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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新教师专业发展是教育品质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教育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本研究统计了近十年发表

于 EEU>期刊的 ) +$)篇文献!采用U'JAEVB.A*($文献计量软件的共被引功能筛选出具有影响力的高被引文献!通过对文

献摘要"关键词"研究对象等内容的评估!筛选出 1)篇符合研究目的的文献!经深入研读!归纳出新教师在入职初期所面

临的挑战及所需要的支持!并提出我国新教师专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新教师$文献回顾$挑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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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入职教师在教师

队伍中的比例逐年增长#他们肩负人才培养重任#

成为教学改革和学校发展不可或缺的活力源泉'

学习如何教学#过程并不轻松#因教学经验缺乏&

工作任务繁重#新教师成长之路充满挑战#头两年

的任教成败则深深影响其往后三四十年的教学生

涯.!/

' 因此#帮助新教师渡过入职快速适应期#

提升教学技能#是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重要一环'

"$!+年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健全教师培养体系#为职业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新

教师素质提升和专业发展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各

类新教师培养和培训项目#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

时也暴露出教师效率低下&效果较差等弊端' 笔

者认为#教师培养和教师专业发展部门#应了解新

教师在入职任教初期面临哪些挑战与困境#而各

新教师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则是提升其培

养效率的有效途径'

相关的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了较为

独立和完整的体系' 通过回顾与整理重要的文献

资料#能够帮助我国新教师顺利渡过入职适应期#

并为新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宝贵

的经验和借鉴'

"4研究方法

"(!4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jCE核心合集(A%@.BJ'&/ qA%@.BX

J'&/BGNAKABN.F)分类下#以(DAQ'//'/QJAB.FANK) CZ

(/&M'.AJAB.FANK)为主题词#搜索("$$7t"$!+ 年)

期间发表于 EEU>的期刊文章#文章类型设定为

(BNJ'.GAK)#得到有效题录 ) +$) 条#检索日期为

"$!7年 + 月 "# 日' 为筛选出在新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领域中有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先利用

U'JAEVB.A*($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中的(共被引)分

析功能#选出共被引频次大于 * 的文献#共 !**

篇$接着借助U'JAEVB.A*($提供的作者信息&文章

来源通过 5&&QGAE.F&GBN&E'.

3

9@D 等平台搜寻此

!**篇文献的摘要及全文$然后通过浏览关键词&

$)!

4收稿日期!"$"$$7$2

基金项目!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ZU"$"$$1%

作者简介!姒依萍"!71#

3

%#女#浙江绍兴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学方法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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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研究对象及全文#排除不符合本研究主

题的文献 +" 篇#保留有效文献 1) 篇构成本研究

数据集合'

"("4数据分析

根据研究主题将 1)篇文献分成(新教师面临

的挑战)和(新教师入职辅导)两大主题' 在(新教

师面临的挑战)主题下包括(动机&效能与职业认

同)(离职与复原力)(日常教学)) 个子主题' 在

(新教师入职辅导)主题下包括(导师传习)(教师

职前教育)与(其他入职辅导))个子主题'

)4研究结果

)(!4新教师面临的挑战

教师职业充满了挑战#新教师在入职之初所

面临的挑战及适应过程很大程度影响其对教师身

份的认同和后续职业生涯的发展' 本研究回顾的

1)篇文章中有 2"篇阐述了新教师所面临的困境

和挑战#经过对文献内容的仔细研读并通过对被

引文献频次的研究"表 !%#将新教师入职之初面

临的挑战归纳为 )个方面'

表 !4新教师面临的挑战之高被引文献整理"共被引频次y

w

*#

主题 篇数 作者&年份&被引频次

动机&效能与职业认同 !7

40动机 #

jBJJ""$$+$"!%$ UBKVANKA/ ""$!)$!"% jBJe0A""$$2$7% jBJJ" "$$1$7% E'/.GB'N" "$$+$+%$

6GGA/ ""$$1$*%

40自我效能感 ) <&NB/ ""$$#$"2% 9&O""$$*$!*%$ s/&DGB@.F ""$$1$+%

40职业认同 !$

8G&NAK" "$$#$ )2%$ :AB@.FBIV " "$$7$ "7%$ S'GGA/ " "$!)$ !)%$ :A'-BBN% " "$$2$ !"%$ S'GGA/

""$!)$!$%$ LGM'0""$$7$!$%$ sAG.FJANIB/K""$$!$!$%=BK0O""$$*$7%$ PF&IBK""$!!$#%$ >eB%'X

/'B""$!)$#%

4离职与复原力 !)

40离职 !$

:&NIB/ ""$$+$"1%$ 9&/Q""$!"$""%$ 9&/Q""$$+$""% Z&/HAG%J""$!!$"!%$ EIAJFAI""$$1$

!"%$ =&/Q""$!"$!!%$ 9B/@KFA0 ""$$!$!!%$ :@.FB/B/ ""$!)$!!% $ ='/%YM'KJ""$!2$#%$ 5B'0X

F&NKJ""$!2$*%

40复原力 ) 5@ ""$$1$7%$ :AGJIB/ ""$!!$!)%$ UBKJN&""$!$$+%

4日常教学 !$

8B/J'GG'""$$7$)2%$=BIVANJ""$!$$!2%$sON'B.&@""$$#$!)%$n'GKK&/""$$+$!"%$ sz/'Q""$!2$!$%$

8BNNAGG""$!"$!$%$j&GHH!""$!*$1%$ iBM'K""$$#$1%$ 8BNNAGG""$$*$#%$ <.U&NIB.0""$$#$*%

总计!2"篇

)(!(!4动机'效能与职业认同

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内心感知#如选择教师职

业的动机&从事教师职业的自我效能及对教师职

业的评价与接受程度等能够有效预测教师的教学

业绩及职业发展' 因此对教师动机&效能和职业

认同的研究近年来颇受关注' 此轮文献回顾中#

关于新教师动机&效能与职业认同的文章为 !7

篇#占全部新教师挑战类文献的 2*("2\'

jBJJ

."/与 E'/.GB'N

.)/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和

工具对新教师选择教师职业的动机进行测量和分

析#在很多方面得出一致结果' 新教师选择教师

职业最大的动机来源于对(自身作为教师的能

力)的评估及对(与学生在一起所带来的乐趣)的

预期' 此外#(能做出利他性的社会贡献)和(激

励自身知识更新)等也是选择教师职业的重要动

机' 然而#教师美好的入职动机并非一成不变#

E'/.GB'N的纵贯性研究从动态的视角发现#现实和

理想之间的落差会使教师的择业动机和使命感在

入职初期发生变化#因此#保护新教师最初的美好

动机是提升教师满意度和降低离职率的关键'

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教师个人对自身职业能力

的评估#是教师在职场中最为重要的内心感知'

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影响着教师在教学中付出的努

力和应对挑战时所采取的策略#进而间接影响教

学的结果' 因此#教师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和形

成机制成为教育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 <&NB/

.2/

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校所提供的教学资源对新教师

的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不过 <&NB/ 没有在文

章中对于教学资源的内涵给出明确的界定'

9&O

.*/的研究给出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他发现新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并未随教学经验的增加而增

加#反而出现降低的趋势' 根据 9&O的解释#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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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性和支持的缺失#是

导致教师自我效能感降低的最主要原因'

由于自身理想和现实环境的脱节#新教师在

形成或重构职业认同的过程中面临多重冲突与压

力' S'GGA/

.#/研究发现女教师感受到的职业认同

压力大于男教师' S'GGA/ 将新教师面临的职业认

同压力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重要关系人压力&关

怀相关人压力&责任相关压力&适度压力&无压力

和问题教师#并提出针对不同压力类型应采取不

同的支持策略' 此类研究更多地将焦点置于探究

影响教师职业认同形成的因素' 8G&NAK

.1/

&

:AB@.FBIV

.+/

&=BK0O

.7/等人的研究都得出相似结

论#即教师职业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

过程#不仅取决于教师个人特质&学习经历&个人信

仰等因素#也受到工作机构性质&同事&学生特质等

方面的影响' 其中8G&NAK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教

师个人的经历对其职业认同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教师所处的机构环境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中介

作用#即学校文化能够有效重构教师由于不同个人

经历而形成的职业认同#开放&协作&支持的学校文

化有利于教师形成更为积极的职业认同'

)(!("4离职与复原力

在此轮文献回顾中#以新教师离职为研究主

题的文章多达 !) 篇#占全部新教师挑战类文献

)$(7*\' 新教师离职的原因分析及降低新教师

离职率的对策是这类文章最主要的两个研究

方向'

造成新教师离职的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

方面' 内部因素是指教师的个人特质#如性别&年

龄&婚姻&家庭等因素' :&NIB/

.!$/的研究结果表

明个人特质是造成新教师离职最主要的因素'

9&/Q

.!!/从心理学角度发现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

压力应对策略与离职率有密切联系' 外部因素是

指教师个人特质以外的因素#主要包括学生特质&

学校"组织%环境和资源等' 9&/Q&9B/@KFA0 和

:@.FB/B/等研究均发现学生的不良行为和难以

管理等问题在新教师离职中起重要作用' 而来自

学校"组织%的支持#如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师

徒结对辅导&提供教学发展支持等#能够有效帮助

新教师克服挑战#增强留职意愿'

:AGJIB/&5@ 和 UBKJN&等研究者提出了新教

师个人复原力的概念#并证明其在新教师离职中

起到关键作用' 教师对教学中面临挑战和困境的

态度及自我应对的能力会影响其离职的决定'

)(!()4日常教学

新教师从职前教育阶段进入真实的教学现场

后#会遭遇巨大的(现实冲击)#在现实中遇到的

诸多问题与职前教育中所学的知识之间存在巨大

的差异#导致许多新教师在经历失败的教学实践

后开始怀疑自己的教学效能和职业选择' 归纳本

次文献回顾中以新教师的日常教学挑战为主题的

文章#发现新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面临的挑战主要

体现在学科知识准备&课堂管理&教学策略&工作

负担和评价等方面'

)("4新教师入职辅导

本研究回顾的文献有力地证明#为新教师提

供有效的入职辅导在指引新教师成长&保障教学

品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QANK&GG

.!"/基于 !* 个

实证研究展开的批判性回顾是本研究文献样本中

最具影响力的一篇#被引频次达 7+次' 研究结果

表明#接受正式入职辅导的新教师具有更高的工

作满意度&更强的教学实践能力#其学生的学业表

现也更优' 本研究将文献中新教师入职辅导方式

分成三种类型#分别为导师传习&职前教育和其他

入职辅导' 表 "呈现了各种入职辅导形式的文献

数量&作者&文献年份及被引频次'

表 "4新教师入职期支持策略之高被引文献整理"共被引频次y

w

*#

主题 篇数 作者&年份&被引频次

导师传习 !#

>/QANK&GG""$!!$7+%$ 9&DK&/ " "$$+$#+%$ EI'JF " "$$2$)2%$ sAII'K" "$!2$"!%$ 9&DK&/ " "$!)$!2%$

6KVH&NK""$!*$!*%$ :@GG&@QF ""$$*$!$%$ EJB/@G'K""$$7$7%$ UNBKD&N/""$$+$+%$ ='/%QNA/""$$1$#%$ <BX

NBDGA""$$1$#%$8A'IB/""$$!$#%$ iAK'I&/A!""$!)$#%$ UNBKD&N/""$!!$#%$ UBNMAN" "$$7$#%$ n&NIB/

""$$*$*%

职前教育 * 5N&KKIB/ ""$$+$)*%$ 5N&KKIB/ ""$$7$"$%:BGG""$$7$!!%$ ='KJ&/ ""$$#$+%$ 6.F'/KJA'/""$$2$+%

其他入职期支持 !$

j'/%K.F'JG""$!!$)!%$ jB/Q""$$+$)!%$ =BIVANJ! ""$!)$"#%$ >/QANK&GG""$$ 2$!1% >/QANK&GG" "$!"$

!2%$ =@HJ""$!!$!$%$ 9&WA""$$#$!$%$ Z&JK""$$1$7%$ <BNBDGA""$!)$1%$ 8A'IB/ ""$$)$1%

总计!)!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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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师传习

虽然新教师辅导包含教员协作&主管会谈&课

堂协助&工作坊&减轻工作量和导师传习等多种形

式#但最近几十年以来#导师传习成为新教师入职

辅导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 本研究筛选出的 1)

篇文献中#以导师传习为主题的文献数量达 !#

篇#占总数的 ""(""\#导师传习在新教师发展研

究及实践领域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导师传习是指有经验的教师对新教师提供的

辅导#旨在帮助新教师积累教学经验&适应学校环

境#渡过入职关键期' 下表 )中列出了 !#篇以导

师传习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共被引频次&文献题目&

研究主题和研究结果等内容#便于呈现导师传习

领域主要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 从表 ) 可见#

导师传习计划的效果评估&导师传习的策略行为

及影响导师传习效果的因素是该领域最主要的三

大研究主题#并且可以发现导师传习制度的积极

作用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表 )4关于导师传习的高被引文献

被引

频次
作者及年份 题目 研究主题 结果

7+ >/QANK&GG""$!!%

PFA>IVB.J&H>/%@.J'&/ B/% <A/X

J&N'/Q SN&QNBIK H&N :AQ'//'/Q

PAB.FANK! 6 UN'J'.BGZAM'AW &H

JFAZAKABN.F

导师传习对教学技

能&教师留职率和学

生成就的影响

导师传习能够提升新教师教学技能&留职

率和学生成就$低收入地区导师传习在教

学技能和留职率方面效果不显著

#+ 9&DK&/ ""$$+%

<A/J&N'/Q :AQ'//'/Q PAB.FANK!

jFBJjAs/&W B/% jFBJjA

i&/-J

导师传习制度的利

弊$影响导师传习效

果的因素

导师传习有利于新教师&导师的专业发展#

也有利于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导师传习

制度也有可能对新教师&导师和学校教育

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影响导师传习制度效

果的因素包括学校政策&导师遴选&配对&

辅导策略&导师培养等因素的影响

)2 EI'JF ""$$2%

jFBJ6NAJFAmHHA.JK&H>/%@.J'&/

B/% <A/J&N'/Q &/ :AQ'//'/Q

PAB.FANP@N/&MAN1

导师传习对教师离职

率的影响

接受相同科目导师指导或协同备课活动的

新教师离职率低于为接受入职辅导的新

教师

"! sAII'K""$!2%

<A/J&N'/Q&HnAWPAB.FANKBKB

U&/JAKJA% SNB.J'.A! E@VANM'K'&/#

E@VV&NJB/% U&GGBD&NBJ'MAEAGH

3

%AX

MAG&VIA/J

导师传习的形式
导师传习存在 ) 种形式#分别为监督型&支

持型和协作自我发展型

!2 9&DK&/ ""$!)%

;@%QA<A/J&N'/QB/% CJFANPFNABJK

J&ZABG'e'/QJFAS&JA/J'BG&HE.F&&GX

DBKA% <A/J&N'/Q'/ PAB.FANm%@.BX

J'&/

导师传习制度失败的

原因

导师传习失败的原因包括微观"个人%&中

观"学校%和宏观"政府%三个层面' 微观层

面如新教师的态度&导师的辅导策略&导师

和新教师的关系等$中观层面如导师的遴

选&导师的培养&时间不足等$宏观层面包

括薪酬&目标制定等

!* 6KVH&NK""$!*%

ZAKABN.F &/ IA/J&NA%@.BJ'&/ H&N

IA/J&NK&H/AWGOY@BG'H'A% JAB.FANK!

6Y@BG'JBJ'MAIAJB

3

KO/JFAK'K

导师培养领域的研究

主题#导师培养的发

展维度

导师培养包含学校政策环境&理论与实践&

反思与批判思考&关系四个主题$导师培养

的发展有三个发展维度#分别为环境维度&

理论分析维度和关系维度

!$ :@GG&@QF ""$$*%

:A'/QB/% DA.&I'/QBIA/J&N!

K.F&&G

3

DBKA% JAB.FANA%@.BJ&NK

B/% JAB.FANA%@.BJ&N'%A/J'JO

导师的身份认同
与新教师的关系&学校环境&导师培养等因

素对导师身份认同有影响

7 EJB/@G'K""$$7%

=ABN/'/QJ&<A/J&N! mM'%A/.AB/%

CDKANMBJ'&/ BKP&&GK'/ =ABN/'/Q

J&PAB.F

导师认知的发展$导

师认知的实践

通过导师培养计划#导师能够发展导师知

识的认知#并应用于对新教师的辅导中

+ UNBKD&N/ ""$$+%

SN&I&J'/Q MANKBJ'G'JO '/ IA/J&N

JAB.FANK- @KA&HK@VANM'K&NOK0'GGK

导师培养计划对导师

辅导实践的作用

通过导师培养计划#导师的辅导技术得以

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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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被引

频次
作者及年份 题目 研究主题 结果

# ='/%QNA/ ""$$1%

m[VAN'A/.AK&HDAQ'//'/QJAB.FANK

'/ BK.F&&G

!

DBKA% IA/J&N'/Q

VN&QNBI'/ EWA%A/

新教师的辅导体验

文章从辅导频率&辅导内容&反思&新教师

发展等方面描述了新教师在工作第一年的

辅导体验' 并提出了辅导策略改进的建议

# <BNBDGA""$$!%

PAB.FANK- VAN.AVJ'&/K&HWFBJWBK

I&KJ " B/% GABKJ% K@VV&NJ'MA

%@N'/QJFA'NH'NKJOABN&HJAB.F'/Q

入职第一年最有利和

不利的因素

导师的辅导是最为有利的支持#对行政制

度和培训的不满意#缺少物质是不利的因素

# 8A'IB/XnAIKAN""$$!%

9AGV'/Q/&M'.AKGABN/ J&JAB.F!

GAKK&/K HN&I B/ A[AIVGBNO

K@VV&NJJAB.F

导师对自身角色的定

义和实践

导师的辅导对新教师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其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导师

的认知和实践&导师得到的支持和培训

# iAK'I&/A!""$!)%

8&NIBGB/% >/H&NIBG<A/J&N'/Q!

U&IVGAIA/JBNO# U&IVA/KBJ&NO#

&NU&/K'KJA/J1

正式与非正式导师

传习

正式与非正式辅导有着相同的作用#并起

到互补的作用

# UNBKD&N/ ""$!!%

PFA <mZ>i

3

I&%AG BK B

HNBIAW&N0 J&AIV'N'.BGGO%AJANI'/A

IA/J&N JAB.FANK r N&GAK '/

IA/J&N'/Q%'BG&Q@AK

导师的辅导行为
符合新教师需求的辅导是有效的辅导$导

师需要应对差异性的辅导对象

# UBNMAN""$$7%

LK'/QS&G'.OJ&>IVN&MAPAB.FAN

>/%@.J'&/ UN'J'.BGmGAIA/JKB/%

<'KK'/QS'A.AK

比较三个导师传习项

目的效果

给予导师专门的辅导时间和相关的培训课

程是影响辅导效果的重要因素

* n&NIB/ ""$$*%

<'/% B.J'M'JO'/ JAB.F'/QB/% IA/X

J&N'/Q

教育型辅导的特征和

影响效果的因素

文章描述了 "位导师对新教师展开教育型

辅导的过程#提出影响辅导效果的因素包

括导师的培训&辅导的时间和新教师的态

度等

44初入职场的新教师#职前教育不足以应对教

学现场所面临的挑战#失败或不佳的教学体验导

致新教师身心受挫#甚至离职' 若能为新教师安

排有经验的导师提供辅导#一方面能为他们提供

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帮助其克服工作中面临的

困难#提升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他们提

升教学和协调工作任务的能力#最终实现提升教

学品质&促进学生成长的教育目标.!)/

'

导师的辅导策略和辅导行为作为影响辅导效

果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成为该领域主要的研究议

题' sAII'K

.!2/通过比较澳大利亚&芬兰和瑞士 )

个国家的导师传习项目#将导师传习区分为监督

型&支持型和协作自我发展型三种类型' iAK'I&X

/A

.!*/提出#正式和非正式的导师传习在新教师发

展中同等重要#并存在互补作用' UNBKD&N/

.!#/与

8A'IB/

.!1/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教育型辅导)的概

念#意指导师在辅导新教师时#将新教师视为成人

学习者#运用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新教师理

论和技能的学习'

虽然导师传习在教师和学生成长方面的积极

效果得到普遍验证#但是很多研究也表明导师传

习的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经营不善的传习

关系不仅无法产生预期效果#还会造成时间和金

钱的浪费'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研究

者在关于导师传习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得出了

高度一致的结果' 总体而言#影响导师传习效果

的因素可分成微观"个人%&中观"学校%和宏观

"政府%三个层面' 其中微观层面是指导师和新

教师个人的层面#具体包括新教师态度的开放程

度&导师的辅导策略&导师与新教师之间的关系

等$中观层面是指学校层面#包括导师的遴选及为

导师提供的训练等$宏观层面主要指地方政府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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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政策#包括导师的职业发展政策&薪酬制度及

时间保障等'

)("("4教师职前教育

教师职前教育是指新教师入职前所接受的教

育训练#在论及新教师入职初期所面临的种种挑

战及所需支持时#教师职前教育显然是一个绕不

开的 话 题' 本 研 究 以 ( /&M'.AJAB.FANK) 和

(DAQ'//'/QJAB.FANK)作为文献筛选的关键词#其

中有 *篇以教师职前教育为研究主题' 这些研究

都强调了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职前教育中的重

要性#缩短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之间的距离是帮

助新教师顺利渡过入职期的关键' 5N&KKIB/

.!+/

指出#应从分析教师职业核心能力出发#实现从知

识本位课程向能力本位课程的转变#在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上打破基础理论与现场实践之间的界

限#加强教师教育机构和学校之间的融合'

)("()4其他入职期支持

虽然导师传习已是国际最为普遍的新教师入

职辅导形式#其他形式的新教师入职支持也在研

究中占一席之地' 本研究所回顾的文献中#关于

其他形式的新教师入职支持的文献数量为 !$ 篇#

占总数的 !)(1$\' 其他形式的新教师入职支持

包括新教师与专家教师的共同学习&同一学科教

师的协同备课&减轻新教师的工作负担&参加新教

师工作坊&标准评估等' 在一些研究中#采取多种

形式入职支持的组合#如 >/QANK&GG

.!7/研究发现多

种支持的组合策略对于降低新教师的离职率有显

著的积极作用'

24结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是许多年轻人追求的梦

想' 正是一批又一批投身于教师岗位的青年人#

用辛勤劳动与大胆创新支撑起我国教育事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作为教师培养和教师专业发展

相关部门#了解和关怀新教师在入职初期所面临

的挑战与困境#提供有效的支持与辅导#能够在保

护新教师美好的入职动机和正向的职业认同的基

础上#为我国教育事业打造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

本研究通过对 1) 篇发表于国际核心期刊的

文献回顾整理后发现#新教师在入职初期会在课

堂管理&学生需求的满足&人际沟通等方方面面遭

遇困难和挫折#强烈地感受到真实的教学实践与

职前教育训练之间的落差'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

距之大#足以使部分新教师动摇最初美好的入职

动机#怀疑自己的教学能力与职业选择#影响其对

教师职业的认同#进而可能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

的发展'

为新教师提供技术和心理上的支持#改善其

在职初期的职业体验#对于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教

师队伍尤为重要' 研究证明#导师传习&职前教育

及其他形式的入职辅导共同配合#相互补充#可以

增强新教师的教学效能和教学表现#形成正向的

职业认同#最终起到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教学品质

的作用'

为新教师匹配有经验的导师#从教学技能&学

校文化&行政制度&人际交往等方面给予新教师全

面的辅导' 为导师提供专门的培训课程#增强导

师在传习策略和关系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能够提升传习计划的有效性' 确保传习工作在时

间&薪酬和业绩上的保障也是确保传习效果的重

要因素'

教师职前教育应进一步实现知识本位课程体

系向能力本位课程体系的转变#打破理论学习与

技能训练之间的界限' 将教师职业核心能力作为

课程开发的出发点#切实提高学生应对教学实践

挑战的能力' 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精

神#师范院校与学校之间可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

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深度衔接'

组合多种入职期支持策略#全方位提升新教

师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如通过减轻新教师工

作负担#确保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教学准备与教

学反思$通过与同学科教师的合作备课的方式#帮

助新教师积累实战经验#缓解备课压力$通过培训

课程#为新教师提供学科内容&教学方法&课堂管

理&时间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4建议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新教师队伍

建设是教育品质提升的重要保障' 教育主管部门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提供支持#帮助新教师顺利渡

过入职关键期#并为后续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4切实关怀新教师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了解新

教师专业发展需求

从国际文献中归纳整理出新教师在入职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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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对于了解我国新教师的

职业状态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鉴于文化和社会背

景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教育层级的教师

必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经历和体验' 从现有国内

文献来看#针对新教师入职初期所面临挑战和所

需支持的研究甚少#有待充实'

笔者在从事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实践中也发

现#人事&教务&教发中心等部门在规划教师专业

发展项目和活动时#偏重于各自的行政职能#缺少

对教师真实现状和发展需求的调研#导致教发活

动缺乏整体性和一致性."$/

#与教师的期待之间存

在落差#这或许是教师对各种教发活动参与积极

性低下&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建议教师专业发展部门在立足学校整体发展

方向&统筹各部门工作职能的基础上#通过问卷和

访谈等方式调研和分析新教师的发展困境与所需

帮助#以此作为规划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和活动的

依据'

教师专业发展部门应积极与新教师主管部门

合作推进有助于新教师发展的相关政策' "!%减

轻新教师的工作负担#确保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

教学准备与教学反思$新教师每门新课程都可以

在课时数的基础上#乘以一个大于 ! 的系数'

""%为新教师提供研习的机会' ")%新教师的考

核方式应该有别于入职 ! 年后的教师#比如其考

核应强调的是 )#$ 度评价#包括导师&同行&学生

等#其参加培训的时间和成绩也可以作为考核的

一个部分'

*("4创新教师发展模式'为新教师提供个性化$

持续$多元的支持

单次短期&点状零散的集中讲座式培训仍是

当前教师发展的主要模式' 本研究回顾的文献资

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持续为新教师提供个性化辅

导的模式#如导师传习&教学分析&合作备课等'

尤其是导师传习制度#是改善新教师入职初期体

验和提升新教师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

教师发展项目可采用集中讲座与持续辅导结

合的方式#在通过集中课程快速传递知识与理念

的基础上为教师提供持续的个性化支持与辅导#

帮助教师解决在不同教学情境下遇到的个性化问

题' 在制定并实施结构化的导师传习计划时需要

注意!"!%为新教师配备的导师需要参加相关的

培训课程#增强导师在传习策略和关系经验等方

面的知识与技能#确保传习计划的有效性#并保证

取得导师资格证的教师才能成为导师$""%导师

从教学技能&学校文化&行政制度&人际交往等方

面给予新教师全面的辅导时#应为导师提供相应

的工作量#并鼓励其进行教学研究工作#包括联合

发表论文&申报课题&参加比赛等$")%通过对新

教师的考核来体现导师的工作绩效#并用于导师

年度工作考核或职称晋升$"2%导师的选择尽量

以同专业&同教研室为原则进行'

*()4注重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和活动的效果评估'

积累和分享宝贵经验

研究者从对实务工作的观察发现#教师专业

发展项目的效果评估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少数教

师专业发展项目会在结束时以问卷的形式了解学

员对课程安排及讲师的满意度#但这对于全面评

估课程的效果还远远不够' 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

业发展课程效果评估需要评价课程在改变教师知

识&技能&行为&态度上的作用以及教师的改变所

带来的学生改变'

总之#将课程效果评估纳入教师专业发展项

目的必需环节#在课程规划之初便设计科学系统

的效果评估方案#对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的效果评

估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人员反思课程的内容和实

施过程#更好地积累经验#有助于提升教师专业发

展项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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