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更好地促进免费师范生在投身基础教育教

学实践的过程中同时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教育教学

技能，2010 年 5 月教育部规定，免费师范生毕业后

在中小学工作满 1 学期的均可申请攻读在职教育硕

士，通过推荐免试到培养单位进行 2-3 年的在职学

习，获得硕士学历和教育硕士学位证书 （双证）。
2012 年 9 月首届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正式入学，从

而，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成为了我国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中的一种形式。[1]

笔者自 2012 年暑期开始担任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暑期课程培训班授课教师，从授课的第一天开

始，就听到不少学生诉说工作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和

困惑，并对暑期的教育硕士课程提出了很多意见。
他们的声音，集中起来即是：作为免费师范生，他们

享受了众多社会的关注，在 4 年的本科师范教育结

束后，怀揣满腔的教育热情走入了实际的教育教学

环境中，却不想遭遇到了种种问题和困惑，于是在申

请攻读教育硕士时，很多免费师范生希望能够在硕

士研修阶段将自己遇到的教育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和

解决，但在攻读教育硕士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硕士

阶段的学习并没有与他们所遇到的教育教学问题匹

配程度很高，尤其是学习到的某些教育理论无法真

实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更甚至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

和困惑。
那么，这些免费师范毕业生在向教师转变的过

程中到底遇到了哪些困境？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这

一当前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中的重要形

式，是否发挥出了应有的价值？在面对免费师范毕

业生向教师转变的困境中教育硕士的培养方案应该

做出怎样的回应与调整？这些将成为本研究的主要

研究问题。

二、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的提出，2015 年 8 月笔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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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 A 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暑期教育硕士课程授

课的机会，对两个班上的 200 位学员进行了调查。
学员们分别来自 14 个省份、5 个不同的系别，其中

有 77 位学员来自数学科学系，有 52 位学员来自哲

学与社会科学系，有 48 位学员来自历史系，有 13 位

学员来自文学系，有 10 位学员来自地球与遥感系。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与个案非结构化

深度访谈。首先，笔者采取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形式

进行了调查结果的初步收集，200 位学员需要作答

的统一问题是“在过去工作的一年中，您在教育教学

中遇到了哪些困惑？现在最关注、最急切想解决的

困惑是什么？”学员们在笔者发放的问卷上进行了

20 分钟的作答，作答完毕后由笔者收回问卷。最终

笔者共回收问卷 200 份，有效问卷 197 份。同时，对

5 个个案学员进行了非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访谈内

容仍然围绕问卷中的问题展开，并请被访者作出更

细致的解释与说明。随后，笔者采用扎根理论的方

法对 197 份问卷以及 5 份访谈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分

析与整理，最终获取 6 条主轴编码，进而对调查结果

分析，期望通过分析学员们在向教师转变中的问题

与困惑，来对现有的免费师范生在攻读教育硕士阶

段的学习诉求和学习困惑进行阐述和分析，从而为

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的培养提供课程培养方案方面

的参考。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对开放式问卷的结果归类汇总后，笔者发现，免

费师范生在教育硕士研修阶段，关注最多的还是自己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所遭遇的问题和困惑，大到教育公

平与课程改革，小到自己学科方面教材内容的编排，

可见免费师范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已经对教育的一般

问题有所认识，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理论学习和研

究，所表达的问题和困惑具有感性化、情绪化以及碎

片化的特征。学员们的问题和困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落差、对教育公平的

渴望、对新课程改革的排斥、对教学模式的质疑、对教

师专业发展的诉求、师生关系矛盾的缓解以及各学科

的具体问题，下面对这几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落差

“从事教师这份职业，是高尚且光荣的”，很多学

员都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但这样的话语

后，总有一个“但是……”。但是什么呢，就是“待遇

低下”。免费师范生在本科阶段接受了 4 年有关“教

育事业”的教育，满怀热情与理想地走入工作岗位，

勤恳辛劳地为学生付出着，却发现这样一份“高尚且

有意义”的事业能够给予他们的回报确是很微薄的，

一位历史系的学员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最大的困惑是付出太

多，收获太少。虽说不应该太赤裸裸地用收入

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但是我得生存，一个月

3 000 不到的工资，要用三分之一去付房租，要

用三分之一去吃饭，剩下的三分之一要存下来

交研究生的学费，衣服都不敢买，省吃俭用交完

研究生学费就什么都不剩下。相反，回顾这一

年的工作，早出晚归，早上 7 点半之前到校看早

自习，晚上查完学生晚睡就到 11 点，回到宿舍

很多时候还得备课，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一

年瘦了 5 斤不止。我深刻地明白作为一个刚刚

毕业的大学生不能要求太多，但是很多时候，从

A 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毕业却让我连基本

的生存都这么艰辛，让我觉得很困惑。”
可见，“从事教育的高尚与辛苦”与“待遇低下”

是教师心里急需缓解的一对矛盾，说“缓解”而不是

“解决”，是因为教师待遇的提升并不是学校和当地

教委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需要依靠国家对教育投

入的增加以及相关立法来保障和提升教师的待遇。
这位学员提到自己还要交“研究生的学费”，可见我

国的免费师范生需要自己支付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的学费，这对于工资微薄的免费师范生来说也成为

了一笔不小的负担。
（二）对教育公平的渴望

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免费师范生本科毕业之后都

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任教，而这些地方往往是一些经济

不发达的小城市或者乡县，因而当地的教育发展水平

并不高，当地能够提供给学校的教育硬件设施和软件

支持都十分不足。很多学员提到，城乡的教育资源水

平差距太大，这对教师的教学信心造成了很大冲击。
这些免费师范生在本科学习期间习惯了在北京的都

市生活，在学习期间也开拓了眼界，了解到了很多新

的教育技术，期望着将自己学到的新观念和新技术运

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去，可是现实却无法为教

师们提供这样一个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平台，不论在

教育观念还是教育信息技术的支持方面都让教师们

感到无望，也为自己所教的学生心急和抱不平。
这种现象反映出免费师范生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已经从小的地方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但除了

抱怨，也别无他法。在攻读教育硕士的过程中，培养

单位应该从理论上帮助教师梳理和缓解这方面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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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从实践上提供适当的途径供教师们为学生和学

校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
（三）对新课程改革的疏离

不得不说，接近 70%的学员对新课改抱有极大

的疏离情绪，即便主要谈的是其他问题，也要顺便抱

怨两句新课改，这让笔者极其惊讶。从年龄上说，他们

原本是新课改的“过来人”和“受益者”，从工作上说，

作为一线的教师，按理说应该是跟课改走得最近的一

个群体，可是纵观学员们的回答，都对新课改表现出

了极大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不了解主要表现在学员们

提出了很多琐碎的问题，疑惑着“如此如此教学或如

此如此行为”是否就是新课改，甚至从排斥的情绪中

引发了诸多对新课改的误解；不信任主要表现在学员

对新课改表达的抱怨，认为新课改就是“穿新鞋，走老

路”，既浪费教师时间，又不能高效地应付考试。
1.对新课改的不了解和误解

“什么样的方法是新课程的方法？”
“新课程教学是否一定需要用 PPT 等多

媒体设备？”
“我怎样上课才能体现出我的课是新课改

指导下的‘新’课？常规课（该）怎么上？不想再

（进行）各种演戏式的（上课），公开课一套，常规

课一套了。”
“新课改回到常态教学中应该如何操作？”

以上这些问题已经足以反映出免费师范生对新

课程改革的不了解、不熟悉和误解。对走入一线的

免费师范生来说，新课改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新名

词而已，新课改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可以具

体操作的教学模式或教学流程？如何将新课改的理

念融合在自己的常规课中，而不是只在公开课上完

美地“表演”？学员们都不清楚。可见我们的免费师

范生们都知道新课改这件事，但并没有因为新课改

的提出而改变自己传统的教育理念，更别提去改变

自己的教学行为了。
在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的过程中，需要对

“新课改”进行系统的学习，从上位的理论及理念，到

下位的具体的课例展示，不仅要让学员们去学习，更

要让学员们去体验，将自己教育教学中的具体的问

题用符合新课改要求的教学方式或流程进行操作，

从而与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对比。这样才能使得他

们更好地认识新课改，发自内心地认同新课改的理

念，从而为进一步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奠定基础。
2.对新课改的不信任

学员们对新课改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他们认

为新课改在中国目前的教育教学环境下是无法长期

深入到日常教学中去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无法撼动考试评价体制。新课改以培养

学生素质和能力为主要目标，但现实中，教师与学生

面对考试的压力，需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在“成绩”与
“能力”之间进行取舍，在大部分学员看来，一定是舍

“能力”而取“成绩”的。除此之外，学员们也觉得新

课程的教学模式不如老教学模式效果好，学生对后

者更容易接受，而且课改之后，很多知识看似被删

掉，但是在实际考核过程中又不得不涉及到，从而使

得教师又得进行额外补充，实际上增加了学生和教

师的负担，并没有减负。
第二，传统教学方法压力强大。学员们普遍认

为，新教师在一开始会饱含热情地采取各种活跃课

堂的教学方式以激发学生兴趣和注意力，但是，应试

教育的体制以及老教师的质疑会使得新手教师被迫

像传统教师那样给学生施加压力，看重考试，慢慢地

当初想要一改传统教学方式的热情就被消磨掉了。
有的学员也提到老教师对新教师的质疑以及学校对

教师的过分要求，都使得新教师全部按着一个教学

模式教学，完全无法自由发挥。由此可见，免费师范

生对学校中传统教学模式的无力抵抗。
第三，新课改很少听取教师的意愿。学员们反

映一些地区的课改采取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式的推动方式，很少考虑底层学校和教师的实际需

求和不同问题，导致教师缺乏课改的积极性和活力，

从而对新课改产生一定的排斥情绪。
以上学员们对新课改的不了解和不信任都是可

以理解的，但不能任这样的误解和排斥情绪持续下

去，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的培养应该在新课程改革

的理念和实践的落实上设置课程，更新一线免费师

范生的教育理念，从而进一步改变其教学行为。
（四）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诉求

学员们普遍认为在本科阶段学到的教育理论在

教学实际面前用处并不大，如何将大学所学习的前

沿教育理论与基础教学实践相结合是学员们共同的

困惑。很多学员写到：

“A 师范大学是国内最高师范院校，有深厚

的文化积淀，但（在）对本科生的培养（方面）理

论多于实践，导致学生步入社会后无法迅速地

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结合。A 师范大学学生的实

践经验明显缺乏。一些有经验的、有一定地位

的老师甚至教导新手教师，忘记大学期间所学

的内容才能更快地适应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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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学员写道：

“感觉不到重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在中学

教学上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在别人眼中，这类教

师只是更乖更踏实，（并） 没有得到专业方面的

肯定和赞扬。”
除了理论与实践脱离外，学员们还反映了自身专

业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1） 在教学中发现自己存在

专业知识不扎实、不全面，讲课过程中分不清重难点，

复习不到位等问题；（2） 新教师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

备课、上课上，这就导致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提

升自身专业素养，去完成相对应的专业研究，不利于

自身成长为一名专业型教师；（3） 应试教育使得教师

自身“育人”的价值无法实现，仅仅是在教“书”，机械

且无意义，有碍于教师的成长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4）学校论资排辈现象严重，不放手给年轻人，不信任

年轻人，不重用年轻人，新手教师觉得才能被埋没，对

前途担忧，无法施展所学；（5）教学科研环境差，核心

期刊上发文章要看学历和职称，发文章很难。
数学系的一位学员写道：

“教师在进入岗位后没有相应的培训，直接

上岗，害学生也害自己。进入岗位后直接目标

仅仅为了评职称，专业上并没有什么努力，评上

职称就固步自封，不愿去学习，作科研也是为了

评职称，干什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业

余生活是打麻将，整体氛围比较僵化，每个人都

是‘装在套子里的人’，一点点将知识向外掏，但

是没有及时的专业补充，跟不上时代。”
（五）师生关系矛盾的缓解

调查结果显示，免费师范生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最棘手的问题是进行班级管理和处理师生关系。免

费师范生大都是年轻且缺乏经验的新老师，在管理

学生方面，易感情用事，把自身的情绪带到管理工作

当中，使得管理效果不理想。在处理与学生关系方

面，尤其在对待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比较差的学生

方面，他们显得束手无策。很多学员表示自己所教

的一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差，甚至直接放弃学习，还

有一部分学生不仅无心学习，更是扰乱课堂纪律、和
同学大打出手，甚至结成小团体抵抗学校主流文化。
每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应对，是要“凶”
一些呢，还是要“循循善诱”？想着把两者结合使用，

又拿捏不好这个度。有的学员反映因为教不好差班，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作为教师的价值。有的学员写到：

“个人魅力不够是否适合当老师？”由此可见，免费

师范生在教师岗位上并不能专业性地进行班级管理

和处理与学生 （尤其是那些在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

上有问题的学生）之间的矛盾。
（六）各学科的具体问题

因为此次的调查对象来自 14 个省份、5 个不同

的系别，所以学员们在表达共有困惑的同时，也提到

了有关自己学科教学方面的问题和困惑。集中体现

在教材内容编排、学科教学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在

教材内容编排方面，理科教师（主要是数学教师）关

注教材内容的中小衔接，希望中小学应加强联系，避

免教材内容重复和脱节现象的出现；文科教师则更

多关注教材内容容量不要过大，避免给学生增加负

担。在学科教学法方面，文理课教师的疑惑都集中

在如何在课堂上提升学生对学科的兴趣以及组织有

效的小组合作学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还提出了

如何平衡双语教学的问题。在教学评价上，文理课

教师都表示目前“所学和所考不吻合”，考试内容会

超出新教材内容，使得教师不得不参考旧教材，增大

了教师的备课量，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四、对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培养的建议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的分析，笔者将从课程设置、
师资配置以及外部支持三方面对免费师范生教育硕

士培养提出相关建议。
（一）课程设置要基于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

的实际需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根据泰勒（Ralph Tyler）提出的课程与教学的基

本原理，课程编制 4 个步骤的首要一步即为目标的

设定。目标的设定需要有来自 3 个方面的信息：第

一，对学生的研究；第二，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第

三，学科专家的建议。我国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为：

“培养具有现代教育理念、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

究能力、良好教师职业素养的中小学教师以及基础

教育教学管理人员。”[2] 这一目标的确定正是综合考

虑了攻读教育硕士学员的情况、我国社会对教师素

质提升的需求以及教育学领域专家的建议。在目标

中，突出了“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可见，除

了继续深造教育理论外，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

要进行教学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可是，反观目前的教育硕士课程设置，“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较多地移植了学术型教育

学硕士的课程模式，课程设置中外语课时太多，选修

课程太少，理论课程多，必需的实践环节十分缺乏，

课程设置未结合教育硕士实践性需求，带有纯学术

化倾向”[3] 。虽然我国的教育硕士课程设置看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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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包含了“教育基本理论知识课程”和“学科专业方

向课程”，但在实际的教学中，两方面的课程都开始

趋向学术化，这违背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

标，也就无法达到要求的培养目标。
基于此，我们在进行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培养的

过程中，要充分研究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的实际需要，

从而设置更有效的课程。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已经不

是本科教育入学之前的对教育懵懵懂懂的单纯学生，

而是已经在教育实践中至少摸爬滚打了 1 年，带着问

题来到教育硕士研修课堂的教育实践者，所以课程的

设置不能照搬学术型硕士课程，要根据其学习需要来

设置课程。在本文的调查结果分析部分，我们看到免费

师范生教育硕士对教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心态、对教

育公平的渴望、对新课程改革的误解和不信任、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迫切诉求、对处理师生关系的手足无措以

及对新课程学科教学法的需求。这些困惑和问题都可

以作为课程设置的参考和依据。除了教授基本的教育

理论之外，还需要设置有关“新课程改革理念与实践”
的系统课程，让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能够更好地认识

和认同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面即为教师教育教学的研究能力，所以需要在基础

的教育科研方法课后设置具体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课，比如行动研究方法课、叙事研究课等，有助于免费

师范生教育硕士对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真”问题进

行科学研究。鉴于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在教学管理中

处理师生关系的无助，学校在开设普通教育心理学的

同时，应将其与教学实践中的师生关系问题结合在一

起，进行现实案例教学，帮助学员逐渐学会将理论具体

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开设具体学科的教学法的同时，

不能仅设置文字性的“教学法”讲解课，更要设置或真

实或虚拟的情景，让学员自己去体验方法，从而更深刻

地理解和掌握学科教学的有效方法。
只有在学习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重视实践类及

研究类课程的设置，才能解决免费师范生在教育硕

士研修阶段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才能使教育硕士

的培养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将理论知识与

实践和研究能力进行更好的结合。
（二）要聘请有丰富一线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和

特级教师加入师资队伍

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免费师范生普遍表示，

觉得课程中的理论晦涩难懂，不能用于解决实际教育

教学中的困惑。很多授课教师也只是讲解教育理论，

而缺少对学员自身实际经验的关注，从而增加了学员

的课程负担。学员不仅要费时费力去理解理论，还要

纠结怎么用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这对

于缺少学术研究素养的学员来说是很困难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没有培养

出过硬的教育硕士领域的教育者，更多地是将教育学

术型硕士的教师抽调来为教育硕士上课，更多的是

“理论教学”。但这不是在反对“理论教学”，而是反对

理论的呈现方式，因为纯粹的理论教学很难在理论与

中小学教师原有经验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导致了教

师们普遍对理论“敬而远之”和“敬而疑之”。[4]

所以在现有理论教学师资的基础上，培养单位应

该选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并懂得教育硕士教育发展

规律的专家学者以及拥有中小学实际经验的特级教

师担任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也可以聘请中小学有

经验的优秀老教师从事教育硕士教育工作，[5] 避免盲

目移植教育学术型硕士教师从事教育硕士培养工作，

增加教育硕士培养的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3]这些

专家学者和特级教师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同时

在教育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的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的完

整结合，他们知道身处一线的教师需要什么，也知道

以何种方式呈现理论才能更好地被教师们接受。必要

的时候，可以由这些特级教师带着学员们走进名校或

名师的课堂，在实践中认识理论、接受理论、掌握理论

并把理论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去。
（三）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以及培养单位要对免

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给予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

免费师范生大都来自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和

家庭，毕业后从事规定年限的教师职业，待遇不高。
为了鼓励免费师范生进一步深造，国家及地方教育

机构应联合培养单位，对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

进行资金上的援助和补贴，从而减少免费师范生在

深造的路途上对经济方面的担忧。可以采取“谁受

益谁付费”的市场原则来分担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

硕士的教育成本，[3] 同时免费师范生也支付一部分

学费，这样既不会削弱学员的学习动力，也减轻了其

教育成本。除了资金补助，政府也应大力改善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软、硬件设施，从而为提

高培养质量创造良好的环境。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外，在精神上也要予以安慰

与鼓励。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从事教育事业，免费

师范生面临着“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之间较大的

心理落差，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要多关心他们的学

习工作情况及精神需要，针对免费师范生在教育硕

士研修过程中及教育教学工作中反映的问题与困难

组织专业人士进行指导和帮助，尽全力帮助他们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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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手教师”边工作边学习的关键时期，以促进其

向专家型教师转变。
综上，免费师范生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理想和期

望完成本科阶段的教育，走进教育教学实践的一线，

在实践中他们遇到各种问题和困惑，希望能够在继

续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过程中找到更好的理论

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和困惑，让自己能够成为更

专业、更有经验、看得更全面更高远的教育工作者。
所以，国家和地方相关教育机构以及培养单位一定

要将他们的迫切的需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课程

设置和教学设计的重要参考，使其在继续深造基础

教育理论的同时，在实践操作方法上提升教学研究

能力和教学技能水平，这对提高基础教育师资队伍

学位层次和总体素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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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Fiel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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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s of the primary field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

nance.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the single subject to deal with the order claims of so-
cial governance, market economic reform has changed the government's action logic, also makes the tradi-
tional control mode lose the basis. The link between the farmers and the government is weakening, and the
demands of the public can not be conveyed to the government through formal or informal organizatio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novate the mode of behavior as well as create the interactive mode with grass-
roots, transform to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o improve public recognition of the government, so that
people can express a reasonable appeal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farmers are involved in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ment role; rural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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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ment an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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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3.School of Arts & Law,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free-charge normal students' conversion to teachers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gap between their education ideal and education reality, the desire for education e-
quality, the repelling to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doubt about teaching models, the appeal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alleviation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spe-
cific teaching problems of various subjects.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the education of free-charge normal
students should make changes as follows: the curriculum arrangement should suit for the real demands of
free-charge normal students' further master stud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be connected together;
the university should invite education experts and excellent teachers who have adequate teaching experience
to the whole education faculty; and national and local relative education departments should support the
free-charge normal students' further master study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Key words: free-charge normal student; Master of Education; work adaptat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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