的性格乐群性特征，但是结交新朋友对多数同

学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希望免师生多参加一些学校

活动来培养自己的沟通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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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能力方面

（1）语言表达能力

调查发现，50%左右的免师生对自己的语言表达

能力比较自信，近一半的免师生认为自己的语言表达

能力有欠缺（见表8）。对于准教师来说，这样的结果并

不乐观，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建议培养单

位应重点培养免师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他们提供更

多的发言机会和实践锻炼。

题目

T5：我能很快地在新场合结交新朋友

T11：未来成为教师，我会主动与学生们沟通、交流学科方面的问题

T20：别人向我诉说事情时，我能做到耐心倾听

T30：作为教师，我认为和学生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完全不符合

1.7%

0.5%

0.2%

0.2%

基本不符合

11.3%

0.7%

1.4%

2.4%

不确定

35.9%

10.6%

8.7%

14.5%

基本符合

38.3%

53.0%

51.3%

51.3%

完全符合

12.8%

35.2%

38.3%

31.6%

表7 免师生“性格乐群性”调查

题目

T6：我能在短时间内组织好自己要说的话

T12：我敢于在公众场合上台发表讲话

T31：我认为我能把难于理解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

完全不符合

1.2%

1.2%

1.2%

基本不符合

8.9%

8.9%

5.1%

不确定

40.2%

34.2%

41.0%

基本符合

41.4%

39.5%

38.8%

完全符合

8.2%

16.1%

14.0%

表8 免师生“语言表达能力”调查

（2）人际关系能力

调查发现，7、13、32题，各个选项人数所占比例处

在同一水平，无明显差异，而22题——我认为我能和

其他学科教师做好协调工作——的高分选项人数比

例大于其他三道题（见表9）。对比分析发现，超过85%

的免师生能做到和其他学科教师协调工作，但是只有

57%左右的免师生认为自己能够同时处理好与学生以

及学生家长的关系。这说明，免师生的人际关系能力

更多的体现在与同龄人的接触中，对于学生、学生家长

的沟通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提高。

题目

T7：我认为我能很好地处理与学生的关系

T13：我认为我能很好地协调与学生家长的关系

T22：我认为我能和其他学科教师做好协调合作

T32：未来成为教师，我能很好地组织课堂教学

完全不符合

0.5%

0.7%

0.2%

0.5%

基本不符合

3.1%

4.8%

1.0%

2.9%

不确定

28.7%

37.3%

13.7%

27.7%

基本符合

51.1%

45.8%

55.9%

52.3%

完全符合

16.6%

11.3%

29.2%

16.6%

表9 免师生人际关系能力调查数据

（3）专业学习能力

由表10可知，有6道题体现免师生专业学习能力，

分别是14、23、24、26、33、35，这6道题的选项人数比例

有明显差异。其中，高分选项人数比例最大的是26

题——我认为主动带学生参加专业综合实践活动是

有必要的。高分选项人数比例最小的是23和33题

——“我经常阅读专业教学类书刊杂志或浏览网站”和

“我基本掌握本学科的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研究方

法”。高分选项人数比例居于中间的是14、24、35题，

分别是专业实践活动、学科角度分析问题、期望具备科

研能力。综合来看，目前免师生的专业综合实践能力

较好，而对于科学研究能力比较欠缺。希望培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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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加注重培养免师生的科学研究能力。

（4）教师技能水平

调查问卷中，有6道题体现免师生专业学习能力，

分别是8、15、16、21、25、34，这6道题的选项人数比例

题目

T14：未来成为教师，我会积极地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T23：我经常阅读专业教学类书刊杂志或浏览网站

T26：我认为主动带学生参加专业综合实践活动是有必要的

T32：未来成为教师，我能很好地组织课堂教学

T33：我基本掌握本学科的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研究方法

T35：我认为，科研能力是教师必备能力

完全不符合

1.2%

1.7%

1.7%

0.7%

0.7%

2.9%

基本不符合

1.2%

13.3%

6.3%

0.7%

12.0%

5.8%

不确定

24.1%

31.6%

28.7%

12.0%

38.1%

22.7%

基本符合

48.0%

41.2%

49.4%

50.6%

37.3%

46.3%

完全符合

25.5%

10.8%

14.0%

35.9%

11.8%

22.4%

表10 免师生“专业学习能力“调查

有明显差异。其中，高分选项人数比例较大的三道题

分别是8、21、25，分别是更新教育理念、精心设计每一

堂课并体现学科核心素养。高分选项人数比例较小的

是34、16、15，分别对自己的教学技能、信息化教学技能

不自信，只有38%的免师生认为自己现在所掌握的教

师技能可以胜任教师工作（见表11）。这说明，免师生

的教师技能在理论方面表现比较突出，而对于三板、信

息化教学等实践方面的教学技能还远远不够。希望培

养单位应重点培养免师生的教学实践技能，同时免师

生自己也要在日常学习中注重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题目

T8：我会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

T15：我的教学技能已达到教师的合格水平

T16：我掌握基本的信息化教学技能

T21：未来成为教师，我会精心设计每一节课

T25：在教学设计中，我会重点体现核心素养的理念

T34：我现在所掌握的教师技能足以让我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完全不符合

0.2%

2.4%

1.9%

0.5%

0.7%

5.5%

基本不符合

1.4%

26.5%

16.6%

1.4%

3.6%

21.4%

不确定

11.1%

42.2%

37.6%

8.0%

23.4%

34.7%

基本符合

54.7%

23.6%

38.8%

54.0%

56.6%

28.9%

完全符合

32.5%

5.3%

5.1%

36.1%

15.7%

9.4%

表11 免师生教师技能水平调查

（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1.性别上的差异

对男、女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本次调问卷查中男生、女生

的样本容量N分别为74、341，各个维度的均值、标准

差、观察值、t值如图。从描述的信息可以看出，不同性

别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总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从

各个观测维度来看，不同性别的免师生在教育工作兴

趣、爱的品质、心灵敏感性、性格乐群性、语言表达能

力、专业学习能力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人际关系

能力和教师技能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生人

际关系能力高于女生，而教师技能水平低于女生。这

跟男生的交际范围较广，女生对待职业技能更加认真

投入有一定关系。

2.民族上的差异

对不同民族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得分进行独立

样本t检验。不同民族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总体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从各个维度来看，不同民族免师生在

教育工作兴趣、爱的品质、心灵敏感性、性格乐群性、人

际关系能力、专业学习能力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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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能力和教师技能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汉族

免师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教师技能水平得分均高于少数

民族。这是因为大部分少数民族同学汉语表达能力较

弱，大部分少数民族免师生来自新疆回族自治区，地处

内陆，教育相对落后，无疑制约了教学技能水平。

3.年级上的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进行考

察，结果如表13所示。不同年级的免师生总的教师职

业性向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不同年级免师生的教师

职业性向呈现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升高的趋势，表

现为大四>大三>大二>大一。这与李高峰在2013年的

“免师生教师专业素质的现状及建议——以陕西师范

大学为例”研究有所不同。李高峰通过发放问卷，调查

发现在有效地交流沟通、更新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管理促进学习与改进绩效的环境、树立和维护职业声

誉四方面具有明显的年级差异，这与本文的研究相

似。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李高峰研究发现教师专业素

质并未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显著提高。对比说明，近几

年通过学校的努力培养，免师生通过不断学习，教师职

业性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各个观测维度来看，不同年级的免师生在教育

工作兴趣、爱的品质、心灵敏感性、性格乐群性、人际关

系能力、教师技能水平6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大三的教育工作兴趣、爱的品质、心灵敏感性、性格乐

群性、教师技能水平普遍地低于其他年级，大一的人际

关系能力高于其他年级，大四的教师技能水平高于其

他年级。不同年级免师生在语言表达能力和专业学习

能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维度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N=74）

15.32±2.725

15.55±2.618

16.93±2.109

17.29±2.235

15.45±2.228

15.40±2.336

15.81±2.045

16.14±2.218

10.74±2.048

10.65±1.910

15.77±2.373

15.28±2.336

22.18±3.548

22.67±3.480

21.20±3.420

21.82±3.180

F

1.762

0.000

0.011

1.317

0.368

0.216

0.332

0.297

t

-0.662

-1.271

0.149

-1.186

0.395

1.627*

-1.101

-1.496*

表12 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在性别上的差异（M±SD）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维度

a1

a2

a3

a4

b1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M±SD

15.56±2.758

15.89±2.455

15.13±2.784

15.53±2.414

17.63±2.242

17.49±1.706

16.54±2.675

17.20±1.808

15.74±2.580

15.74±2.168

14.83±2.285

15.31±1.936

16.39±2.337

16.16±2.009

15.45±2.434

16.29±1.656

10.76±2.203

10.75±1.695

10.45±1.926

10.68±1.725

F

1.284

5.364***

3.801**

4.234**

0.611

LSD

大二>大三

大一>大三

大二>大三

大四>大三

大一>大三

大二>大三

大一>大三

大二>大三

大四>大三

表13 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在年级上的差异及LSD多重

分析比较(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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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级上的差异

对卓越班和普通班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4所示。卓越班和普

通班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卓

越班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得分高于普通班。从各个

观测维度看，卓越班和普通班的免师生在性格乐群性、

专业学习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卓越班的免师生在性

格乐群性、专业学习能力方面的得分均高于普通班。

卓越班和普通班的免师生在教育工作兴趣、爱的品质、

心灵敏感性、语言表达能力、人际关系能力、教师技能

水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自2015年开始，学校开设卓越教师实验班，通过

笔试、面试等方式，选拔出一定数量的同学进入卓越教

师实验班。学校相关文件指出，会优先安排卓越教师

实验班的同学出国游学、研习实习、到东南沿海基础教

育发达地区的高水平中学进行教育实习、聘任校外高

水平教师指导等，对于卓越教师实验班的学生培养力

度很大。同时，卓越教师实验班的课程安排更加充实、

班主任为教授级别、班级之间的竞争氛围更加浓厚。

同时，针对卓越教师实验班进行中期检验和二次选拔，

学生的学习动力比较强，所培养出的素质也较高，因此

教师职业性向具有明显的班级差异。

5.生源地上的差异

通过对不同生源地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现状

分析，结果如表15所示。从各个观测维度看，不同生

源地的免师生在心灵敏感性、语言表达能力、人际关系

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心灵敏感性方面，来自省会

城市的免师生高于来自县城的同学，在语言表达能力

和人际关系能力方面，来自地级市的免师生高于来自

县城的同学。不同生源地的免师生在教育工作兴趣、

爱的品质、性格乐群性、专业学习能力、教师技能水平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维度

b2

b3

b4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M±SD

15.96±2.540

15.46±2.204

14.90±2.373

14.97±2.954

22.38±3.695

22.40±3.771

22.67±3.513

22.93±2.907

21.25±3.634

21.84±3.095

21.38±3.265

22.62±2.442

F

5.442***

0.553

3.914**

LSD

大一>大三

大一>大四

大四>大一

大四>大三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维度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班级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班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通班

M±SD

15.68±2.725

15.47±2.617

17.49±2.342

17.17±2.183

15.71±2.237

15.34±2.330

16.39±2.078

16.01±2.211

10.72±1.839

10.65±1.957

15.53±2.117

15.33±2.399

23.27±3.277

22.42±3.527

21.89±3.021

21.67±3.278

F

0.197

1.107

0.011

0.066

0.011

0.910

0.621

0.594

t

0.656

1.181

1.278

1.392*

0.301

0.685

1.944*

0.536

表14 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在班级上的差异（M±SD）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维度

a1

生源地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M±SD

15.45±2.537

15.77±2.964

15.35±2.329

15.18±2.639

15.64±2.651

F

0.063

LSD

表15 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在生源地上的差异（M±SD）

10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8期

6.家庭经济状况上的差异

从各个观测维度看，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免师生

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状况较

差的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得分低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和一般的同学，而在教育工作兴趣、爱的品质、心灵敏感

性、性格乐群性、人际关系能力、专业学习能力、教师技

能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性向培养的建议

基于高职业性向选择的职业才是理想的职业。教

师职业性向是免师生是否适宜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条

件，较高的教师职业性向意味着与未来所从事的教师

职业有较高的匹配度，有助于个体保持较高的职业投

入度和满意度，保持较高的职业稳定性、工作成就感，孕

育充足的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考生在师范专业志愿填报前进行职业兴趣倾

向测评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建议有意报考师范专业的考

生进行霍兰德职业兴趣倾向测试，评估自身在研究型

(I)、艺术型(A)、社会型(S)、企业型(E)、传统型(C)、现实型

(R)六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社会型维度得分排名在

1-3位者表明比较适合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社会型维度

得分排名在4-6名者则适合度不高。当然，测试对当下

和测试者个体潜质的一种评估，结果仅是一种参考，如

果得分不高且有强烈的意愿，则可以通过大学期间的

后续学习加以培育和提升。

（二）在免师生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体现教师职业

性向元素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指导性文件，体

现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是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

检查评估教学活动的标准。所以应在免师生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或修订时充分融入教师职业性向元素，在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设置、学分课时分配、实践育

人环节等方面体现教师职业性向内涵要求。

（三）构建以提升职业性向为导向的多样化梯度化

的课程体系

培养单位应“重视教育教学改革，在理论教学和实

维度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生源地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

乡镇

乡村

M±SD

15.45±2.537

15.77±2.964

15.35±2.329

15.18±2.639

15.64±2.651

17.35±1.763

17.38±2.148

16.97±2.426

17.22±2.493

17.28±2.161

15.82±2.474

15.64±2.176

15.12±2.525

15.14±2.295

15.32±2.008

16.45±2.136

16.21±2.119

15.81±2.381

15.96±2.080

16.07±2.102

10.71±2.170

11.00±1.932

10.50±1.881

10.46±1.832

10.50±1.838

15.52±2.244

15.70±2.299

14.97±2.519

15.60±2.390

15.18±2.154

22.23±3.678

22.74±3.698

22.54±3.238

22.88±3.674

22.50±3.316

21.42±3.391

22.00±3.105

21.65±3.041

21.50±3.507

21.76±3.399

F

0.063

0.569

1.403*

1.012

1.353*

1.689*

0.328

0.426

LSD

省会城

市>县

地级市>

县

地级市>

县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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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实习等环节，总结教训、吸取经验、敢于创新，及早扫

除不适合师范生成长、不适合教师职业技能培养、不适

合师范生职业发展的种种障碍”［4］。在课程设置中充

分考虑基于教师职业性向培养，创设以教师职业性向

为核心的教师职业生涯课程、心理素养课程、人文精神

课程等。对于不同性格特质、不同年级和班级的学生

采用适合的梯度化的课程体系，并从入学时的职业定

位到毕业前的实践反馈，全程贯穿，由浅入深。

（四）打造突出实践实训的教师职业性向培养实

践环节

教师的职业性向能够随着自身教学实践的丰富、

教学体验的积累而逐渐成长。培养单位应积极创设含

有教师性向培养的实践环节，不断加强师范专业信念

职业引导，增加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教学比重，充分发挥

校内教师职业技能实训平台和校外实习基地的育人功

能，在每学期分批开展见习和实习工作。在教学仿真

和真实教学现场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导免师生认知每个

教学事件的教学价值，理解学校中存在和发生的每个

事件背后的意蕴，学会用主人公的视角去发现教育事

件的意义，反思实践中的人和事，体会教育的思想情

感，助推教师职业性向提升。

（五）构建以“情景化”、表现性为主的多元化评价

体系

国外已经将教师遴选的价值取向逐渐由知识取

向、技能取向转向职业性向取向，我国在制度层面尚未

将职业性向评价纳入教师遴选的过程之中。学校通常

重视对未来教师知能的考查，而对教师素质结构中涉

及职业性向等深层品质的内容较为忽视。职业性向具

有难以量化的特点，所以应积极构建表现性评价体系，

构建质、量相结合的多元考察方式，采取情景化教学模

拟为主，面谈、性向测验等多种方式为辅的多元评价方

式。创设的情境越具体越能考察教师的性向特点，通

过对免师生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心理、行为上的反应、描

述、反馈、议论等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其心胸、态度、沟

通、实践等方面在教师职业上的可适性。

以上是笔者结合免师生自陈问卷数据统计基础

上的分析，从免师生层面展示的样本校免师生群体教

师职业性向总体及各自变量上的差异情况，并提出进

一步培养和提升免师生教师职业性向的建议，希望对

免师生培养有所裨益，也希望伴随对教师职业性向研

究的不断深入，教师的“人一职”适配问题会引起更多

的关注和重视，使教师这一本来就蕴含着“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的快乐幸福职业，不要因教师职业倦怠或中

途离去而远去，使教者乐教爱教善教，最大可能地享受

教职带来的深度幸福感，让教育教学成为教师生命趣

味盎然的源泉［8］。

［注释］

关于“免费师范生”这一提法来源于2007年5月国家在教育

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2018年8月，国家

出台《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对部属

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规定，将“师范生

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因为研究对象

取样处在政策过渡期内，为了表达习惯，所以仍将享受这一政策

的高师生称为“免费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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