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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教师专业阶段化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 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的质性分析

王晓燕，刘金波
（空军勤务学院　基础部，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０）

　　摘　要：教师专业阶段化发展是把教师的发展历程视为一个分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采用
访谈作为收集质性资料的方法，运用内容分析法开展质性研究，将教师发展阶段分为新手阶段、

能力构建期阶段、职业稳定期阶段和专家阶段，并将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周期、生命周期以及

家庭周期有机融合，多视角解读教师专业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给出教师专业阶段发展的具体

策略。研究表明，对新手教师的激励措施和支持体系应重点关注其对组织系统的融入以及对教

师角色的理解；对能力构建期教师应重点关注其教学技能的改进，给予其学习的机会；对职业

稳定期教师应重点处理职业高原、职业倦怠或专业成长机会缺乏的问题，以促进理论知识与实

践应用的深入融合；对专家教师则应满足其分享专业才能的需要，以任务导向和破解专业发展

难题为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军队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发展策略；ＮＶｉｖｏ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９０－０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Ｖｉｖｏ１２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ＬＩＵＪｉｎｂ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Ｘｕｚｈｏｕ２２１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ａｇｅ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ｉ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ｎｂ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ｓ
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ｎ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ｃｙｃｌ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ｏ
ｎｏｖｉｃｅｓｔａ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ｃａｒｅ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ｏｒ
ｎｏ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ｍｔｏ
ｌｅａｒｎ；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ｃａｒｅ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ｏ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ａｒｅｅｒｓｌａｃｋｏｒｓｌａｃｋ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ｎｅｅｄｓｏｆ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ｓｋ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



　
王晓燕，等：军队院校教师专业阶段化发展策略研究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Ｖｉｖｏ

一、研究背景

随着军事训练领域实战化训练的有序推进，

新型教育训练体系日益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

开放性和军事性，这些都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成为军队院校教学改革

的必然走向。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的专业成长或

教师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

教师专业阶段化发展则是把教师的发展历程视为

一个分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教师专业发展

阶段理论以教师关注其成长发展中的变迁为研究

对象，把教师发展阶段分为教学前关注、早期生

存关注、教学情境关注、关注学生［１］。伯顿等人

通过对教师的大样本访谈研究，将教师的专业发

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求生存阶段、调整阶段、

成熟阶段［２］。类似的教师发展阶段论还包括休伯

曼的 “教师职业生命周期论”等［３］。国内也有大

批学者进行了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４－１１］，对于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其主要依据包括教龄、

职称、工作实绩或社会影响等。但是，这些研究

重点关注的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外显水平，研究维

度也较为单一，既缺乏对个人、家庭、专业、组

织等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又缺乏针对军队院校

教师专业阶段化发展的专门研究。研究方法也多

以宏观叙述和综合分析为主，缺乏案例研究和实

证研究。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定量和质性研究混

合的方法开展军队院校教师专业发展进阶策略研

究，以期为教师专业阶段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

实践指导。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综合考虑学科、教龄、职称等因素，

将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分为新手阶段、能力构建

期阶段、职业稳定期阶段和专家阶段，以访谈作

为收集质性资料的方法，邀请１６名某军事院校不
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参与访谈。根据访谈提纲，以

半结构化模式与每位访谈者进行约１小时的访谈
对话。

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并结合

ＮＶｉｖｏ工具开展质性研究。内容分析法是通过对
“内容”进行分析以获得结论的一种科学研究手

段，可以对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描述，

揭示文本之间的关联及特征［１２］。ＮＶｉｖｏ软件主要
用于质性研究中的资料分析，能够协助研究者完

成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等资料的分析及呈现

工作。使用ＮＶｉｖｏ软件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可以多
级抽象出理论概念，使研究结果有更强的有效性

和严谨性，是目前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１３］。

本研究使用ＮＶｉｖｏ１２进行文本分析，并采用三级编
码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编码。通过编码比较分析，

挖掘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最终为教师专业

阶段化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三、研究过程

（一）不同发展阶段教师访谈数据的词频分析

１新手教师
新手教师处于走上教师岗位的专业适应与过

渡阶段。这一时期，教师对院校各方面运行规则

不够了解，对于校园文化体会不深，尽管传承了

一些学生时代优秀教师的优秀理念和做法，但是

由于教学技能与经验匮乏，部分新教师还存在着

教学适应困难症。一般来说，教师面临着初入职

场或课堂的心理不适和职业陌生等问题，是专业

发展较为困难的时期。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

果如图１和表１所示。

图１　新手教师访谈词语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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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手教师访谈词频统计

相关关键词、词频及加权百分比 （％）

影响２０（２２９） 能力１６（１８３） 工作１９（２１８）

教学１７（１９５） 知识１２（１３７） 成长１１（１２６）

希望１０（１１５） 学院９（１０３） 科研７（０８０）

上课６（０６９） 学习６（０６９） 部队５（０５７）

理论４（０４６） 比赛４（０４６） 职称４（０４６）

怀疑３（０３４） 成家３（０３４） 机会４（０４６）

新手教师对工作充满热情。“影响”作为这一

阶段最高频主题词，反映了新手教师们如同一块

不断汲取水分的海绵，深受学院校园文化、规章

制度以及帮带教师的影响。“希望” “上课” “学

习”“机会”“部队”“比赛”“职称”“学院”等

高频词汇反映了他们对学院的信任、对岗位的热

情、对部队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成长进步的期盼。

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把学员作为自己的教学对

象，访谈中学员词频比例为０。访谈中出现的 “怀

疑”“成家”等词汇是新手教师这一阶段独有的。

在这一时期，新手教师既有对生活的期盼，又有

成家的压力，充满了自我怀疑。由于教学能力、

专业能力都较为缺乏，他们甚至对这份工作是否

适合自己持怀疑态度。

２能力构建期教师
能力构建期一般为教师从业３～１０年。在这一

时期，教师通常已经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和良好

的师生沟通技巧，可以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由

于已经熟悉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则，有

充分的时间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一时期的教

师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定的自信，其中的佼佼者

开始在各类讲课比赛中脱颖而出，也有部分教师

开始担任一定的教学管理工作，担当起一定的领

导责任。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表２和图２
所示。

表２　能力构建期教师访谈词频统计

相关关键词、词频及加权百分比 （％）

工作３４（２５） 专业２９（２１３） 影响２６（１９１）

教学２５（１８４） 知识２３（１６９） 能力２０（１４７）

提升１２（０８８） 科研１２（０８８） 成长１０（０７４）

课程８（０５９） 学习６（０６９） 支持６（０６９）

需求８（０５９） 理论７（０５２） 学员６（０４４）

培训４（０２９） 实践４（０２９） 部队３（０２２）

图２　能力构建期教师访谈词语云图

　　从词频分析来看，“工作”“专业”成为这一
阶段最高频主题词，能力构建期教师迫切需要提

升自己，专业知识、理论学习以及教学实践都是

他们的关注对象。相比新手阶段的零提及，“学员”

在这一阶段词频显著上升，说明一定时长的教学

时间积累使他们对教师职业开始具有一定的自信

心。在完成自身讲授任务的同时，可以教有余力

地关注到 “学员”，开始做到心中有学生，这群教

师正在走向成熟。

３职业稳定期教师
职业稳定期出现在教师的中年时期或教师职

业生涯的中期。这个时期的教师已经成为一名熟

手教师，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深明学院运行

的各种规则。职业稳定期横跨时间较长，这一时

期也是出现分化的时期，一些教师在这一时期苦

苦煎熬、维持现状，而有些教师通过自我更新和

自我探索，顺利走向专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相

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图３和表３所示。

图３　职业稳定期教师访谈词语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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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职业稳定期教师访谈词频统计

相关关键词、词频及加权百分比 （％）

工作８６（４５） 专业６４（３３５） 影响４７（２４６）

教学４２（２２０） 能力２７（１４１） 家庭２７（１４１）

知识１７（０８９） 学员１６（０８４） 学院１４（０７３）

理论１３（０６８） 科研１３（０６８） 需求１２（０６３）

部队１１（０５８） 保障９（０４７） 生活９（０４１）

热爱７（０３７） 学科６（０３１） 学习４（０２１）

由于职业稳定期教师分化较为严重，部分教

师属于维持状态，这一时期的 “学习”词频比例

较低。随着院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教师军事

实践应用能力的要求逐渐加强，“部队”“保障”

等带有强烈实践应用色彩的词汇词频较高。这也

表明，职业稳定期教师更重视理论与应用的结

合，处于一个理论教学与应用教学都相对成熟的

阶段。

４专家教师
专家教师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

时期的教师经验丰富、底蕴深厚，在教学水平和

科研水平上都较为成熟，同时他们也具有较高的

道德水准和自我激励能力，既能够自我实现，又

是其他阶段教师的领路人。相关关键词、词频以

及加权百分比如图４和表４所示。

图４　专家教师访谈词语云图

表４　专家教师访谈词频统计

相关关键词、词频及加权百分比 （％）

专业７０（２６１） 工作５４（２０１） 影响５０（１８６）

续表４

相关关键词、词频及加权百分比 （％）

教学４４（１８６） 发展４１（１５３） 能力３４（１２７）

成长２８（１０４） 家庭２７（１０１） 科研２４（０８９）

任务１９（０７１） 学院１８（０６７） 理论１６（０６０）

学习１５（０５０） 学员１１（０４１） 课堂１１（０４１）

课题９（０３４） 培训８（０３０） 部队７（０２６）

从词频分析来看，专家教师注重终身学习，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词频较高。同时，他

们站位较高，普遍重视从 “学院”层级考察问题。

在专业发展中，强调 “科研”的重要性，尤其强

调成长发展中的 “任务”导向。除了强调对自我

的要求和个人的持续发展外，专家教师还注重个

人对周边影响力的扩散和延伸。

（二）不同发展阶段教师访谈数据的编码分析

对访谈文本逐句进行编码形成一级编码点，

各编码点的命名方式主要采取自行命名法，由访

谈意义或意象凝练而成。以一级编码形成的参考

点内容相似度为依据，将相似的一级编码参考点

归纳到同一类主题中，形成主题，即子节点。对

二级编码所生成的子节点进行进一步概括，形成

父节点。最终，新手访谈编码表中含有５个父节
点、１６个子节点和７４项编码参考点。能力构建期
教师访谈编码表中含有５个父节点、１７个子节点
和９３项编码参考点。与新手教师相比，子节点增
加了 “关注学员”节点，内含 ５项编码参考点，
增加的这一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教师在教学中不

再仅仅关注自己的表现，而是开启了以学员为中

心的教学之路，与学员之间的情感互动也更真挚。

职业稳定期教师访谈编码表中含 ５个父节点、１６
个子节点和１１５项编码参考点。与能力构建期相
比，子节点减少了 “自我怀疑”节点，职业稳定

期教师的职业稳定性和对课堂驾驭的笃定可见一

斑。专家教师访谈编码表含５个父节点、１７个子
节点和１２０项编码参考点。与职业稳定期教师访谈
编码表相比，增加了 “继续学习”节点，这是访

谈中专家着力提到的一点，也正是这种终身学习

的态度与作风驱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教师职业发展

的高峰。表 ５为不同发展阶段教师访谈编码对
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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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发展阶段教师访谈编码对比图

父节点 子节点
编码点

新手教师 能力构建期教师 职业稳定期教师 专家教师

个人特征

个人能力

与兴趣

专业知识 （２）、教学能
力 （３）、个人品质 （２）

专业知识 （２）、个人品
质 （４）、阅读与写作
（１）

专业知识 （４）、个人品
质 （４）、阅读与写作
（１）、运动 （１）、人际
交往 （２）

知识能力 （４）、个人
品质 （７）、阅读与写
作 （４）

家庭与

工作

重视家庭 （４）、家庭支
持工作 （１）、家庭工作
平衡 （１）

工作为重 （２）、重视家
庭 （５）、家庭支持工作
（２）、家庭工作平衡
（１）、家庭影响工作
（３）

家庭支持工作 （３）、家
庭影响工作 （５）、家庭
与工作边界模糊 （３）

工作为重 （４）、家庭
支持工作 （４）、家庭
影响工作 （５）、家庭
与工作边界强 （２）

价值观

牵引

热爱教育 （２）、个人提
升 （４）、工资 （２）、工
作受到认可 （１）

热爱教育 （３）、个人提
升 （２）、工资 （３）、工
作受到认可 （１）、人际
关系 （２）、家庭工作平
衡 （２）、个人技能 （２）

热爱部队 （３）、热爱专
业 （１）、工资 （４）、工
作受到认可 （２）、个人
提升 （３）

家庭熏陶 （１）、热爱
部队 （１）、热爱专业
（１）、热爱教育 （４）、
工资 （２）、工作受到
认可 （４）、个人提升
（３）

外部环境

制度环境

对教师发

展的影响

规章制度 （１）、督导制
度 （１）

教学工作 （１）、管理规
范 （１）

管理过度 （２）、忽视教
师 （１）、专业建设不足
（１）

管理过度 （１）、管理
有效 （１）

学科或专

业定位带

来的影响

负面影响 （１） 负面影响 （２）
无影响 （１）

负面影响 （３）
促进作用 （２）

负面影响 （２）
促进作用 （３）

学院教师

发展

讲课比赛 （１）、培训
（１）、展示 （１）、试教
练讲 （１）

培训 （１）、学习活动
（１）

深造 （１）、批准活动
（１）、集中培训 （１）

参与学院建设 （１）、
大项任务带动 （２）、
外出学习 （３）、深造
（２）、讲座 （１）、大
型学训活动 （１）、对
老教师关注不够 （１）

专业成长

认知

教师专业

发展的

认识

专业知识 （４）、教学能
力 （３）、职称 （２）、教
学理论水平 （１）

专业知识 （５）、教学能
力 （４）、科研 （４）、时
间 （１）、教学实践 （１）

专业知识 （３）、教学能
力 （５）、科研 （２）、时
间 （１）、专业前沿理论
（１）、职称 （１）、教学
理论水平 （２）、掌握部
队发展情况 （１）

专业知识 （２）、教师
技能 （２）、解决问题
的能力 （３）、大项任
务 （３）、专业前沿理
论 （１）、高站位 （１）

关于教育

理论的

认识

教师发展的关键 （１）、
基础薄弱 （３）

教师发展的关键 （２）、
基础薄弱 （６）

有助于教学 （１）、基础
薄弱 （１）

有助于教学 （１）、基
础薄弱 （２）、不重要
（２）

科研与

教学

重教学轻科研 （３）、科
研对教学存在反哺 （１）

重教学轻科研 （１）、科
研对教学存在反哺 （１） 重教学轻科研 （１）

科研反哺教学 （５）、
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

冲突 （１）

专业成长

目标与

需求

教学方面

的目标

提 高 课 堂 驾 驭 能 力

（１）、熟悉内容 （１）
独立承担课程 （１）、提
高授课质量 （１）

教学效果好 （４）、提高
个人教学能力 （１）

教学效果好 （３）、培
养学员思维能力 （１）

关注部队
见识学习 （３）、参与保
障 （１）、外出授课 （２） 间接了解 （１）

实战教学 （３）、部队最
新发展动态 （５）、参与
部队标准制定 （１）、建
立联动机制 （１）

实践知识 （１）、部队
最新发展动态 （１）、
破解能力 （１）、课题
支持 （１）、参加演训
活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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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父节点 子节点
编码点

新手教师 能力构建期教师 职业稳定期教师 专家教师

专业成长

目标与

需求

关注学员

教学相长 （２）、了解学
员 （１）、情 感 关 联
（１）、目标导向 （１）

目标导向 （４）、了解学
员 （１）、情感关联 （１） 目标导向 （５）

帮带教师
正向影响 （３）、项目帮
带 （１） 正向影响 （２） 正向影响 （３）

正向影响 （２）、作用
不大 （１）、反向学习
（１）、成就感 （１）

继续学习 终身学习 （２）

个人期望

独立工作 （１）、外出学
习 （１）、科研与课题支
持 （１）、专 业 培 训
（１）、大型比赛 （１）

独立工作 （１）、自主创
新 （１）、科研与课题支
持 （１）、专 业 培 训
（３）、大型比赛 （１）、
外界交流 （１）

优 化 学 院 管 理 环 境

（５）、调级 （１）、知识
拓展 （５）、职称 （１）、
继续发展空间 （１）、竞
赛平台 （１）

教书育人 （１）专业发
展支持 （３）、外界交
流 （１）

困惑

职业懈怠

或职业

高原

消耗多 （１）、懈怠预期
（１）

工作环境不理想 （２）、
工作量少 （１）

工作无价值感 （３）、年
龄增长 （１）、没有发展
前景 （３）

能克服职业高原或职

业困境 （３）、缺失目
标 （１）

专业方面 专业知识不足 （５） 专业知识不足 （３）、缺
乏专业培训 （１）

专业知识不足 （２）、专
业发展方向 （１）

前沿把握 （１）、资料
获取 （１）、知识更新
（１）

自我怀疑 对工作选择不坚定 （３） 不够自信 （１）

　注：括号内数字为编码参考点个数。

　　从表 ５可以看出，在个人能力与兴趣方面，
“知识能力”是个人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

在不同阶段的教师中都取得了共识；而专业阅读，

甚至更广泛的阅读，则有助于开阔视野、拓展思

维，提升个人的钻研能力，帮助教师在专业发展

的路上走得更远，这一点在专家教师身上体现得

尤为明显。在家庭与工作方面，能力发展期教师

和职业稳定期教师关于家庭与工作边界模糊的现

象较为普遍。作为军队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工作

有其特殊性，当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发生冲突时，

很多教师会以工作为重。由于女性教师对家庭的

奉献更大，因此在个人发展上受到一定影响。在

个人价值观方面，工作待遇是吸引新手教师来到

院校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家庭组建初期，经

济压力较大，工作待遇是他们安心工作的一个重

要因素。随着经济问题逐步缓解，家庭周期进入

较平缓阶段，“工作受到认可”以及 “个人提升”

成为促进他们成长与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点在

专家阶段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对自己和

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才驱使

他们走到了职业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制度环境方面，虽然军队院校严格的管理

制度有助于加强管理，但对部分职业稳定期和专

家阶段的教师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束缚感，这

既需要教师适应校园文化，进一步融入组织环境，

也需要管理部门出台相应的有区分度的柔性管理

措施，进一步增加职业后期教师的归属感。在学

科或专业定位方面，基础课程教师受制于学科建

设，这一影响在职业后期愈发明显。在学院各项

促进教师发展的活动中，新手教师和能力构建期

教师以学习培训和授课展示为主，职业稳定期教

师和专家教师则更多参与到学院建设、大项任务

带动等行动活动中。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认识方面，新手教师以教

学为主。进入能力构建期之后，专业知识、教学

能力和科研能力作为专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受到普

遍认可。职业稳定期教师开始重视专业前沿理论

及部队的最新发展，进入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

紧密结合的成熟期。专家教师则强调任务导向、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高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

在教育理论的认识方面，普遍感到自身教育理论

基础薄弱。青年教师身处教育手段大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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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近年来受到较为规范的教育理论培训，认

识到教育理论学习与培训是帮助教师发展的重要

手段，有助于教学。但是，专家教师对这一看法

有分歧。在科研与教学方面，教师发展中前期重

教学轻科研现象较为普遍，专家教师则有较为丰

富的科研反哺教学的经验，对逻辑性的支撑、案

例的丰富以及提升学员思维水平都有很大助益。

在教学目标方面，新手教师和能力构建期教

师以个人独立完成授课任务为主要目标，职业稳

定期教师和专家教师注重学员感受，将教学效果

作为主要教学目标，部分专家教师还提出了培养

学员思维能力的教学目标。在关注部队方面，新

手教师和能力构建期教师以见识和了解为主要诉

求，职业稳定期教师和专家教师则提出了较为深

入和明确的诉求，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教师对部

队实践应用的深入思考。在关注学员方面，新手

教师往往无暇顾及，能力构建期教师仍是以学习

者的心态渴望能教学相长，职业稳定期教师和专

家教师则注重授课效果、学员消化吸收情况，以

目标导向为主。帮带教师是青年教师的指路人，

对教师有正向影响。在专家教师阶段，作为帮带

教师，可以向青年教师学习一些新理念，进一步

提升成就感。在继续学习方面，尽管各阶段各种

培训活动都属于继续学习，但只有专家教师明确

指出了终身学习对他们个人成长的益处。在个人

期望方面，职业前期教师包括新手教师和能力构

建期教师，以个体发展需求为主；职业中后期教

师包括职业稳定期教师和专家教师，则视野更开

阔、站位更高。除了从专业应用的角度提出知识

拓展需求外，他们更多地关注到学院管理环境和

学科专业的发展。

在职业懈怠或职业高原方面，不同发展阶段

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克服。专家教师强调要

自我克服，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进之路。在专业困

惑方面，新手教师苦于专业知识不足，而能力构

建期教师和职业稳定期教师也常见这样的困惑，

这是教师专业发展中必须要克服的问题。专家教

师则走出了这一困境，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他们的困惑在于前沿把握、资料获取以及知识更

新等。另外，新手教师和能力构建期教师还可能

面临自我怀疑的困境，甚至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

项工作，这其实是职业初期教师的常见问题。除

了自己努力融入环境、强力提升自己以外，组织

及时给予帮助也有助于他们顺利走过迷茫期。

四、研究结果

（一）新手教师发展策略

新手教师处于新教师在学院系统中的社会化

时期。主要特征包括：尽力融入新单位、新集体；

养成适应院校要求的个人工作和生活习惯；当个

人理想难以实现时，会感到失落。这一时期的教

师以学院或学院相关活动为重，家庭的支持对他

们来说很重要。对于学院来说，这一时期的教师

是教育改革的重点，为了使新手教师更好地适应

工作，要出台新手教师培训方案，同时也要把学

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解释清楚，表明对他们的现实

期望。新手教师需要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获得个性

化帮助。对他们来说，积极的反馈以及各种学习

机会是对新手教师的有效激励。

（二）能力建构期教师发展策略

这一时期的教师正处于努力改进教学技能的

时期，教师会努力寻找自己的薄弱环节，并通过

集中训练加以克服。同时，教师开始关注到学员，

针对学员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教学和管理。另外，

教师开始乐于参加各种校内外教学技能培训活动，

或观摩其他教师的教学活动。由于普遍存在本领

恐慌和知识焦虑，这一时期的激励措施主要包括

良好的工作环境、学习和观摩的机会、参加比赛

的平台，以及专业领域方面的深造机会等。他们

的支持体系包括同行指导、带教老师以及督导们

的反馈和支持。

（三）职业稳定期教师发展策略

这是教师的成熟期，也是一个分化的时期。

教师的教学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一部分教师

充满活力和热情，在专业上继续向前发展；另一

部分教师虽胜任了眼下的工作，但很难有进一步

的发展。总的来说，这部分教师已经进入中年，

谙熟学院的管理制度，但越来越多的规则和规章

有时会增加他们的挫折感。对他们来说，协商式

管理风格、自主的机会、宽松的时间安排、探索

新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各级领导的支持，都是

他们需要的。这一时期的激励措施主要包括：来

自督导和学员的积极反馈、改善各种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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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决策、增加援助，或提供更多出任领导的机

会等。他们的支持体系包括同行支持、以教师为

专家的团队合作教学等。

（四）专家教师发展策略

专家教师代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和

最高水平。除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教学技

能，他们还拥有更强的职业责任感和进取心，具

有较强的克服职业危机的能力。他们需要持续获

得学院的支持，也需要获得人们对其非凡知识和

技能的认可，满足其分享专业才能的需要，为他

们发挥领导才能、显现创新能力提供机会和渠道。

他们的激励措施主要包括成为教学团队负责人、

专业组织负责人、担任带教教师、作为专家治学

团队成员参与行政管理决策等职责激励。

五、结语

通过案例研究和质性分析，对教师专业发展

各个阶段进行了界定、解释和比较。对各阶段教

师来说，个人发展既受到个人环境、组织环境的

影响，又受到自我认知、专业成长认知的影响。

由于不同阶段的教师发展各具特点，各阶段教师

发展的激励措施和支持体系应有不同的着力点。

新手教师的激励措施和支持体系应重点关注其对

组织系统的融入以及对教师角色的理解；能力构

建期教师应重点关注其教学技能的改进，给予其

学习的机会；职业稳定期教师应重点处理职业高

原、职业倦怠或专业成长机会缺乏等问题，促进

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深入融合；专家教师则应

满足其分享专业才能的需要，以任务导向和破解

专业发展难题为主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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