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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入职期是新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期，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入职适

应问题有助于他们尽快地适应岗位工作，担负起乡村基础教育的重任。文章依据教师专业发展阶

段理论和教师适应性绩效理论，通过现状调查、专家咨询等方式，从心理适应、生存适应、文化适

应、人际适应与专业适应五个维度构建了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评价指标，并进行了小范围

测试，通过 SPSS AU检测得知预测试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高。该评价指标体系可为乡村小学新任

教师入职适应研究提供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及时发现教师的入职适应问题，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教师职业，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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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New Teachers' Adaptation Evaluation
Indexe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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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try period is the key for new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It is helpful to find out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se teachers. It can help them adapt to the teaching work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and to be competent for their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theory of teacher's adaptive performance, an evaluation index is

designed from five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survival adapt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and professional adaptation by the methods of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so 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re-test questionnaire are high by SPSS

Au test. The purpose of th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asurement

tool for new teachers' entry adaptation research in rural elementary schools.The problems of teachers'

adaptation are found out in time to help them adapt to their profes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eachers’tea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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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推进，及《乡村

教育振兴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

的实施，乡村教育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乡村教师群

体也备受关注。入职期是教师成长的关键时期，及时

发现并解决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入职适应问题是其

入职适应的前提条件。评价指标是评判其入职适应

水平的重要测量工具，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小

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评价指标是当务之急。

一、乡村小学新任教师

入职适应指标构建

通过对西部 N省 G市样本乡村小学新任教师

的调研发现，这些教师在入职适应期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心理调适不当、生存压力大、学校文化氛围不

佳、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和专业发展困境。［1 ］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是乡村教师队伍的新生力

量，为乡村教师队伍注入了活力。尽管目前国家对

乡村教师的关注度较高，有关乡村教师入职适应的

教育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侧重于对乡村教师专

业适应评价指标的研究，多以教学成绩作为其入职

适应的评价标准。而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入职适应

问题应当是多维度、多方面的，仅从某一个方面评测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入职适应是不科学的，不仅不

能有效测量出乡村小学教师的入职适应水平，反而

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教师入职适应研究的有效推

进。本文针对目前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评价

存在的问题，尝试构建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

评价指标，完善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评价体

系，并帮助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发现和解决自己入职

适应期存在的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健康成长。

（一）评价指标建构的基本依据

1.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源于教师职业生涯发

展阶段理论。1969年，美国学者费朗斯·富勒编制

了《教师关注问卷》，宣告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研

究问世。富勒依据教师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注重

点，将师范生到专业教师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

段。任教前关注阶段，此阶段属于职前教师阶段，

他们尚未转变为教师角色，没有经历教学实践，只

关注自己；早期生存关注阶段，此阶段教师关注自

身能否胜任教师工作，在意课堂管理、是否受学生

青睐以及他人对自身教学能力的评价；关注教学情

境阶段，处于此阶段的教师主要考虑在教学情境下

如何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关注自身的教学情况，

而非学生的学习接受状况；关注学生阶段，教师在

亲身体验到教师工作的真谛时，开始从关注自身的

教学逐步转变为关注学生的学习。［2 ］

国内相关主要研究有叶澜和白益民对教师专

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他们以自我专业发展意识为标

准，考察教师的内在专业结构更新和改进的规律，

将教师的专业发展划分为非关注、虚拟关注、生存

关注、任务关注、自我更新关注五个阶段，认为新任

教师处于生存关注阶段。［3 ］

综上，大多数学者都十分关注教师的入职期，

并指明了新任教师在专业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及特

征。不论把教师专业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入职期都

是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必经阶段。

2.教师适应性绩效理论

张敏和郑全全依据 Pulakos的适应性绩效理

论，构建了教师适应性绩效理论模型，主要内容包

括七个方面。①文化促进指教师在新的文化环境

中的工作胜任情况，融入学校的文化圈能促进教学

工作的开展。②能动地解决问题指教师在工作中

遇到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能否制定创造

性的解决方案，有效地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③压

力处理指教师面对高强度或高要求的教学任务时，

能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尽快缓解压力。④应急处

理指教师在工作中遇到偶发事件时，能否充分发挥

教师机智，从容应对考验。⑤人际促进指教师能否

灵活地转换角色，适应新的人际关系，通过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来获得外界对自己的工作支持。⑥
持续学习指教师能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教学

理念，苦练教学本领，清晰地规划教师职业生涯。

⑦身体适应指教师适应学校的工作环境与当地的

生活环境，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以健康的体魄应

对繁重的学校工作。［4 ］

适应性绩效理论主要用于变革中的群体或个

人，初到乡村小学任教的教师也正处于“变革”之

中，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因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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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适应性绩效理论能为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

应维度的划分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适应属于心理学范畴，因而乡村小学新任教师

的入职适应水平很难直接量化。经过整理与归纳

已有相关研究发现，心理适应、生存适应、文化适

应、人际适应和专业（教学）适应是研究最多的五个

方面。因此，本文依据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和教

师适应性绩效理论，建构了相应的一级评价指标。

另外，笔者通过对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关注与

追踪访谈发现，乡村小学新任教师会面临诸多转

变。如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生活环境、工作

氛围、人际交往主体的变化，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等，很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适应不良问题。因此可

尝试构建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评价的二级

指标（表1）。

表1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量化参考标准

一级指标

心理适应

生存适应

文化适应

人际适应

专业适应

二级指标

职业认同感、工作满意度、角色转换、心理状态

自然环境、生活条件

学校的教学设施、管理制度、教风学风、教师群体

文化、风俗文化

与学生、学生家长、学校同事和领导沟通交流能力

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

（三）评价指标解读

对 5个一级指标和 18个二级指标的分析与解

读如下。

1.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心理适应

处于“早期关注阶段”或“虚拟关注阶段”的新

任教师需要做好当老师的心理准备，培养自身“压

力处理”和“应急处理”的能力，即心理适应。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职业认同感。职业认同感对于教师专业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处于“任

教前关注”阶段，对于教师职业的认识往往是在学

生时代形成的。因此，要提高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

同度。

工作满意度。相关研究表明，“教师的工作满

意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5 ］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现有的工作状态越符合自身职

前期待，其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入职适应水平也会

随之升高。

角色转换。新任教师会面临从学生到教师的

角色转换。“教师角色定位的多层性易使教师形成

心理冲突，产生不适应。”［6 ］“能否自觉履行教师的

职责与义务”与“适应教师角色的时间”可作为衡量

其角色转换状况的依据。

心理状态。新任教师通常会在入职的第一年

担任班主任，承担较大的教学工作量，是否拥有健

康的心理状态、稳定的从教心态是衡量其心理适应

的重要参考标准。本文将他们的心理状态划分为

轻松愉悦、不喜不悲、紧张焦虑、抑郁自闭四种，这

是最能直接反映其入职适应水平的一项指标。

2.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生存适应

健康良好的教师身体素质是工作的前提，本文

中的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生存适应主要包括自然环

境适应与生活条件适应。

自然环境。自然环境适应主要包括学校所处

的地理位置、气候。其中，地理位置决定了当地的

地形、海拔以及交通状况等。由于我国西部大部分

乡村小学地处偏远山区，海拔较高、地形复杂、交通

不便等因素给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出行造成了很

大困扰；气候主要指天气、温度、湿度等，对于那些

在极寒、极干等环境恶劣地区任教的外来教师而

言，适应当地的气候则更具有挑战性。

生活条件。生活条件主要包括教师的住宿条

件、休闲设施等。乡村小学新任教师一般都住在学

校的教师宿舍，除了教室和办公室，宿舍就是他们

活动的第三场所；休闲设施是教师缓解压力的重要

载体，如教师活动室等。因此，生活条件对乡村小

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具有一定的影响。

3.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文化适应

初为人师，乡村小学新任教师要面临新的文化

氛围，主要包括学校的教学设施、管理制度、教风学

风、教师群体文化、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教学设施。相关研究表明，“新教师入职适应

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拥有主要财富（电脑、电视、

藏书等数量）的多少，以及工作必需的学习工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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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电脑、书籍等）”。［7 ］ 大多数乡村小学新任教师

采用多媒体教学，传统只靠黑板的教学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因此，乡村小学的教学设施

是否完备（教师电脑、多媒体教室、音乐室、美术室、

体育场等数量）应作为其文化适应的评价指标。

学校的管理制度。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在入职

初期能否接受学校的管理制度也是衡量其文化适

应的一项指标，如是否迟到、早退等。

教风学风。乡村小学师资力量紧缺，教师素质

参差不齐，学生的学习基础差。乡村小学新任教师

能否因材施教、准确把握学生的学情、具有认真的

教学态度等都是其文化适应的指标。

教师群体文化。教师群体文化是由在学校工

作的全体教师共同打造的，它代表大部分教师的教

学意志与精神风貌。教师群体文化对乡村小学新

任教师适应任教学校具有很大影响。

风俗文化。我国西部地区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乡村小学新任教师

需要适应当地的语言系统、饮食习惯、习俗礼仪和

宗教信仰。［8 ］

4.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人际适应

俞国良提出，教师心理健康中重要的一项评价

标准是和谐的人际关系。［9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人

际关系是衡量其入职适应的一级指标。能否与学

生、学生家长、同事、领导有效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

可作为二级指标。

能否与学生有效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乡村

小学新任教师能否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合理把握与

学生相处的“度”，做到宽严相济，形成良好的师生

关系。

能否与学生家长有效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

小学阶段是教师与学生家长联系最为频繁的阶段，

沟通频率和沟通效果可以体现两者之间的交流状

况，一些关键性事件也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能否与同事有效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同事

关系又可以细分为新老教师、新新教师、班主任与

科任教师三种，他们之间发生分歧或冲突的次数、

一些关键性事件都能体现其关系状况。

能否与领导有效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相关

调查显示，得到领导支持与理解的新任教师会更快

地适应教师职业。［10 ］ 由于领导与乡村小学新任教

师之间属于上下级关系，两者间易出现沟通障碍。

5.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专业适应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阐明了教师的成长轨

迹，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的教学经验日益丰富，逐

渐从入职初期的“关注生存”发展到“关注教学情

境”“关注学生”，即专业适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专业理念。“小学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具体

包括其对职业的理解与认识、对小学生的态度与行

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个人修养与行为。”［11 ］

本文以教学态度为主要参照点，借鉴相关研究，将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在教学情境中最常见的教学态

度分为积极主动、跟随大流、无心教学三类。“积极

主动”是指乡村小学新任教师能够积极地融入教学

情境，工作积极性较高，职业规划清晰，专业理念坚

定；“跟随大流”反映其缺乏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与

动力，个人感受教学情境的能力有待提升，专业理

念模糊；无心教学则表示其没有融入教学情境的意

向，专业理念缺失。

专业知识。“小学教师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小

学生发展知识、学科知识、教育教学知识、通识性知

识。”［11 ］ 尽管大部分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系统地学习

了教育教学理论，但其专业知识偏理论化，缺乏实

操性。初登讲台，他们会面临专业知识的解构与重

组，容易出现适应不良现象。教学中的一些偶发事

件，是教师专业知识的“试金石”。因此，可以通过

访谈或搜集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教学偶发事件评

估其专业知识水平。

专业能力。“教师的专业能力一般包括教育教

学设计能力、组织与实施能力、激励与评价、沟通与

合作以及反思与发展。”［12 ］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处于

间接经验到直接经验的过渡阶段，其教育教学设计

能力、课堂组织管理能力、评价与反思能力都与老

教师有明显差距。因此，其教学设计是否科学有

效、课堂管理是否井然有序、教学评价与反思是否

准确到位等，都能体现其专业能力。

二、评价指标体系相关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1. 问卷编制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是自编问卷，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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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学新任教师的基本情况、适应现状和入职培

训及入职需求三部分，共有 24题，最后三题为多选

题，主要内容包括 7个方面：基本情况、心理适应、生

存适应、文化适应、人际适应、专业适应、入职培训

及入职需求。

2.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可信度，在正式发放问卷

之前，选择N省G市样本乡村小学新任教师作为被

试对象，进行了小范围的预测试。此后，在预测试

问卷的检测基础上，结合被试者的反馈意见，对调

查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正式问卷。以下是

正式问卷的信效度检测结果。

（1）信度

针对问卷中 5个维度的相关题目进行“A-E”的
编号处理，利用SPSSAU对该问卷的信度进行检测得

知，本研究正式问卷的Gronbach α系数为 0.848﹥
0.8，所有研究项的CITC值均﹥0.3，综合说明该问卷

的信度高，其获得的数据可作进一步分析。

（2）效度

本研究利用KMO 和 Bartlett 对正式问卷进行

效度检测结果显示：正式问卷的 KMO值为 0.842>
0.8，ρ值小于 0.05，足以证明其效度比较高，研究项

的信息量可以被有效地提取出来（表2）。

表2 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

适应现状调查问卷的KMO和Bartlett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值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df

p 值

0.842

1 130.587

105

0.000

结果显示，本研究使用的自编问卷《乡村小学

新任教师入职适应现状调查问卷》的信度为 0.848，
效度为 0.842，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作为研

究工具，其收集的数据可作进一步分析。

综上，本研究根据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从

多层次、多角度出发，初步构建了“乡村小学新任教

师入职适应评价指标”。该评价指标涵盖了教师入

职适应的多个维度，各评价指标既各自独立又相互

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教师入职适应评价指标体

系。然而，由于作者自身能力与研究条件的限制，

加上乡村小学新任教师入职适应评价指标涉及心

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评价指标尚不全面，

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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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发展策略、提升技术效率、

完善课程教学方式。作为教育参与过程的重要引

领者，校长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将技术能力与领

导力融合，不断生成新的信息化领导力，俨然成为

我国中学校长探索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各地普通高中应遵循《意见》的目标要求，重视

信息技术对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革命性

影响，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积极探索适合本地本校育人方式变革的实

践路径，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建立具有学校特色的

育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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