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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地区农村中学地理教师培训需求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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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高地理教师培训的实效性，是培训者和管理者共同面对的课题。以“国培计划（２０１２）”为例，采用问
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对皖北地区农村地理教师参训需求进行调查研究。首先，对参训学员的已有受训频次、

培训效果等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发现参训学员受训机会少、受训动力不足、受训效果亟待提升等特征；其次，重点考

察参训学员的专业知识、教研能力、培训期望、培训形式等需求情况，揭示参训学员培训需求的重要特征；最后，针对参训

学员培训需求特征，提出开发有效促进参训学员发展的培训课程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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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调查背景
加强教师在职培训，促进教师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

的提升，关键在于提高教师培训的实效性［１］。若要达此

目标，只有从了解教师自身培训需求出发，解决教师在职

培训需求问题，才能使培训更有针对性和实践性，才能真

正提高培训的正能量。为此，我们于２０１２年承担“国培
计划（２０１２）”———安徽省农村中小学地理骨干教师短期
集中培训项目之际，课题组以初中地理教师参训需求为

研究课题，从“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教研能力”“培训

形式”“培训期望”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对皖北地区４２
名初中地理骨干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调

查。被调查对象积极参与调查问卷活动，客观地表达了

对此次参加地理培训的需求，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

建议。

２　调研过程与方法
２．１　编制问卷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咨询地

理专家和教师意见，课题组编制《“国培计划（２０１２）”———
安徽省农村中小学地理骨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项目调查

问卷》，问卷分个人基本情况和培训需求情况２个部分共
２５个题目，题型以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为主，问题涉

及“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教研能力”“培训形式”“培训

期望”等核心内容。

２．２　发放问卷

课题组采用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按照安徽省继续

教育管理下达的参训学员名单对其进行训前培训需求调

查。供发放问卷４７份，回收４２份（如表１），且全部有效，

有效回收率８９．４％。

表１　农村中学地理教师培训需求问卷调查表

调查地区 蚌埠 淮南 淮北 滁州 阜阳 宿州 亳州 合计

发放 ７ ５ ４ ４ １０ ８ ９ ４７

回收 ７ ４ ４ ４ ９ ７ ７ ４２

回收率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８７．５％７７．８％８９．４％

２．３　统计分析

课题组将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使用 ＥＸＣＥＬ和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而进行问卷统计分析。

３　调查结果分析
３．１　参训学员基本情况

３．１．１　参训学员受训情况

调查发现，近５年来农村中学地理教师没有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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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育培训的占５７％，参加过一次培训的占４８％，而参
加过两次教育培训的仅占总数的５％，没有参加过３次以
上的教育培训（如图１）。在访谈中发现，部分承担初中地
理教学的中层领导参加培训的重复性比较高，而部分地

理教师没有机会参加教育培训。

图１　五年以来参加省级以上集中培训次数

３．１．２　参训学员培训效果感知
调查发现，农村中学地理教师认为参加地理教师培

训有一点效果的占５７％，很有效果仅占１４％，效果一般化
的占１２％，效果不好的占７％（如图２）。可见，目前，农村
中学地理教师对参加教师培训虽有正面的感知但并不十

分强烈，这将影响其参加培训的意愿和动机［２］。

图２　参训学员对以往培训效果感受

３．１．３　参训动机和意愿
参训动机和意愿是教师培训的源动力，是提高培训

效果的关键所在。调查发现：７６％的教师认为参加培训
是为了提升自身素质，提高教学技能，５７％的教师认为参
加培训有助于成为学科骨干或带头人，４８％的教师认为
参加培训是教育改革发展所需。另外发现有些教师对参

加培训表现得比较被动，表现为是否参加培训主要是听

从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安排；也有些教师表现出明显的

功利性，即参加培训主要是晋升专业职务需要（如表２）。
表２　您参加培训动因？（多选）

参训动机和意愿 调查结果 所占比例／％

Ａ．晋升专业职务需要 １２ ２９

Ｂ．力争成为学科骨干或带头人 ２４ ５７

Ｃ．教育改革发展所需 ２０ ４８

Ｄ．提升自身素质，提高教学技能 ３２ ７６

Ｅ．增强竞争力，以另谋发展 １０ ２４

Ｆ．听从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安排 １４ ３３

Ｇ．其它（请填写） ０ ０

３．２　参训学员培训需求分析
３．２．１　参训学员的专业能力感受

调查表明：当前教师最为欠缺的教育教学专业能力

依次为多媒体及信息网络应用能力、教研论文撰写能力、

教学内容处理及教材整合能力、教育教学评价能力

（２８％）、课堂教学过程监控能力、创新教育教学能力、课
堂教学活动实施能力、人际交往与师生沟通能力等。参

训学员比较迫切需求网络信息技术应用（５２％）、教研论
文撰写（５０％）、教材教学整合处理（４２％）、教育教学评价
能力（２８％）、课堂教学监控（２３％）等课堂教学实践、操作
技能方面的培训，对课堂教学活动实施能力、人际交往语

言师生沟通能力也有一定需求。

３．２．２　参训学员培训内容需求
在调查皖北地区农村中学地理教师对培训内容需求

时，主要涉及如下２个问题：“您在教学中最需要的知识
有哪些”和“您参加培训最期待的有哪些”。统计结果显

示：参训学员认为目前自己最需要的知识依次为新课标、

新课改、新教材理解与把握的知识、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

知识、青少年学习心里方面知识。参加培训最期待获得

可以在工作上应用的有效技巧或技术，而对过去的工作

进行总结反思关注的较少，但也较为期待获得适用的新

知识、新理念。

３．２．３　培训形式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６２％的教师喜欢观摩名师课堂教学；

５２％的教师赞成同行介绍经验、教学展示机研讨；４８％的
教师认同与专家研讨互动、交流对话；４３％的教师愿意参
与案例评析式培训；３８％的教师接受专家讲座和报告式
培训；２９％的教师认为实地参观考察培训更有效。这说
明观摩名师课堂教学是比较认同的培训形式，同时，积极

参与、提问和研讨式培训也是参训教师喜欢的形式。但

比较排斥那些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的讲座（如图３）。

图３　培训形式需求

３．２．４　培训考核方式需求
从图４统计数据显示，参训学员认为教师培训考核

方式依次为根据培训课程完成相应的作业、提交论文或

撰写培训心得、建立基于培训课堂表现的纪实档案、提交

教学案例或现场说课、考试。其中，有２４％的参训学员认
为可以现场说课或提交教学案例，从实践层面考核培训

效果，说明部分学员有参与式培训考试意愿；而仅有１０％
的教师选择考试作为培训考核方式，说明目前比较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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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闭卷或开卷）考试并不是参训教师最感兴趣的考核

形式。

图４　培训考核方式需求

３．２．５　培训师资需求
调查发现，在培训师资方面，有６２％的参训学员首选

“一线地理教师”，主要源于参训学员认为一线教师丰富

的教学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观摩学习一线地理

教师的课堂，更有助于他们理解和把握新课改、新课标、

新教材的内容，及获得一些在地理课堂教学工作的有些

技巧或方法等内容。排在第２位和第３位的“项目院校
培训师”“省外高校专家”，分别占２４％和１９％（如图５），
这主要源于培训专家更能从理论高度和专业视野引导参

训学员，解决地理教育教学过程中各种专业问题，而与参

训教师教学实际联系不紧密。

图５　培训师资需求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问卷分析，课题组梳理了中学地理教师参

加培训需求所在，结果发现：从参训教师基本情况来看，

表现为受训机会少、受训动力不足、受训效果亟待提升等

特征；从培训需求来分析，其一在专业能力方面，参训教

师最欠缺地理视频及课件制作等网络技术应用、地理教

研论文撰写、教材教学整合技能；其二在具体教学内容需

求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但最为期待的是能获得在工作

上应用的教学技巧；其三就培训形式来看，参训教师最偏

爱观摩名师课堂教学与同行进行经验交流研讨，比较排

斥专家专题报告；其四参训教师比较赞成以论文或心得

体会形式进行培训考核，非常排斥考试；另外，参训教师

在培训师资选择方面，更偏爱一线优秀教师经验交流，而

排斥专家式的专题讲座。

基于当前农村中小学地理教师教育所面临的形势与

挑战，我们在调研中着重凸显教师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培

训师资、培训形式等需求进行了讨论。综合多方面意见，

我们建议：１）统筹规划，按需设计培训方案，构建多元化培
训模式；２）组建以骨干教师、教坛新秀、地理教研员等一线
教师为主体的培训讲师团队，因为他们多来自一线，教学

经验丰富，对于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有着很强的话语

权；３）强化研讨、观摩、交流、乡土地理野外实践等培训方
式的有效结合，有效促进参训教师所学专业理论和教学技

能与生活实践无缝衔接；４）适当加强地理课件及视频制作
网络技术应用、地理教研论文撰写等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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