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９－２９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教师内在需求的福建省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培训调查研究》(项目编号:ＦＪ２０１６Ｂ１３４)；
福建省教育厅“商务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闽教科[２０１７]１１５号)。
通讯作者: 肖庆业， Ｅ-ｍａｉｌ:７９８１９８３９６＠ ｑｑ.ｃｏｍ

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肖庆业
(闽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 农村教师培训是新形势下践行农村基础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 本文以福建省 ６个县 １８所农村

学校 ４３５名教师的调研数据为基础， 运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教师个人背景因素、 家庭因

素、 学校因素、 培训因素及地区因素等五个方面因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 研究表明， 在整体上农

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比较强烈。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是否有编制、 月收入、 家庭人口数、 学校地理位置、
是否有培训经历、 培训师资、 培训方式、 培训作用、 地区等变量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 增加培

训前后期的调查， 组建专家团队， 创新培训机制， 加强教师发展机构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 有

助于全方位推进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进而促进农村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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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回顾

农村教师是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 加强农村教师培训， 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 对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为了落实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 全国各省、 市、 自治区积极响应国务院号召，
采取多方面措施， 出台相关政策， 大力支持农村教师培训和专业提升， 极大地调动了农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积极性， 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和良好的经验。 但在培训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如培训针对性不

强， 培训方式枯燥无味， 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等问题， 难以激发参训教师的学习兴趣， 培训效果有待

加强。 因此， 如何有效地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分析农村教师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做好农村

教师在职培训需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教师培训机制， 加强培训内容的针

对性， 不断优化农村教师培养培训模式， 对于促进农村师资力量不断增强， 加快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

发展及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培训内容、 方式、 师资、 管理等方面， 已有研究中较具代表

性的是: 蒋福良 (２００９) 研究显示， 对网络培训目的需求， 教师的选择依次是学习专业知识、 学习教

学技能、 获得继续教育学分或证书， 对网络培训模式需求， 教师的选择依次是传统培训指导与网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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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相结合、 网络自学并得到专家引领、 网络自学与同行交流、 网络自学[１]。 周玉元 (２０１１) 根据江苏

３００ 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 对培训内容需求， 教师比较喜欢的依次是教育教学科研能力素养、 文

化素养、 教育技术素养和理论素养， 对培训形式需求， 教师比较喜欢的依次是专家互动、 送课到校和

参观学习， 对培训评价方式需求， 教师比较喜欢的依次是综合测评、 撰写教学反思、 撰写论文和考

试[２]。 张艳玲 (２０１２) 研究发现， 专家辅导型培训、 集中讲座型培训、 同伴互助型培训在参训教师最

欢迎的培训方式排前三， 技能培训、 观课培训和考察培训在参训教师最希望的培训内容排前三， 课例

观摩点评、 参观考察和分组讨论在参训教师最喜欢的培训模块排前三[３]。 管锡基、 彭慧、 张丽

(２０１２) 研究发现， 对培训教学方式的倾向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实地考察观摩研讨、 案例教学、 集中

讲授与参观考察相结合、 专家讲座， 对培训师资的倾向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专职教育科研人员、 中小

学优秀教师、 教研员、 高校教育教学专家[４]。 周建华 (２０１４) 调查显示， 培训方式需求第一位的是课

例观摩， 其次是案例教学， 培训师资需求第一位的是中学一线名师， 其次中学教研员， 培训评价方式

需求第一位的是综合评价， 其次是培训反思， 培训内容需求第一位的是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其次是

专业知识更新与扩展[５]。 陈婷、 孙彬博 (２０１５) 研究发现， 教师对培训类型需求程度由高到低分别

是: 校外脱产培训、 送培进校、 远程培训和校本培训； 对培训时间需求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 一周左

右、 半个月到一个月、 一个月到两个月和三个月及以上； 对培训教学方法需求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
观摩教学、 专题讨论、 系统讲授、 课题研究和读书指导； 对培训机构需求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 专业

教育培训中心、 高师院校、 示范性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６]。 冯丽霞 (２０１５) 根据山西 １９３名特岗教师

的调查显示， 最受教师欢迎的培训模式为观摩名师课堂教学型， 其次为同行介绍经验、 教学展示、 共

同研讨型， 最喜欢的培训师资为经验丰富的教学一线骨干教师， 其次为课改专家， 最合适的考核评价

方式为根据培训课程完成相应作业， 其次为提交论文或撰写培训心得[７]。 陈坚、 史宏晖 (２０１６) 根据

海南省 ２２６名初中生物教师的调查显示， 对实验培训方式需求按照选择频数从高到低依次为: 实验操

作、 课堂观摩、 案例分析、 专题讲座和小组探讨； 对实验培训师资需求按照选择频数从高到低依次

为: 大学实验教师、 中学教师、 学科教学论教师和教研员[８]。 郝振君 (２０１８) 调查显示， 最受中小学

特岗教师欢迎的培训内容为教学组织与学生管理能力， 其次是课堂教学技能， 最喜欢的培训方式为课

堂观摩与评课议课， 其次是名师示范引领[９]。 赵怡、 陈亚平 (２０１９) 根据山西 ４７９ 名参加国培计划的

初中教师调查显示， 对培训内容按需要程度的强弱排序依次是课堂教学能力、 教材分析素养、 教学理

论素养和科学素养， 对培训教学方法按需要程度的强弱排序依次是课题研究、 案例研究、 说课和研究

成果报告[１０]。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可以看出， 近年来学者们对教师培训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得到了很多

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但以下方面尚有改进空间: 第一， 研究范围大多局限在城市教师， 对农村教师培

训需求问题的研究关注不够。 第二， 研究数量在波动中不断增长， 但总量相对较少。 教师培训需求分

析研究的数量略显不足， 从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看都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 第三， 在研究方法

上， 大量定性研究占据主体， 但也有不少定量研究， 其主要方式是通过问卷调查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

进行描述性分析、 列联分析， 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等现代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尚显薄弱， 使得研

究结论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撑， 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现实针对性。
鉴于此， 本研究在对福建省 １８所农村学校 ４３５ 名教师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采用有序多

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

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结论和启示， 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增强农村教师培训工作的科

学性和实效性提供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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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课题组在 ２０１９年 ３－５月期间， 在福建省福州市、 漳州市和宁德市三个地级市开展了 “福建农村

教师培训调查”。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采取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

象。 首先， 在福州、 漳州和宁德三市内， 各随机抽取 ２个县， 其中福州选取闽侯县和闽清县， 漳州选

取漳浦县和南靖县， 宁德选取古田县和寿宁县； 接着在每个县分别选取 ３所农村中小学； 最后在各学

校分别随机抽取 ２５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总计调查了 ４５０名农村教师，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４３５份， 问

卷有效率达到了 ９６. ７％。
问卷内容主要分为 ５个部分: 第 １部分是农村教师个人基本情况， 主要涉及教师性别、 年龄、 教

龄、 文化程度、 任教学科、 所任行政职务、 每周课时数等方面信息； 第 ２ 部分是了解教师对当前培训

的认识， 主要围绕教师培训级别、 培训次数、 培训途径、 培训动因、 培训费用等方面展开； 第 ３ 部分

是了解教师对未来培训的需求和期待， 主要包括培训内容需求、 培训方式需求、 培训师资需求等方面

内容； 第 ４部分是教师培训满意度调查， 包括总体满意度、 培训管理、 培训作用、 培训师资、 培训内

容等方面满意度状况； 第 ５ 部分是开放性问题， 主要了解教师自身发展的需求、 对教育发展的期望

等。 问卷信度分析表明，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等于 ０. ８７５， 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效度分析表明，
ＫＭＯ值为 ０. ８２６，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χ２ 值达到 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二) 样本特征统计描述

１. 个人背景情况

性别构成方面， 女教师有 ２８７人， 占 ６６％， 男教师有 １４８人， 占 ３４％。 年龄构成方面， ２５岁及以

下有 ８０人， 占 １８. ４％； ２６－３５岁有 １５８人， 占 ３６. ３％； ３６－４５岁有 １１０人， 占 ２５. ３％； ４６－５５岁有 ５３
人， 占 １２. ２％； ５６岁及以上有 ３４人， 占 ７. ８％。 婚姻状况方面， 已婚教师有 ３６２人， 占 ８３. ２％， 未婚

教师有 ７３ 人， 占 １６. ８％。 职称构成方面， 拥有中级职称的教师最多， 有 ２４３ 人， 占调查总样本的

５５. ９％； 其次为拥有初级职称的教师， 有 １２４人， 占调查总样本的 ２８. ５％； 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最少，
有 ６８人， 占调查总样本的 １５. ６％。 学历构成方面， 分布较为集中， 被调查者中有 ５７. ９％具有大专文

化程度，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教师占总数的 ２４. ８％， 拥有大专以下文化程度的教师最少，
占 １７. ３％。

２. 培训需求意愿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中认为培训 “非常不需要” 的教师有 １３名， 占总样本量的 ３. ０％； 认为

培训 “不需要” 的教师有 ３９名， 占总样本量的 ９. ０％； 认为培训 “一般” 的教师有 １０２名， 占总样本

量的 ２３. ４％； 认为培训 “需要” 的教师有 １６２ 名， 占总样本量的 ３７. ２％； 认为培训 “非常需要” 的

教师有 １１９名， 占总样本量的 ２７. ４％。 可见在整体上农村教师对培训的需求意愿是比较强烈的。

三、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 变量选取

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来自问卷中的题目 “您对参加培训的需求程度”，
选项分别为 “非常不需要” “不需要” “一般”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为定序变量。

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此次问卷调查， 本研究将主要影响因素归为五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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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个人背景因素

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首要因素表现为个人背景因素， 包括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职

称等。
２. 家庭因素

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还表现为家庭因素， 包括配偶工作地点、 家庭人口数和家庭经

济状况。
３. 学校因素

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同样表现为学校因素， 包括学校类型、 学校地理位置和学校办

学规模。
４. 培训因素

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也表现为培训因素， 包括是否有培训经历、 培训时间、 培训地

点、 培训师资、 培训方式、 培训费用、 培训频度、 培训作用等。
５. 地区因素

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也表现为地区因素， 包括地区变量。
相关变量的含义、 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中各变量选择及处理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Ｙ 非常不需要 ＝ １，不需要 ＝ ２， 一般 ＝ ３，需要 ＝ ４，非常需

要＝ ５
３.０２９ ０.９４８

个人背景因素

性别 Ｘ１ 男性＝ １，女性＝ ０ ０.３４ ０.４５１

年龄 Ｘ２ ２５岁及以下＝ １，２６－３５岁＝ ２，３６－４５ 岁 ＝ ３，４６－５５ 岁 ＝
４，５６岁及以上＝ ５

２.４０８ ０.８７６

婚姻状况 Ｘ３ 已婚＝ １，未婚＝ ０ ０.８３２ ０.２４９

大专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参照) Ｘ４ 以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对照组， 大专＝ １，其它＝ ０ ０.６１３ ０.４６２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参照) Ｘ５ 以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对照组，本科及以上 ＝ １，其它

＝ ０
０.４１３ ０.３８７

初级职称(以高级职称作为参照) Ｘ６ 以高级职称作为对照组，初级职称＝ １，其它＝ ０ ０.６１２ ０.３６８

中级职称(以高级职称作为参照) Ｘ７ 以高级职称作为对照组，中级职称＝ １，其它＝ ０ ０.３７９ ０.４１４

是否有编制 Ｘ８ 有＝ １，没有＝ ０ ０.６７２ ０.３５８

任教年级 Ｘ９ 小学＝ １，初中＝ ０ ０.６３７ ０.４２８

任教学科 Ｘ１０ 主科＝ １，副科＝ ０ ０.６５３ ０.４０７

每周课时数 Ｘ１１ １０节及以下＝ １， １１－１５节＝ ２， １６－２０节 ＝ ３， ２１－２５节
＝ ４，２６节及以上＝ ５

３.０９７ １.０３２

月收入 Ｘ１２ ２０００元及以下＝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 ＝ ２，３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 ３，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４，５００１元及以上＝ ５

３.２９７ １.１０５

家庭因素

配偶工作地点 Ｘ１３ 本地＝ １，外地＝ ０ ０.８０９ ０.２２７

家庭人口数 Ｘ１４ 按家庭实际人口数统计 ３.６６５ ０.７５８

家庭经济状况 Ｘ１５ 比较差＝ １，一般＝ ２，比较好＝ ３ ２.３４１ ０.６５２

学校因素

学校类型:乡镇重点(以普通学校作为参照) Ｘ１６ 以普通学校为对照组，乡镇重点＝ １，其它＝ ０ ０.３３１ ０.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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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学校类型:县(区)重点(以普通学校作为参照) Ｘ１７ 以普通学校为对照组，县(区)重点＝ １，其它＝ ０ ０.３５８ ０.２３４

学校地理位置:乡村(以城郊为参照) Ｘ１８ 以城郊为对照组，乡村＝ １，其它＝ ０ ０.３１９ ０.３２６

学校地理位置:乡镇(以城郊为参照) Ｘ１９ 以城郊为对照组，乡镇＝ １，其它＝ ０ ０.４５２ ０.２８９

学校办学规模 Ｘ２０ １０００人及以下＝ １，１００１－１５００人＝ ２，１５０１人及以上＝ ３ １.３０７ ０.４１８

培训因素

是否有培训经历 Ｘ２１ 有＝ １，没有＝ ０ ０.６１５ ０.３７２

培训时间 Ｘ２２ １－３天＝ １，４－７ 天 ＝ ２，８－１４ 天 ＝ ３，１５－３０ 天 ＝ ４，３１ 天

及以上＝ ５
２.０３１ ０.８８２

培训地点:城市(以乡镇为参照) Ｘ２３ 以乡镇为对照组，城市＝ １，其它＝ ０ ０.３２５ ０.４２７

培训地点:县城(以乡镇为参照) Ｘ２４ 以乡镇为对照组，县城＝ １，其它＝ ０ ０.４７１ ０.２７２

培训师资:一线教学名师(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参照) Ｘ２５ 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对照组，一线教学名师＝１，其它＝０ ０.３２９ ０.３１６

培训师资:高校专家教授(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参照) Ｘ２６ 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对照组，高校专家教授＝１，其它＝０ ０.２９１ ０.４２６

培训师资:教科研人员(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参照) Ｘ２７ 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对照组，教科研人员＝１，其它＝０ ０.３６４ ０.３４１

培训方式:课堂观摩与交流(以远程培训为参照) Ｘ２８ 以远程培训为对照组，课堂观摩与交流＝１，其它＝０ ０.３９３ ０.４２８

培训方式:实地参观考察(以远程培训为参照) Ｘ２９ 以远程培训为对照组，实地参观考察＝ １，其它＝ ０ ０.２８２ ０.３２７

培训方式:专家讲座(以远程培训为参照) Ｘ３０ 以远程培训为对照组，专家讲座＝ １，其它＝ ０ ０.４４９ ０.２９７

培训费用 Ｘ３１ 非常低＝１，比较低＝２，一般＝３，比较高＝４，非常高＝５ ２.２０５ ０.８０２

培训频度 Ｘ３２ 三年或三年以上培训一次＝１，两年一次＝２，一年一次＝３ １.３１８ ０.５１６

培训作用 Ｘ３３ 非常小＝ １，比较小＝ ２，一般＝ ３，比较大＝ ４，非常大＝ ５ ３.６８３ １.１１２

地区因素

漳州(以福州为参照) Ｘ３４ 以福州作为对照组，漳州＝ １，其它＝ ０ ０.４４７ ０.４１１

宁德(以福州为参照) Ｘ３５ 以福州作为对照组，宁德＝ １，其它＝ ０ ０.３７０ ０.３６８

(二) 模型构建

由于被解释变量 “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的选项有多个且是有序的， 故采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ｌｎ ｐ (ｙ≤ｊ ｜ ｘ)
１－ｐ (ｙ≤ｊ ｜ ｘ)

æ

è
ç

ö

ø
÷＝ μｊ－ α＋∑

ｋ

ｉ＝ １
βｉｘｉ( ) (１)

ｐ (ｙ≤ｊ ｜ ｘ) ＝ ｅ
μ ｊ－ α＋∑

ｋ

ｉ＝ １
β ｉｘ ｉ( )

１＋ｅμ ｊ－ α＋∑
ｋ

ｉ＝ １
β ｉｘ ｉ( )

(２)

(１) 式和 (２) 式中， ｙ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ｘｉ代表解释变量， 表示第 ｉ
个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 α为截距项， β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偏回归系数， 表示解释变

量 ｘｉ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μ１， μ２， ……μｊ 为分界点。

四、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 ４３５份农村教师截面数据运用逐步向后回归方法拟合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结果见表 ２。 在处理过程中， 首先将所有解释变量都引入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 (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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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模型)， 根据检验结果， 将最不显著的那个变量剔除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 直到方程中所保留

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通过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为止 (结果见显著模型)。 显著模型显

示，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是否有编制、 月收入等解释变量被纳入模型中， 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

影响， 而性别、 婚姻状况、 任教年级等解释变量则被剔除，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 由于显著模型

剔除了影响不显著的变量， 能更清楚地反映影响显著的变量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程度， 因

此， 下文的分析将根据显著模型的回归结果展开。
进行平行线检验以判断是否适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一般模型和显著模型平行线检验

的 Ｐ值分别为 ０. ３０６和 ０. ３２４， 均大于 ０. １，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分割点无关， 选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是合适的。

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来看， 一般模型和显著模型的－２ 倍对数似然值分别为 ２５５. ８６４ 和 １８２. ２７１，
似然比卡方统计量分别为 ７０. ６１２ 和 ８３. ４３９， 对应的 Ｓｉｇ. 值为 ０. ０００， 均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 拒绝所有回归系数均为零的假设。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分别为 ０. ２６７ 和 ０. ３３６， Ｎａｇｅｌkｅｒkｅ Ｒ２分别为

０. ３１１和 ０. ３９１， 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表 ２ 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一般模型 显著模型

估计系数 Ｗａｌｄ值 机会比率 估计系数 Ｗａｌｄ值 机会比率

常数项 ０.９６７∗ ３.０２４ ２.６３０ １.１０６∗ ３.１９７ ３.０２２

个人背景因素

 性别 －０.３１７ ２.３０９ ０.７２８ － － －

 年龄 －０.２６５∗ ３.６９８ ０.７６７ －０.２８４∗∗ ３.９４５ ０.７５３

 婚姻状况 ０.３９７ １.７０３ １.４８７ － － －

大专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参照) ０.５４４∗ ３.１６８ １.７２３ ０.５３６∗ ３.２１４ １.７０９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下文化程度作为参照) ０.６４５∗ ３.７９２ １.９０６ ０.６６７∗∗ ３.９１１ １.９４８

初级职称(以高级职称作为参照) ０.９８１∗∗ ４.３６３ ２.６６７ １.００７∗∗ ４.２１１ ２.７３７

中级职称(以高级职称作为参照) ０.６４７∗∗ ４.０９８ １.９１０ ０.６１９∗∗ ４.１８３ １.８５７

是否有编制 －０.６９８∗∗∗ ７.０３４ ０.４９８ －０.７３６∗∗∗ ６.８０５ ０.４７９

任教年级 ０.３３６ １.８９７ １.３９９ － － －

任教学科 ０.４１８ ２.２０２ １.５１９ － － －

每周课时数 －０.６０３ １.６９４ ０.５４７ － － －

月收入 －０.４７９∗∗ ３.８９８ ０.６１９ －０.４２５∗ ３.６６５ ０.６５４

家庭因素

配偶工作地点 ０.４０３ １.５３４ １.４９６ － － －

家庭人口数 －０.３４９∗ ３.１２５ ０.７０５ －０.３６２∗ ２.９８６ ０.６９６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３６９ １.８７９ １.４４６ － － －

学校因素

学校类型:乡镇重点(以普通学校作为参照) －０.６１４ ２.３２４ ０.５４１ － － －

学校类型:县(区)重点(以普通学校作为参照) －０.５０６ １.９６４ ０.６０３ － － －

学校地理位置:乡村(以城郊为参照) ０.９２１∗ ３.６０８ ２.５１２ ０.８９７∗∗ ３.９１５ ２.４５２

学校地理位置:乡镇(以城郊为参照) ０.６６３∗ ３.１１８ １.９４１ ０.６４１∗ ３.３５１ １.８９８

学校办学规模 ０.２０９ １.８９６ １.２３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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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名称
一般模型 显著模型

估计系数 Ｗａｌｄ值 机会比率 估计系数 Ｗａｌｄ值 机会比率

培训因素

是否有培训经历 ０.７０１∗ ３.６８９ ２.０１６ ０.６５７∗∗ ３.９１２ １.９２９

培训时间 －０.６３７ ２.１９３ ０.５２９ － － －

培训地点:城市(以乡镇为参照) ０.４０１ １.９０６ １.４９３ － － －

培训地点:县城(以乡镇为参照) ０.３４８ １.４７９ １.４１６ － － －

培训师资:一线教学名师(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参照) １.１３４∗∗ ６.４２１ ３.１０８ １.０２９∗∗∗ ６.７１５ ２.７９８

培训师资:高校专家教授(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参照) ０.７９２∗∗ ４.１０８ ２.２０８ ０.８４７∗∗ ３.９３１ ２.３３３

培训师资:教科研人员(以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为参照) ０.６１２∗∗ ４.４７２ １.８４４ ０.５７６∗∗ ４.３６３ １.７７９

培训方式:课堂观摩与交流(以远程培训为参照) １.１２８∗∗ ６.５０２ ３.０８９ １.０４１∗∗∗ ６.７１３ ２.８３２

培训方式:实地参观考察(以远程培训为参照) ０.８０６∗∗ ４.３２３ ２.２３９ ０.８８５∗∗ ４.１２７ ２.４２３

培训方式:专家讲座(以远程培训为参照) ０.３０９ １.７４２ １.３６２ － － －

培训费用 －０.６０７ １.６８９ ０.５４５ － － －

培训频度 ０.３８２ １.９４６ １.４６５ － － －

培训作用 ０.８１６∗∗ ６.４９７ ２.２６１ ０.７６３∗∗∗ ６.８０５ ２.１４５

地区因素

漳州(以福州为参照) ０.８６５∗∗ ４.６１８ ２.３７５ ０.７０９∗∗ ４.７２１ ２.０３２

宁德(以福州为参照) １.１４９∗ ３.７３２ ３.１５５ １.０３１∗∗ ３.９７４ ２.８０４

－２倍对数似然值 ２５５.８６４ １８２.２７１

卡方检验值 ７０.６１２ ８３.４３９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０.２６７ ０.３３６

Ｎａｇｅｌkｅｒkｅ Ｒ２ ０.３１１ ０.３９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 结果分析

１. 个人背景因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

年龄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通过了 ５％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为－０. ２８４， 这表明年龄变量对农

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 年龄越小，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该变量的优势比为

０. ７５３，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年龄每提高一个等级， 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提高一个等级的可

能性将减少 ２４. ７％。 调查显示， ２５岁及以下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最高， 为

８４. ３％， ２６－３５岁教师次之， 有 ７３. ５％的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３６－４５ 岁和 ４６－５５
岁教师该比例分别为 ６２. ３％和 ５７. ８％， ５６ 岁及以上教师是培训需求意愿最低的群体， 仅有 ３７. ７％的

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年轻教师由于处于新入职阶段， 教学经验不足， 对于提高自

身素质有较强烈的需求， 培训可以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工作状态， 更好地去适应今后的教学工作。
大专文化程度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变量在显著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１０％和 ５％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３６和 ０. ６６７， 这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文化程度越高，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这两个变量的优势比分别为 １. ７０９ 和 １. ９４８， 说明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大专文化程度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大专以下文化程度教师具有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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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７０. ９％。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大专以下

文化程度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９４. ８％。 交叉分析结果显示， 大专以下文化程度教师

中， 仅有 ５０. ５％的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大专文化程度教师该比例为 ６４. ８％， 而在

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教师中， 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增加到 ７４. １％。 文化程度越

高的农村教师， 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力， 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 越愿意通过培训提升自

己的人力资本。
初级职称和中级职称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都通过了 ５％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１. ００７

和 ０. ６１９， 这表明职称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职称越低，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

强。 这两个变量的优势比分别为 ２. ７３７ 和 １. ８５７，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初级职称教师具有

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高级职称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７３. ７％。 中级职称教师

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高级职称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８５. ７％。 调查显示，
初级职称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比中级职称教师高 １５. ９个百分点， 中级职称

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比高级职称教师高 １８. ９个百分点， 教师职称越高， 其

培训需求意愿越弱。 初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表达出了对培训的相当热情， 对于提高自身素质有较强

烈的需求， 其参与专业培训的积极性更高。 高级职称教师自身业务能力较强， 所经历的各种培训也很

多， 对培训内容、 师资水平等方面要求较高， 从而对培训意愿不高。
是否有编制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通过了 １％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为－０. ７３６， 这表明是否有

编制变量对其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 无编制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更强。 该变量的优势比为

０. ４７９，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有编制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是无编制教师具

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的 ４７. ９％。 交叉分析结果显示， 无编制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较强， 有

７８. ３％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而有编制农村教师中这一比例为 ５８. ７％， 两者相差 １９. ６个
百分点。 无编制教师在工资收入、 福利待遇及晋升发展等各方面与有编制教师很大的区别， 他们迫切

需要改变当前现状， 渴望通过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其参与培训意愿更强烈。
月收入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通过了 １０％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为－０. ４２５， 这表明月收入变量

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 月收入越低，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该变量的优势比

为 ０. ６５４，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月收入每提高一个等级， 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提高一个等级

的可能性将减少 ３４. ６％。 调查显示， 月收入为 ２０００ 元及以下和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元的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最

强， 分别有 ７９. １％和 ７１. ５％的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之后， 随着教师月收入的递

增， 该比例呈递减趋势， 月收入为 ３００１－４０００ 元、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 元和 ５００１ 元及以上教师认为培训 “需
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分别为 ６２. ９％、 ５５. ７％和 ４７. ８％。 这一结果说明， 农村教师的培训需求意

愿与其个人月收入呈负相关。 月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村教师， 越是想改变目前的现状， 对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的动力较强， 希望通过培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 因而其对培训的需求越大， 参与专业培训的积

极性更高。
从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性别、 婚姻状况、 任教年级、 任教学科、 每周课时数这 ５ 个变量没有

通过 １０％水平的统计检验， 不是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２. 家庭因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

家庭人口数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通过了 １０％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为－０. ３６２， 这表明家庭人

口数变量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 家庭人口数越少，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该

变量的优势比为 ０. ６９６，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人口数每增加一人， 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提高一个等级的可能性将减少 ３０. ４％。 农村教师收入普遍不高， 家庭人口数越多， 相关培训费用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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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师的家庭负担， 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从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配偶工作地点和家庭经济状况这 ２ 个变量在 １０％统计水平上都不显

著， 不是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重要因素。
３. 学校因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

乡村学校和乡镇学校变量在显著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５％和 １０％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分别

为 ０. ８９７和 ０. ６４１， 这表明学校位置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学校位置越偏远，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这两个变量的优势比分别为 ２. ４５２ 和 １. ８９８，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乡村学校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城郊学校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４５. ２％， 乡镇学校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城郊学校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

比大 ８９. ８％。 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 乡村学校、 乡镇学校和城郊学校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

需要” 的比例分别为 ７７. ８％、 ６３. １％、 ４８. １％， 呈明显递减趋势。 学校位置越偏远， 其培训需求意愿

越强。 乡村学校和乡镇学校一般都远离教育文化中心， 教师参加培训的机会少， 其专业素养和教育教

学能力相对城市教师来说较弱， 普遍缺乏专业自信， 他们渴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 对参加培训的热

情很高。
回归显示， 学校类型和学校办学规模这 ２个变量没有通过 １０％水平的统计检验， 不是影响农村教

师培训需求意愿的重要因素。
４. 培训因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

是否有培训经历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通过了 ５％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６５７， 这表

明是否有培训经历变量对其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有培训经历的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更强。 该变量的优势比为 １. ９２９，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有培训经历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

意愿的机会比比没有培训经历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９２. ９％。 交叉分析结果显示， 有培

训经历的农村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为 ７６. ３％， 而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教师

中， 这一比例下降到 ５６. ９％， 两者相差 １９. ４ 个百分点。 有过培训经历的教师具有相关经验， 对培训

流程、 培训内容、 培训效果等信息了解更充分， 前期培训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获得了提升， 有利于

他们形成培训的良性预期， 对于再次接受培训的可能性越大。
一线教学名师、 高校专家教授、 教科研人员等三个变量在显著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１％、 ５％和 ５％

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１. ０２９、 ０. ８４７和 ０. ５７６， 这表明培训师资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

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这三个变量的优势比分别为 ２. ７９８、 ２. ３３３和 １. ７７９，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农村教师对一线教学名师具有更强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具有更强需求意

愿机会比大 １７９. ８％； 对高校专家教授具有更强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具有更强需

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３３. ３％， 对教科研人员具有更强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具有更强

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７７. ９％。 交叉分析结果显示， 农村教师对一线教学名师需求意愿最强， 有 ８４. ５％认

为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对高校专家教授和教科研人员该比例分别是 ７２. ２％和 ６６. ８％， 对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的需求意愿最弱， 其比例是 ４１. ２％。 一线教学名师长期在一线教学岗位， 积累了丰富的教

学经验和教学技能， 其培训内容更具实践性、 针对性和操作性， 更了解农村教师的实际需求。 高校专

家教授和教科研人员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能从理论高度和专业视野引导参训教师， 能为参训教师带来

最前沿的教育教学新观念、 新技术、 新方法， 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
课堂观摩与交流、 实地参观考察变量在显著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１％和 ５％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

系数分别为 １. ０４１和 ０. ８８５， 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这两个变量的优势比分

别为 ２. ８３２和 ２. ４２３，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农村教师对课堂观摩与交流具有更强需求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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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比比对远程培训具有更强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８３. ２％； 对实地参观考察具有更强需求意愿的机

会比比对远程培训具有更强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４２. ３％。 回归显示， 专家讲座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

愿影响不显著。 调查显示， 农村教师对课堂观摩与交流的培训方式需求意愿最强， 有 ８２. ８％认为 “需
要” 和 “非常需要”， 实地参观考察次之， 为 ７４. １％， 专家讲座为 ５０. ７％， 对远程培训的需求意愿最

弱， 仅有 ４４. １％的教师认为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由于具有较高参与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课堂观

摩与交流、 实地参观考察是最受农村教师欢迎的培训形式， 在培训中能够与专家名师进行互动交流，
直接地学习他人先进的教学方法。

培训作用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通过了 １％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７６３， 这表明培训作用变

量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教师认为培训作用越大，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该

变量的优势比为 ２. １４５，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培训作用每提高一个等级， 教师培训需求意

愿提高一个等级的可能性将增加 １１４. ５％。 调查显示， 对培训作用评价为 “非常小” 的教师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培训的比例最低， 为 ３５. ４％， 认为培训作用 “比较小”、 “一般” 和 “比较大” 的教

师其培训需求意愿比例分别是 ５２. ６％、 ６３. ２％和 ７２. ５％， 培训需求意愿比例最高的是认为培训作用

“非常大” 的教师， 该比例为 ８１. ８％。 如果之前参加培训所产生的作用能对专业素质提升有所帮助，
农村教师从中受益， 其再次参加培训的意愿就越强烈。

从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费用、 培训频度这 ４ 个解释变量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 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５. 地区因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

漳州地区和宁德地区变量在显著模型中都通过了 ５％水平的统计检验， 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０９
和 １. ０３１， 这表明地区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这两个变量的优势比分别为

２. ０３２和 ２. ８０４， 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漳州地区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比福

州地区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０３. ２％； 宁德地区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的机会比

比福州地区教师具有更强培训需求意愿机会比大 １８０. ４％。 调查显示， 漳州农村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需要” 的比例比福州农村教师高 １４. ３个百分点， 宁德农村教师认为培训 “需要” 和 “非常

需要” 的比例比福州农村教师高 １７. １个百分点。

五、 简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 简要结论

本文以福建省 ６个县 １８所农村学校 ４３５名教师的调研数据为基础， 运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 从教师个人背景因素、 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培训因素及地区因素等五个方面对农村教师培训

需求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在教师个人背景因素中，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是否有编制、 月收入等变量显著影响其

培训需求意愿。 年龄小、 文化程度高、 职称低、 无编制、 月收入低的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更强。 而

性别、 婚姻状况、 任教年级、 任教学科、 每周课时数这 ５个变量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不是农村教师培

训需求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 在家庭因素中， 家庭人口数变量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有重要影响。 家庭人口数越少，

其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而配偶工作地点和家庭经济状况这 ２ 个变量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无明显

影响。
第三， 在学校因素中， 学校地理位置变量显著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学校位置越偏远，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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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学校类型和学校办学规模这 ２个变量均不具有显著作用， 不是农村教师培训需求

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四， 在培训因素中， 是否有培训经历、 培训师资、 培训方式、 培训作用等变量对农村教师培训

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 而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费用、 培训频度这 ４个解释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 不是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重要因素。
第五， 在地区因素中， 地区变量显著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漳州和宁德农村教师培训需求

意愿显著高于福州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二) 政策启示

１. 增加培训前后期的调查

每次培训开始前， 对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教师进行培训需求调查， 合理地制定培训方案和培训

策略， 建立多元化培训模式， 丰富和优化培训内容， 完善培训课程设置， 加强教师培训针对性和实效

性。 每次培训结束后， 加强参培教师的后续跟踪、 指导和服务。 创建 ＱＱ 群、 微信群， 讨论教学方

法、 教学设计。 建立教师培训网站， 开设不同主题的论坛， 通过发帖、 跟帖的方式， 师生在线答疑，
做到课外的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巩固培训后的效果。

２. 组建专家团队， 提高授课效果

实证研究显示， 培训师资变量显著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培训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培

训的效果。 调查显示， 来自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 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教研能力的高校教授及资深教

研员受到参训教师的欢迎。 培训组织者要多方选聘师资， 组建专家团队， 要坚持师资的多元化和开放

式， 培训师资能进能出、 动态更新， 充分发挥专家团队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定期组织名师和骨干教

师送教下乡活动， 到农村学校举办公开课、 示范课、 专题讲座， 开展同课异构等活动， 提升农村教师

教育教学水平。
３. 推进农村教师培训方式多样化， 全方位助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实证研究显示， 培训方式变量显著影响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 要创新培训机制， 建立灵活多样

的培训形式， 推进农村教师教育培训方式的多元化， 全方位助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采取 “请进来”
和 “走出去” 相结合的模式， 定期组织农村教师到城镇教育发达地区学习， 观摩名师授课。

４. 加强教师发展机构建设

注重城乡一体、 上下联动， 形成国家、 省、 市、 县、 校五级教师培训体系， 完善分层、 分类、 分

岗培训机制， 推进农村教师职前教育、 入职教育与职后培养一体化建设。 加强省级培训机构建设， 做

强市级教师发展机构， 重点推进县级教师进修学校与教科研、 装备、 电教等机构的职能和资源有机整

合， 建成研训一体的教师发展中心。 完善校本研修制度， 丰富研修形式和资源， 切实发挥校本研修的

基础作用。 实现农村教师不离乡、 不离土、 就地就近学习培训的常态化。
５. 加快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 重点支持农村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 强化技术指导与应用培训。
适应 “互联网＋” 新形势， 积极开展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利用线上线下培训方式对农村

教师进行专项培训、 全员培训， 加强 “名师课堂” “名校网络课堂” “专递课堂” 等信息化教学和教

研新模式的建设与推广， 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和边远、 贫困地区的覆盖。
６. 合理制定农村教师培训规划

各地要根据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遵循教师成长规律， 科学合理确定培训项目和课程安排，
培训要向薄弱学段和缺紧学科、 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学校倾斜。 统筹 “国培计划” “省培计划” 等各级

各类培训项目， 加大送培下乡、 农村教师访名校、 教师工作坊等培训模式实施力度， 着力提升农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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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科教学能力。 改进农村教师培训内容， 注重新课标新教材和教育观念、 教学方法培训， 针对教育

教学实际需要， 赋予农村教师更多选择权。 通过顶岗置换、 网络研修、 送教下乡、 专家指导等多种形

式，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推动农村教师培训常态化。 大力增加农村教师参加市级以上培训的

机会， 加强农村学校音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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