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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名师工作室是当前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路径，在实践中承担着引领、

示范、辐射教师专业成长等多个方面的重要责任。通过调查发现,云南省名师工作室利用多种

活动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小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其团队成员专业发展的动机和意愿较为强

烈。但同时也发现，名师工作室在促进小学教师科研素养方面效果不甚理想,在地方文化的校

本研究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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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所谓名师工作室，一般是指以一位名师和多位学科骨干教师共同组成的教育教学专业团体。在实

践中,这一团体以各种形式开展教学研讨、理论学习、学术研究、教师培训等学术活动，对内凝聚、带

动，向外辐射、示范，成为当前各地课堂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培训的重要形式，也成为促进教师个人

专业发展新的支持路径，受到了基础教育领域和教师教育领域的重视和强调,相关研究和探讨并不少见

。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较多的研究关注名师工作室本身的运作机制和活动形式，或从理论上

阐述工作室如何能够促进教师成员的专业发展，名师工作室能否真正促进个体的专业水平结论模糊，

实证性研究较少。另外,名师工作室作为各地区基础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地地方文化传承、

校本教材开发本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与此相关的研究也较为罕见。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云南省

小学教育领域的五个市级名师工作室的 39 位成员为对象，开展实证调查,以期对当前名师工作室的活

动情况、及其对成员专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做细致的分析，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基础性依据。

二、研究方法和过程

1、被试:名师工作室有特定的人数限制,因此调查的样本容量较小。此次调查以云南省昆明市盘龙

区、玉溪市红塔区、及曲靖市富源县五个小学名师工作室 39 名成员为对象。其中，女性 31 人，男性 8

人，平均年龄 37.5 岁；特级教师 2 人，高级教师 4 人，一级教师 18 人，二级教师 15 人;本科学历 31

人，大专学历 8 人;教龄多为 11-20 年;乡村教师 7 人，城区教师 32 人,无山区教师。



2、研究工具:调查以自编《名师工作室活动及成员成长情况问卷》为测量工具。问卷内容涉及参

与名师工作室的意愿与动机、工作室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参与工作室活动取得的成绩与收获、对工

作室的意见和建议等多个方面，包括 12 道单选题，11 道多选题，及 2 道简答题。

3、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共发放 39 份问卷，回收 39 份问卷，回收率

100%。经检查均为有效问卷进入后续统计。

三、结果与分析

通过问卷的整理与分析，得到了以下调查结果：

1、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是被试参与小学名师工作室的首要动机。从调查结果看，虽然约 41.03%的被

试表示对自己当前的专业发展状态表示满意，约 51.28%的被试则表示基本满意,但仍然是几乎全部参与

调查的被试均表示自己总是非常愿意积极参与名师工作室的相关活动(97.44%),仅有 1名教师表示希望

在本届聘期考核结束后退出工作室,具体原因不详。进一步调查中,在问及当工作室活动与学习、生活

、工作发生冲突时，69.23%的被试认为自己会首先选择参加工作室活动,25.64%的被试则选择看活动和

工作哪个重要，另有 2 名教师(5.13%)则倾向于服从领导安排。而在参与名师工作室的动机方面，提高

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班级管理能力、学习专业知识、更新教育理念成为绝大多数被试的

选择，另外依次是充实自身生活、提高心理辅导能力、受其他老师影响、希望对晋升、评职称有帮助

、对领衔人的崇拜敬仰、服从领导安排。可见，绝大多数被试均对参与名师工作室有强烈的心向，且

在主观上对通过工作室这一路径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有明确的意识和愿望。

2、小学名师工作室的较多活动围绕课堂教学开展并得到成员肯定，线上活动、其他类别的课题研

究活动涉及较少。此次调查所涉及到五个名师工作室，均将课堂教学研究作为工作室日常活动开展的

重点内容，活动形式包括听课、评课、集体备课、公开课、观摩课、同课异构、专家讲座、专题研讨

等。在考核方面，按照被试选择人数计算,排位前五名的方式分别是总结报告、教学活动设计方案、上

公开课或观摩课、教研论文、主持主题讨论。约 46.15%的被试表示对这样的安排表示非常满意，约 38.46%

的教师表示基本满意，另有 6 名被试(约 15.38%)则选择了不太满意，表示应在小学教育科研、班级管

理、学生心理辅导方面安排更多的时间和相关活动。但令人遗憾，调查所涉及到的 39 位被试均没有思

考过有关语言、文字、民俗、自然环境、乡土物产等地方文化保护、开发方面的内容，名师工作室在

这一方面的责任和优势似乎尚未被有效重视。

考虑到当前信息时代的特征，问卷特别设计了名师工作室线上活动内容的调查。结果显示，五个

工作室都注意到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通讯便利和海量信息，会不定期向工作室成员推送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方面的相关文档或图片、视频。但总体来说，仅停留在 QQ、微信、微博、短信等一般性社会软

件的使用，将其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工具，实质意义上的线上活动开展较少，未有被试参与过虚拟社

区、教师工作坊等线上组织的相关活动。



3、小学名师工作室的活动对被试的教学能力促进明显，对其科研能力的影响较小。

调查结果显示，约 66.77%的被试表示参加名师工作室的活动对自己专业发展的帮助非常大，约

23.08%的被试表示帮助比较大，另有 4 名教师（约 10.26%)的被试表示帮助较小。具体来说，如图 1

所示，绝大多数被试认为参与名师工作室以后,在课堂教学能力提升、教育理念更新方面发展较快,交

流协作能力、班级管理能力、专业阅读能力、资料检索能力等方面次之，而论文写作能力、教育科研

能力方面的发展排位最后。从后续访谈中也可看出,参加名师工作室以后，绝大多数被试均在课堂教学

相关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方面似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讨论

(一)名师工作室应在促进小学教师科研素养方面有所建树。在基础教育领域，小学教师的专业发

展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重点。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平台，名师工作室的建立初衷，也在于能够

通过名师、骨干教师的专业学术活动，引领、示范、辐射，带动和促进一批同学科教师的快速成长，

促进和实现小学教师各方面素养的职后发展。此次调查发现，参加名师工作室以后，被试的课堂教学

能力进步明显。名师工作室在此方面对其团体成员的引领和示范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

结论与王爱珍(2013)的研究相吻合。但是，调查也同时发现，在参加工作室后，教师的阅读能力、资

料检索能力、论文写作能力、课题研究能力提升似不够尽如人意。这一方面可能与小学教师的一线工

作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提示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及师资管理部门,需要对工作室日常活动的设计、组

织、实施、考核等环节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调整。这不仅是因为科研素养本身就是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因为科研素养是保证个体能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更新、自我成长的重要前提。只有成



长为一名研究型的教师，才有可能在长久的职业生涯中自觉、主动、有效地自我学习，提升自己，改

革教学。因此，名师工作室应拓宽思路，集思广益,研讨和开发新的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以更加富有

实效的方法促进教师的科研素养,实现教师更有持续性的长远发展。

(二)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名师工作室的发展应成为后续考虑方向。2015 年 7 月，李克强总理

正式签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技术与各个领域的合作成为热

点，利用网络技术推进学校教育改革也早已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虽然名师

工作室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在线信息的重要性，能熟练运用一般性社会软件向其团队成员推送教

研、科研相关咨讯，但对专业领域内的软件和技术均不甚了解，媒体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师资管理和教师教育部门有必要对此问题做相关的探讨，一方面考虑对骨干教师的媒体能

力进行相应的培训，一方面探索适宜的工作机制，将线下的名师工作室与线上的教师工作坊等虚拟社

区相互结合，帮助小学教师更快地利用网络开展自我学习和教学改革，支持其专业发展。

(三)名师工作室或应在地方文化保护或传承方面有所行动。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时

髦的概念，而是生活的常态。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化的冲击，地方传统正在急速消失，一些富

有特色的自然风光、建筑群落、风俗习惯、特色物产、语言文字都面临濒危局面。名师工作室作为基

础教育领域的专业学术团体，是地方区域文化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文化保护方面不仅应当承

担重要的责任，也有着自身的优势。具体来说，当前，由于国家对课程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开放，以及

对校本教材建设的大力鼓励,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保护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实施路径。名师工作室完全有

可能利用团队所聚合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与区域内的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文化机构开展深度合

作，以校本教材建设、校本课程开发为平台，深人挖掘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为地方文化保护、

传承、乃至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云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众多、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边疆省份，

这一工作显然更有意义。

最后，尚需提出，自《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颁布乡村教师”这一支承担着我国

基础教育绝大部分任务的重要队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专业发展的支持也日渐得到了学界和

师资教育、管理部门的强调。但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乡村教师能够获得的各种职后培训、教

育机会都相对较少。此次调查所涉及的五个名师市级工作室，均未有乡村教师参与，辐射范围有限，

而云南省至目前为止也未成立县级名师工作室。这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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