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的职业成长， 除了自我的学习外， 很大程度
上，还有赖于教育部门组织的培训。近几年，教师培训
越来越受到重视，省市县及国家各级培训都搞得风生
水起。不过，这看似光鲜的表象下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如培训的利益链错综复杂， 形式和方法过于呆板，内
容很难满足教师的需求等等。最受教师们诟病的是培
训的自费项目太多，且与职称评定挂钩，教师们称“真
的伤不起”。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80%的教师认为时下的教师
培训，犹如一块蛋糕，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想分一块。致
使教师培训市场五花八门良莠不齐， 有学术团体、电
教部门、教研机构、师范院校、教师进修院校的培训，
甚至还有人事部门组织的。

“如果不参加公需科目考试， 中级职称自动取
消。”一位姓朱的老师如是说。与朱老师有类似经历的
邵东县杨桥镇杨塘中学教师曾庆元说：“主管部门以
不培训不许晋级、加薪相逼，我们只好花钱‘买’了一
大堆证件，培训完却感觉并没有多大作用。 ”

授课专家偏重理论灌输，授课内容多与教学实际
脱节，对长年处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来说，颇有些纸
上谈兵。 长沙市某学校的周老师告诉记者，2011 年暑
假，他到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了为期 5 天的培训。 5 天
下来，他问自己，“是自己进步了，还是学而优则仕的
官员教育家们退步了。”挂名新课改培训，却根本没有
新课改的理念和实践。 培训方式多为学术报告或讲
座， 全是一些行政领导充当教育名家的个人表演，在
台上演绎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培训效果难以落实，弄虚作假现象严重。 据几位
参加过国培的教师反映， 在所谓的国家级远程培训
中，存在许多弄虚作假现象，许多老师不珍惜机会，缺
勤、请假、睡觉等情况普遍存在，有的老师为了应付国
培机构的技术监测，在打开视频的同时打开一个游戏
网络，不停移动的鼠标糊弄了以鼠标移动与否为标志
的监测，却没有给这些老师带来任何有益的知识。

更有甚者，为了弄个普通话“二甲”参加教师资格
证书的评定，不惜花钱办假身份证，找人替考，居然还
通过了。 有些人一天也没有参加学培训，也有了本科
毕业证。 原来， 只要向远程教育学历培训中心缴纳
8500 元的费用，就可以不参加学习，三年之后自动拿
本科文凭。

培训的效果差，是很多教师消极对待培训的重要
原因之一。面对如此多的培训，老师们采取的是“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
告诉记者，他们当地有次进行《教育在线网络培训》，
要求教师听专家讲座，并交作业。结果，部分老师上班
时间打开网页，关闭音响后，就开始忙着自己的教学
业务。学习时，需要中间点击“学习”栏目，很多教师就
请别人帮忙完成。 因为根本不知道培训内容，一人做
完后，其他教师就采用“复制粘贴”来应付。

但就这有名无实或名不副实的培训， 对多数农
村老师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梦想。一份调查显示，城
市老师的培训机会又远远多于农村老师。 很多乡村
教师迫切希望能参加培训， 但是只有少部分骨干教
师有这个机会。调查发现，尽管各级农村学校教师培
训有专项经费，但保障不足，很多时候教师个人要负
担很大一部分（多是从工资里扣），严重影响了教师
培训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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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伤不起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周芳元 杨宏杰

“终身教育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教育的特殊使命和教师的专业化，要求教师在一生的职业
生涯中继续不断地学习。 ”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B 反思———培训之策

教师培训的初衷是提高教师的业务
水平，开阔教师的教学视野，但事与愿
违。 经历了培训的教师们，都有什么建
议？ 记者就此在网上征求意见，并请老
师们展开讨论。

“收费要规范、培训要实效。 ”江西
都昌徐埠中学教师王雪晴说，教师工资
偏低，还要养家糊口，一年再参加几次
培训，请问，相关部门难道没有一点同
情之心？ 收多少谁说了算？ 看不见一个
为教师维权的单位。 一次培训，本来是
职能部门的本职工作， 却要老师买单。
他认为，国家应该出台政策，规范培训
收费，一些对老师没有多大用处的收费
培训，要明令取消。 培训内容要更灵活
些，组织者多给点老师选择的权利。

王老师还说，对组织者来说，统一
目标，统一书本，当然很方便，但对老师
来说， 这样的培训到底有多少实用性，
值得怀疑。比如，计算机培训，英语培训
就可以分为多个级别，不要一开始就把
所有的老师都当作刚入门只知道 abc
的人，不妨设置初、中、高级班，让老师
选择不同的起点来培训，从个人水平的
角度出发，增加培训的实效性。

一位姓周的老师认为，提高培训效
率的直接策略， 是将继续教育送下去。
一方面是送课下乡， 以乡镇为单位，定
时派送一些优秀教师下乡讲课。可采取

“五步走”的方法,即先由对象学校的老
师上公开课， 再由活动小组的老师献
课，然后由上课的教师说课 ,说课后进
行公开评议，最后针对具体问题答疑解
惑。这种现场教学艺术，更有说服力，更
能激发受训者的热情，更受广大农村教
师欢迎。

另一方面继续做好远程培训。“过
程管理” 是提高远程网络培训质量的
关键和根本， 必须发挥学科管理员和
辅导员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强化班级
管理， 实现管理员、 辅导员与学员的
“无缝对接”和“零距离”；要求辅导员
及时了解学员学习动态、上线时间、作
业题的完成情况等；重视在线交流。 辅
导员想方设法、 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学
员到网上参与交流讨论， 在共享国家
级专家教授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同
时， 共享本市骨干教师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 解决教师教育教学及管理中的
疑难和困惑。

黑龙江省泰来县大兴镇中心学校
徐永晨认为， 规范教师培训适宜采用
上下联动的方式多“管”齐下。 一是有
关部门管好培训内容的入口关。 不妨
深入调查， 按照教师所需确定培训内
容， 无效的培训内容应该剔除， 做到

“精兵简政”。 二是培训部门要管好培
训费用关。 举办单位不得以盈利为目
的， 做到所有培训资金都取之于公用
经费，用之于教师。 三是学校要管好教
师培训的效果关。 学校要建立健全教
师培训的相关制度， 从规则层面加强
教师的要求；出台考核、奖励机制，对
参与培训的优秀教师给予精神或物质
上鼓励，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搭建教师
展示自我的平台， 培训后让教师说心
得、体会、反思等等。

一位自称是湖南教师的老师认
为，用“同伴互助”的方式可提高教师
的培训效率。 培训者是“同伴”，受训者
是基层一线教师，以“同伴”一线骨干教
师的成长和发展去引领和影响一线基

层教师，既包括“同伴”发展的精彩引
领，还包括与基层教师的互动交流和以
及双方的反思感悟， 一切在讨论中争
鸣，在争鸣中共鸣，这种在教学中研究，
在研究中提炼，在提炼中升华的培训方
式， 实现了培训者和受训者的双赢，很
大程度弥补了专家单向引领功能，是教
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同伴指引下
的合作不仅对学员的专业化发展具有
巨大推动作用，同时对培训者“同伴”的
发展也有极大的提升，一个人的学识也
许很有限，但一种思想经过交换就让交
换的双方都有了两种思想，汇集身边同
伴的智慧，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就是一个
无限的空间。

参加讨论的许多老师们表达了这
样一个共同观点：教师培训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随着教师教育教学职责岗位的
变化，教师的培训内容、类别、方式也应
有所不同，如何细化培训，将教师培训
工作落到实处， 对于教师培训至关重
要。 这些观点又可具体分成 4 个要点：
其一，是从培训对象来分，需要有针对
性地设计不同内容的专项培训； 其二，
从培训的业务发展阶段来分，包括新教
师入职培训、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业
务培训、老教师高原期培训提升、专家
型教师的培训等，需要根据他们的专业
发展需求设计的不同层次培训； 其三，
从培训的群体类别来分，包括班主任培
训、教研组长培训、学校中层管理人员
培训、校长培训等，需要根据群体特点
设计的培训；其四，从培训内容上来分，
包括所有关系教师成长的学习内容，如
师德培训、法律法规培训、教育管理培
训、学科专业知识培训、教材教法培训、
课堂教学改革培训、 教育评价培训等，
针对不同内容设计不同方法，需要有针
对性地进行系统的培训。

现状———培训之痛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