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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2021年起，为了有力有序推进三科统编教材和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教材的使用，国家针对民族地区使用

民族文字教材教学的教师，制定了为期五年的转型提升

培训计划，力求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水平，推动

实现教育内涵的高质量发展。而了解转型提升培训期间

所出现的问题是提升培训效率的关键。目前，该培训已

开展三年，但笔者未见相关民族地区教师转型提升培训

方面公开发表的专门研究。因此，笔者想对此进行深入

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参训教师进行访谈，通过调研

了解参训教师的基本情况，发现参训过程中的问题，并

以民族地区教师教育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出切实可行

的对策和调研报告。

新时代民族地区教师转型提升培训效率的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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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州部分民族地区教师的转型提升培训进行了深入调研。通

过对参训教师的半结构式访谈，收集并分析了大量质性数据，旨在探究影响转型提升培训效率的关键因素。研

究发现，影响培训效率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人能力和制度合理性两大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

进建议，以期为提升民族地区教师转型提升培训效率提供参考依据，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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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系统方法论，是一

种自下而上建构理论的方法，其主张不预设假设，从获

得的原始资料出发，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

择式编码来提取概念、构建理论，以解决某一现象或问

题。本文使用扎根理论，针对“参训教师在培训过程中

的收获及意见”进行质性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

资料，并进行逐级编码，提炼相关概念、范畴，建立类

属关系。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州部分参训

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参训过程中的收获与遇到的问

题进行调查，并对部分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

谈时间控制在12分钟左右。访谈遵循自愿原则和保密原

则，对所有访谈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部分受访者的个

人资料如表1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编号 化名 性别 年龄 学校 所教科目 教龄

1 小拥 女 27 洛须中学 语文 6 年

2 小登 女 29 巴普镇小学 政史 10 年

3 小土 男 31 石渠县中学 藏文 10 年

4 小扎 女 30 若尔盖小学 语文 12 年

5 小杨 女 27 盐源县民族中学校 语文 6 年

6 小海 女 41 巴普镇小学 语文 20 年

7 小 Y 女 28 松潘小学 语文 8 年

8 小 G 女 46 川主寺小学 藏文 26 年

9 小 Z 女 39 燕云乡中心小学 语文 17 年

10 小 X 女 35 七一藏文中学 藏文 13 年

11 小松 男 40 松潘县草原中心校 藏文 16 年

12 小姆 女 35 巴普镇小学 语文 12 年

13 小洛 男 37 燕云乡中心小学 藏文 15 年

14 小木 女 35 依兹觉中心小学校 彝文 13 年

15 小桑 男 29 洛须中学 历史 8 年

本次访谈主要采用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相结

合的方法。个人深度访谈共进行了5次，每次访谈时间约

为10分钟；焦点小组访谈共进行了5组，每组平均3人，每

次访谈时间约为20分钟。在个人深度访谈过程中，尽可能

给受访者留有相对充分的思考和表达余地，使受访者可以

自由地发表意见，畅所欲言，而不必考虑其他人的看法。

这有利于收集一些更真实有效的信息。焦点小组访谈力求

使参与者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氛围中，让他们感受到自己

的观点受到重视，更容易表达观点和看法。最终，研究共

收集到24份样本，2000余字的访谈资料。其中，选取三分

之二的样本数据进行编码分析与模型建构，其余三分之一

的样本数据则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不断提炼和修

正，完善理论模型，达到理论饱和。

3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贴标签，

在原始资料中反复比对、整理，得到重要概念，再将性

质与内容相近的要素重新组合，产生初始范畴。研究者

首先选取15份访谈资料中的10份用于开放式编码，从访

谈的原始语句进行分析，对其相同或相似的概念进行整

合，依据各概念之间的内涵关系将概念聚焦，最终形成

普通话应用场合、学习能力、个人普通话能力、课程内

容、课时设置、政策理解、培训环境、培训条件八个初

始范畴。如表2所示。

表 2  初始范畴

Table 2  Initial categories

选取资料 原始资料概念化 原始资料范畴化

大多数教师都是从业 5 到 10 年 藏语或彝语授课时间长 普通话应用场合

教师年龄从 25 ～ 35 岁不等 中年教师较多 学习能力

我自己来说，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很强，但是普通话课程对自己来说难度太大，并且培
训要求在 10 天之后，要达到二甲的水平，这一要求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参训者学习欲望与自身条件不匹配 个人普通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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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选取资料 原始资料概念化 原始资料范畴化

我觉得上课讲的有些内容，讲得很好，但是回到我们那边后，不能实际运用 培训忽视民族地区文化差异性 课程内容

我认为作业设计与布置的相关课程实用性也非常高，对自己帮助很大，也希望多一些
这些课程

对课程课时需求没得到满足 课时设置

老师讲课标讲得很好，但是希望培训老师能再多讲解一些如何将课标与教学融合的 
知识

课程知识运用率不高 课程内容

我在参训前没有被告知具体转行当哪一科的老师，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比较迷茫，没有
方向

学习动机弱 政策理解

我觉得培训选择的时段气候不太适应，成都太过于炎热，与我们长期所在地方的气候
大不相同

培训时段气候条件差 培训环境

我对酒店住宿的环境不太满意，房间采光过于暗，居住空间较小。食堂的菜比较固定，
没有换过，油烟很重

培训环境吃住条件不好 培训条件

续表

初始范畴 副范畴 主范畴

课程内容
课程设置

制度合理性

课时设置

政策理解 地方单位传达不准确

培训环境 培训计划不合理

培训条件 承训单位安排不恰当

3.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通过对主范畴进行深入分析，理解各个

主范畴之间的关系，提炼可统筹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

解释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确定核

心范畴为转型提升培训效率，最后形成转型提升培训效

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3.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可发现并建立概念类属与范畴之间的联

系，从副范畴中找出主范畴，以此表现访谈资料中各部

分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开放式编码阶段所获得的八个

副范畴进行分析归纳，最终形成个人能力、制度合理性2

个主范畴。如表3所示。

表 3  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的主要结果

Table 3  Main outcomes of open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初始范畴 副范畴 主范畴

普通话应用场合

个人内部原因 个人能力学习能力

个人普通话能力

个人能力

课程设置
地方单位传达不准确

培训计划不合理
承训单位安排不恰当

制度合理性

转型提升培训
效率

普通话应用场合
学习能力

个人普通话应用能力

图 1  转型提升培训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rain

3.4  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样本数的确定以理论饱和的准则为准。随机

选取了2/3的访谈资料（10份）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建

构，另外1/3的访谈资料依照扎根理论编码过程进行新一

轮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发现没有

新的概念和范畴，各范畴之间符合原有的逻辑关系。因

此，转型提升培训效率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通过饱和度

检验。

4  扎根理论模型阐释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编码分析，本文构建了个人能

力、课程设置、地方单位传达、培训计划、承训单位对转

型提升培训效率的作用模型（如图1所示）。以下结合访谈

记录对模型主要概念的含义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

4.1  个人原因

（1）从基本信息的收集来看，大多数教师从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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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年，年龄从25到35岁不等。中年教师较多，意味着

他们的藏语或彝语授课时间较长，授课思维与模式较固

定，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与学习能力相比新教师有所下

降，这一点增加了转型提升培训的难度。

（2）参训者的学习欲望与自身条件不匹配。从普

通话应用能力的调查来看，多数教师除了上课，在日

常生活中也多使用藏语或彝语，普通话运用的时间和

场合较少，因此普通话应用能力较低。另一部分教师

认为自己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很强，但是普通话课程对

自己来说难度太大，并且培训要求在10天之后要达到

二甲的水平，这一要求对这部分教师来说比较困难。

这些个人能力的因素都直接影响到转型提升培训的 

效率。

4.2  制度合理性

4.2.1  课程设置

（1）课程内容：培训忽视民族地区差异性。部分教

师认为培训内容中有一部分可能回到三州地区之后，不

能直接实际运用。在其他课程方面，多数教师认为计算

机多媒体课十分有用，对自己的课堂教学帮助很大。同

样，也有一部分教师认为作业设计与布置的相关课程实

用性非常高，对自己帮助很大，也希望增加这些课程的

课时设置。还有部分教师认为课标解读这门课的教师讲

得很好，让参训教师能充分理解课标含义。但教师们希

望培训教师能多讲解一些课标与教学融合的相关知识，

教会他们如何运用课标理念来教书育人，认为这样对他

们的帮助更大。

（2）课程设置：教师普通话能力水平不同，对课程

需求不一致。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同教师对普通话课

程的难度有不同的评价。一部分教师认为普通话课程对

自己十分有用，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期望能够增

加普通话课时，以便学到更多内容。另一部分教师认为

自己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很强，但是普通话课程对自己来

说难度太大，并且培训要求在10天之后要达到二甲的水

平，这一要求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

4.2.2  地方单位传达不准确

在培训适应程度的调查中，本研究分为学习方面

和生活方面。在学习内容方面，多位教师认为自己在参

训前没有被告知具体转行当哪一科的教师，所以在学习

过程中比较迷茫，没有方向。例如，有的教师本来是高

中语文教师，到承训单位后却被安排到初中语文的培训

中，认为这与自己所期望的培训内容不符，因此不适

应。教师们可能在参加培训之前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此次

培训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导致他们认为转行培训就是在

转科目，其实是在转能力，即将藏语和彝语能力进一步

提升到普通话能力的培训。传达的不准确会导致教师

们在培训过程中的迷茫，使学习动机减弱，学习效果

下降。

4.3  培训计划不合理

在生活方面，多数参训教师认为培训选择的时段气

候不太适应。教师们认为，成都夏季酷暑炎热，与自己

长期所在的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的气候大不相同，过

于炎热的环境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及学习效率。

4.4  承训单位安排不恰当

在培训适应程度的调查中，生活方面还有部分教师

对酒店住宿环境不太满意，认为房间采光较暗，居住空

间较小，与其他培训活动的住宿环境相比有很大差距。

部分教师还认为食堂的菜品较为单一，油烟较重。这些

因素导致部分教师因食宿条件不佳而影响了培训心情，

进而对学习效率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5  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授课教师转
型提升建议

5.1  因材施教，实施分层教学

从整体课程内容来看，教师的学习能力和普通话运

用能力存在差异。中年教师的学习能力相对青年教师较

低，多数教师因长期使用藏语或方言，普通话运用能力

不足。就教师培训需求方面，《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学

教师培训模式改革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要求：“要增强培训针对性，确保按需施训，根据教

师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培训。”这充

分说明了解培训需求对提高教师培训针对性至关重要。

鉴于此，根据教师学习能力和普通话水平分班教学，能

满足不同教师对课程进度的需求，提升培训效果。从

教师基本信息收集的情况来看，多数教师已任教5到10

年，年龄集中在35岁左右，属于中年教师。与青年教师

相比，可能会存在学习能力较低的情况。因此，将目前

学习能力较强的青年教师与学习进程可能较慢的中年教

师分开进行分班教学是比较科学的。从普通话运用能力

的调查中发现，多数教师长期使用藏语或彝语授课与生

活，普通话运用的场合较少，能力较低。因此，将长期

使用普通话授课的教师与上述情况的教师分开，也有利

于照顾到不同教师对于普通话课程进度的需求。

5.2  贴合实际，调整课程内容

多数教师在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场合较少，普通话

基础薄弱，缺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思维。这需要教师在

学习过程中不断强化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的认识，逐渐养成。在转变学习思维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适当利用方言语调的正迁移作用，即利用方言中与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相似的语调来帮助学习［1］。因此，课

程可以结合民族特色来设置，如“藏族谚语中的国家通

用语言表达”，使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得到本民族语言的

帮助。

建议普通话课程内容更加基础，紧密联系实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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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降低课程难度，以适应教师的学习节奏，提高教师

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调查发现，多数教师运用普通话的

场合很少，习惯了用藏语和彝语进行授课，因此普通话

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国家通用语言的难点不在静

态知识的掌握，而在语言动态知识系统的获得。［2］所

以，保持交流的频率十分重要。此时，普通话培训内容

难度不宜过大，进程不能过快，应该降低课程难度，设

置基础内容，增加反复训练和实践的机会，以日常交流

并频繁使用为初级目标来开展教学。

通过笔者在课堂上的观察和与教师们的日常交流

发现，大多数教师的国家通用语最困难的是发音标准问

题。而笔者了解到，掌握国家通用语标准语音的关键是

提升两个技能：听和说。听音的准确性和发音的准确性

同样重要。在学说标准语音的同时，应该注意提高自己

的语音分辨能力，训练听力敏感度。［3］因此，课程内容

也应重视对听力的练习，提升教师语音的分辨力，可开

展小组通用语朗诵并互评的活动，便于更好地提升个人

练习的效率，更快得到进步，帮助教师在合适的速度与

目标下，提升普通话能力。

5.3  合理规划，完善评测体系

培训10天后即进行二甲测试，对部分教师难度较

大。建议针对普通话能力不同的教师，制定科学的评测

标准或长期提升计划。对于能力较强的教师，增加进阶

课程；对于能力较弱的教师，降低课程难度，并调整考

级标准，以匹配教师的实际水平。可以在培训前对参训

教师进行一次普通话能力摸底测试，根据教师们的普通

话水平分班：二乙以下分为基础班，目标为二甲；二甲

水平分为进阶班，目标为一乙。不同班级授予不同难度

的课程。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也有了新的发现。在与普

通话能力较好的教师进行交谈时，能感受到这些教师对

普通话课程的肯定与感谢，他们认为普通话课程的培训

者非常优秀，让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交谈过程

中，这些教师也说明了希望增加普通话课程课时的需

求，认为当前的课时对他们来说不够，他们希望通过增

加课时来提升自己的普通话能力，并且对此持非常积极

的态度。

5.4  尊重差异，优化培训内容

培训过程中应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精简运用

不到或实施难度大的学习内容，增加实际运用率高的课

程。受训教师可选派代表与承训教师进行交流，反映问

题，确保培训效率。在与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部分

教师提出，虽然培训内容很精彩，但是放到他们所授课

的三州地区，觉得有些内容用不到或者实施起来难度较

大。他们更加希望课程内容能有效运用到课堂上。但受

限于与培训者进行交流的机会，他们无法及时向培训者

提出困惑与想法。培训内容设置既要兼顾重点领域，也

要满足学员自主学习需求。［4］因此，笔者建议对三州可

能用不到的内容进行适当精简，而实际运用率较高的内

容，如教师们高度赞赏的作业布置与设计、多媒体课程

等，则可以增加。在职培训可以激励教师提高教育过程

中的创造力，帮助教师获得新的理解和教学技能，从而

提高他们在课堂上的效率。［5］因此，在教师们回归三

州地区后，可由专家带领，挖掘民族特色，运用自己培

训学到的教案设计、课表理论知识等，设计民族特色教

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带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也可

以选派一些有过民族地区教学工作经验，或者了解民族

地区的专家教师来为三州的教师进行培训，因为彼此了

解可能会对课程效率有一定的提升。笔者还认为，受训

教师中可以选派一位代表，及时将教师们在学习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向承训部门进行反映，由此提升学习效率

与授课效率，共同达到培训目标。

5.5  明确目标，优化培训安排

教师培训不仅仅是教师自身应该关注的问题，更

应该是社会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教师是否明白自己的

欠缺、学校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是否

能为教师提供适合的帮助、学生需要的教师是否能通过

培训实现，这一系列问题最终都会在教师培训过程中产

生。能否正确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是教师培训能否保质

保量完成的重点。［6］因此，地方单位、送训学校、承

训单位都应关注教师需求，优化培训效果。各方应强调

培训意义，明确培训方向和内容。可以在三州地区各成

立教师发展中心，定期帮助教师进行政策解读传达、组

织资源共享、提供更多培训机会。部分教师不明确自己

的转型方向，不清楚转型提升培训的目的，在培训过程

中没有目标和动力进行学习。各民族地区学校可在校园

内张贴国家通用语言的规范倡导标识，在日常生活中提

升教师和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视，强调转型提升培

训的意义和目的，并且在培训前明确告知每位教师培训

方向和内容。承训单位与送训学校可以将培训时间安排

在春秋两季，适当改善教师们的居住环境，提供通透

的采光和较为宽敞的居住空间，提升教师的学习适应

性。此外，还可以建设数字资源，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的科技水平。与传统的教育教学资源相比，“互

联网+”时代的数字教育资源具有现代化、智能化、数

字化和便捷化等时代特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如果

能通过指定的网络平台和学习空间，为三州教师提供学

习资源，使他们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学习和练

习普通话，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7］各单位可联合

科技部门开发线上学习平台，平台提供普通话水平测

评、普通话学习技巧与资源分享等服务，并开设线上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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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onducted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training of teachers in some ethnic areas of Ganzi, Aba, and Liangshan Prefectures in Sichuan Province.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 large amount of qualitative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training.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raining efficiency mainly focus on two aspects: Personal 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roposed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eacher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training in ethnic areas and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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