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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周险峰、谭长富教授等合著的《教师流动问题研究》
不久前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全国教育科

学“十一五”重点课题的研究主体成果。通览全书，该书

对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视角独到，勇于创新。全书以教师流动问题为

经，以理论研究、群体分析为纬，详细论述了教师流动的

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研究的背景、历程、现状、趋势与意义，

并以中小学女教师、骨干教师、民办学校教师、深圳代课

教师为代表，从流动的背景、现状、影响因素、产生原因、

解决对策等方面对不同教师群体的流动进行了研究和分

析。应该说，目前学术界对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很多。

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

治学、文化学、管理学等诸多角度对教师流动进行了全方

位的研究。但在这众多的研究中如此书一样选取不同的

教师群体对教师流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则不多。特别

是选取的四个教师群体中，作者并没有如以往的研究一

样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农村教师、高校教师等群体，而是

将视角聚集在女教师、骨干教师、城市代课教师、民办教

师。这些教师群体的选择是具有独到之处的。以深圳代

课教师流动研究为例，以往对代课教师的研究常常集中

在农村代课教师身上，但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所形成的

独特的代课教师群体———城市代课教师的研究则少之又

少。又比如，女教师作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其职业流动

与男性教师明显不同，以女性主义透视中小学女教师流

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结构清晰，逻辑严谨。全书按照问题研究的内

在逻辑和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来谋篇布局，具有严谨的

结构和较强的逻辑性。全书分为六章三个部分：第一章

绪论详细介绍了教师流动研究的背景，发展历程、研究现

状，预测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二章对教师流动中涉及

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如理论基础、内涵、原因、意义等进

行了阐释；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选取中小学女教师、骨干

教师、民办学校教师、深圳代课教师为代表，对不同的教

师群体流动的不同背景、特点、原因、影响进行了分析和

研究。从研究历史的介绍到一般理论问题的阐释再到具

体教师群体的研究，层层推进，逻辑清晰。而在具体的论

述中，结构安排也是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如骨干教师流

动所产生的影响涵盖社会、学校、教师多个主体，既有加

剧教师队伍的内部分化，引发教师“潜流动”，导致教师群

体整体素质下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的开

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受到影响等消极方面的，也涉及有

利于教师待遇的提高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积极方面

的。因此，作者在行文中，首先将骨干教师流动所产生的

影响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消极影响按照影响的主

体分为教师队伍建设、流出学校、教育和社会四个方面，

积极影响则从教师个体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两个方面入

手。这种结构安排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和思维习

惯，体现了著者较强的处理技巧和逻辑思维的严谨。

第三，内容充实，分析深刻。从整体上看，《教师流动

问题研究》所涉及到的问题较多，既有对教师流动研究的

研究现状、研究背景、发展历程、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的

阐释，也涉及到教师流动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的界定、

流动类型和流动模式的介绍以及流动的原因和意义等理

论层面的研究，还包括不同教师群体流动的微观分析。

而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作者也是尽可能多角度全方位

地展示不同教师群体流动的不同面貌，因此其包含的内

容也不少。以中小学女教师流动为例，作者通过对寒暑

假期间在湖南科技大学进修学习的１００多名在读教育硕
士的研究，从中小学女教师流动的频率、动机、途径、去向

以及对教师流动的认识等方面揭示了中小学女教师流动

的现状，从女性个人（年龄、教龄）、家庭（婚姻、子女）、职

业境遇（工作感受、生存状况满意度、职业幸福感）等维度

对影响中小学女教师流动的因素进行了解析，并将女教

师职业流动的障碍从宏观到微观归类为社会文化观念

（父权制束缚下的性别文化、职业发展中的角色冲突）、政

府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学校与家庭因素（聘

任制、单位制、玻璃天花板效应）、女教师自身因素（自我

意识薄弱、依赖心理和弱者心态、社会性别敏感度低）四

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作者呼吁通过构建和谐的性别文化

体系，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改进政府宏观管理，完

善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学校管理制度，优化中小学女教师

流动空间；摆脱女性自身弱点，打破中小学女教师流动的

自我禁锢等方式促进中小学女教师的合理流动。

总的来说，虽然《教师流动问题研究》在个别问题的

研究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它仍然可以算是目前教师

流动研究中难得一见的佳作，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丰富充

实的研究内容对于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均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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