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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顶岗支教实习作为师范生培养模式和农村支教模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对于政
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来讲，顶岗、支教、实习三者都很重要，但对实习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显示，实习生更关注

“实习”的效果和收获，他们更希望自己实习生的身份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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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意见》（教师
［２００７］４号），就大力推进师范院校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做出安排和部署［１］。社会各界对其作为一种

有效的师范生实践环节培养模式和农村支教模式，给予高度认可，认为将顶岗、支教、实习三者相结合可

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其中云南师范大学、山西忻州师院等高校先后探索实施了不同模式的顶岗支教

实习［２］。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关于顶岗支教实习的研究多从管理者和教育者的角度探讨其价

值及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站在实习生的角度，调查实习生对顶岗支教实习的态度，探讨顶岗支教实习中

“实习”这一功能的实然状况。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取整体抽样的方法，选取某地方本科师范院校２１３名顶岗支教实习即将结束的实习生作为被试。
回收有效问卷２０１份，有效回收率９４．４％，男生７１人，女生１３０人，来自１３个专业。
１．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访谈法为辅。问卷调查法采用的研究工具为研究者参考有关文献并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编制的《顶岗支教实习调查问卷》，访谈法采用结构式访谈。

１．３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对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实习生更看重“实习”的效果和收获

调查结果显示，１８９名（９４％）顶岗支教实习生认为“实习”相对于“顶岗”“支教”对自己的意义更重
大，他们更看重“实习”的效果和收获。他们希望通过顶岗支教实习，可以运用和巩固自己所学的理论

知识，获得教学和班级管理的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独立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向优

秀教师学习，强化教师职业认同感；检验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掌握的情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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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己。

２．２　实习生对顶岗支教实习的认可度不高
调查结果显示，有１４７人（７３％）是主动报名参加的顶岗支教实习，剩余部分则通过“抽签”“指定”

等方式被迫参与进来，“１４７”相比于几千师范生来讲占比太低。主动报名的原因主要有３个：自己想做
教师，想通过顶岗支教实习锻炼自己的能力，学到更多的东西，为将来当教师做准备；想体验一下农村教

育；班级没有人愿意主动报名，自己身为班干和党员，只能首当其冲。不愿意主动报名参加顶岗支教实

习主要有５个原因：不想当教师或者不确定自己将来是否当教师；顶岗支教实习时间过长；顶岗支教实
习压力大；顶岗支教实习学不到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顶岗支教实习地生活条件艰苦。

２．３　实习生心态的变化过程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实习生在顶岗支教实习过程中的心态变化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情绪反应强

烈的开始—适应期的焦虑—对角色的排斥—对工作的疲于应付或者积极的改进—即将离开时的不舍。

部分实习生带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开始踏上实习之旅，但是对于那些被迫参与的实习生依然存在着抵触

心理，会问“为什么会是我”。经过２～４周适应期，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实习生感到知识和管理能力
不足，易产生挫折感，对实习教师的角色产生排斥，这一时期非常需要及时有效的专业指导。实习中期

部分实习生通过指导教师及时到位的指导和自己的不懈努力，逐渐找到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但是也有

一部分实习生因无法及时调整挫折心理，产生破罐子破摔心理。实习后期由于与班级同学建立了一定

的感情，开始有些不舍。

２．４　专业能力的训练难以实现
无法实习本专业课程。部分实习生实习科目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如体育生教语文，美术生教音乐等

等。虽然有些国家实施全科教学，但是我国的师范生培养体系中缺乏相应的培养，这样的实习模式让实

习生面临很多专业问题，而且自己所学专业理论无法实践，加大了顶岗、支教、实习的矛盾，从而产生对

顶岗支教实习的排斥心理。

实习生不能得到及时专业的指导。调查结果显示，能够获得教学指导老师和班主任指导老师及时

指导的实习生只有６０人（２９．９％），仅８４人（４１．８％）认为指导老师的指导很有作用。无法得到及时专
业的指导主要有３个原因：绝大部分顶岗支教实习学校本身的教师数量不足，师资结构不健全，某些科
目甚至缺乏专业教师，无法给予实习生以专业的指导；指导教师补贴过低，有些指导教师甚至内心排斥

实习生的指导工作；指导教师本身有自己的工作任务，与实习生的时间安排缺乏交叉性，无法跟实习生

有更多的交流。

标准的专业课程设置无法实施。实习应该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式，理论指导实践，在

实践中践行理论。调查结果显示，１５９名（７９％）实习生认为在大学阶段所学习的教师教育理论太过理
想化和理论化，很难在实践中实施。实习生到达顶岗支教实习岗位后，由于场地设施不足、学生基础知

识薄弱等因素，无法按照专业课程设置的教学目标和要求进行授课，原先设计好的教案无法实施，实习

生面临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的学习能力之间的冲突。

２．５　顶岗支教实习过程中的角色冲突
实习生与学生的角色冲突。实习虽说是师范生的一门必修课程，但是由于大学各部门之间没有很

好的协调沟通，致使有些实习生在大学里还有课程需要兼修，比如双学位课程等。“实习生”与“学生”

的角色冲突使得他们无法安心实习，需要请假回大学上课，实习生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实习教师与专职教师的角色冲突。《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意见》第五条明

确指出要“合理安排实习支教师范生的教学工作量，切实保证实习效果。各地不得以实习支教代替新

教师的正常补充”。但调查结果显示，６７名实习生（３３％）认为有些顶岗支教学校将实习生当全职教师
使用，忽略其实习生的角色；更有甚者，将实习生当作杂工，在实习之余还要做很多不相关的工作，致使

其无法安心备课，影响教学效果。

２．６　一些不良因素影响实习生的教育理念
《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意见》提到，顶岗支教实习工作的开展要围绕培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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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师的目标，而实习的目的之一是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向优秀教师学习，强化教师职业认同感。调

查数据显示，有３０人原来想当老师，现在不想当老师，因为部分顶岗支教实习学校存在着一些对实习生
不利的影响因素：缺乏有效的激励和淘汰机制，部分在职教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媒体关于教师体罚、

性侵等恶性事件的报道加大了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对立，导致教师管理教育学生的权限和能力下降；某些

实习学校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落后等等。

２．７　顶岗支教实习给实习生带来的有利因素
顶岗支教实习锻炼了实习生的一般能力。顶岗支教实习给予实习生更多的参与教学管理和组织活

动的机会，使得实习生的一般能力（表达能力、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等）得到不同

程度的提升。其中１０７名（５３％）实习生认为自己的表达能力有较大改善，１３４名（６７％）实习生认为自
己人际沟通的能力有较大改善。

顶岗支教实习给予实习生发挥自身特长的机会。在顶岗支教实习的过程中，实习学校由于缺乏人

手，需要实习生参与、组织、策划活动，个别实习生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例如一名数学专业的实习生

喜欢写毛笔字，在实习学校组织了三笔字兴趣小组，并指导学生参加比赛获奖。实习生积极参与活动是

其能力获得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

３　讨论与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顶岗支教实习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研究借鉴以往的研究

成果，结合本次实际调查中实习生的需求，提出以下讨论和建议：

３．１　顶岗支教实习应遵循师范生自愿的原则
师范生培养目标首先要立足于选拔与培养乐教、适教、善教的未来教师，从而为他们逐渐成长为优

秀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３］。由于各种因素，目前师范生最终当教师的比例并不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

强迫每一名师范生一定要当教师。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教育实

习的方式，这样才是真正以生为本。否则带着抵触心理参与顶岗支教实习不仅没有提升能力，反而耽误

了他们获得更好成长的契机，更有甚者将给他们所带班级的学生带来不利影响。

３．２　顶岗支教实习应强化“实习”这一功能
站在实习生的角度上，顶岗支教实习首先应该是实习的一种形式，不能脱离其最初的意图，教育实

习是师范生大学就读期间最重要的实践环节，教育实习质量的高低、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师职前培养

的水平［４］，因此应该强化他们实习生的角色。定期开展实习生之间的交流观摩活动，发现共性问题，及

时给予解答。顶岗支教实习过程中以及结束后要组织实习生进行教学反思和汇报，没有反思就不能将

问题意识化，将阻碍实习生获得质的提升。通过各种方式使他们在实习中学到实践性知识，专业能力和

一般能力同时得到锻炼。

综上所述，顶岗支教实习对缓解落后地区教育问题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５］。但是“以生为本”作为

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任何阶段的学生都很重要，实习生的角色首先应该是学生，是高师院校教师教

育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而顶岗支教实习作为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也不可离开这一宗旨。当实

习生在顶岗支教实习时能够体验到实习的效果，提高对顶岗支教实习的认可度，自然也会促进“顶岗”

“支教”两项功能的实现，切不可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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