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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江苏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资的实际配置情况，发现师资配置中存在的问
题，从而为优化义务教育师资配置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我们成立了“优化义务教育师
资配置研究”项目组，并设计了一份面向义务教育学校的师资配置状况调查问卷，在江
苏全省范围内按苏北、苏中、苏南选择了２００个个案，进行了历时２个多月的调查研究。
本文是这次调研活动的总报告。

　 　 一、研究方案的相关说明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师资配置包括专任教师的配置、非教学人员（含教辅人

员）的配置以及行政人员的配置；第二，教师工作包括教学工作、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
班主任工作等；第三，教师的配置应基于教师工作量的实际情况。

为便于大样本统计，反映样本群体的倾向性意见，本次调研采用统一问卷。调查的
内容按专任教师、非教学人员、行政人员进行分类，其中对专任教师的教学工作按课堂
教学、备课、作业批改、课外活动、个别辅导、考试评价等进行分类来设计问卷。问卷题
型分为封闭题、半封闭题和开放题三种。封闭题均为单项选择题，半封闭题为填空题。
设开放题一道，目的在于了解与征询调查对象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配置的意见和建
议。问卷在南京地区选取１０所学校试测后，根据试测情况进行了修订。
　 　 （二）样本选择与分布

考虑到调查对象对学校人员和课务都应比较熟悉，因此，样本的选择集中于义务教
育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调查按江苏苏北地区、苏中地区和苏南地区选样，
调查范围涉及淮安、连云港、南京、镇江、无锡、常州，共６个城市１１个县（区）。本次调
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１４９份，有效回收率７４． ５％，其中初中６７份，占４１． ６％，小学８２份，
占５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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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处理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封闭题和半封闭题的数据，另一部分为开放

题的数据。对于封闭题和半封闭题的数据，输入电脑，使用ＳＰＳＳ１６． ０统计软件集中分
析。对于开放题的数据，归纳后进行分类处理。
　 　 （四）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问卷调查法本身的不足，对问卷中所反映出的
问题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详细资料，尽管在被调查者填写问卷之前有填写辅导，但仍可能
存在出现主观、随意的情况。二是在样本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偏颇和不足，如小学２轨的
学校仅６所（占７． ４％），初中２轨的学校仅２所（占３％），因此有些结论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三是所调查的学科课时系数尽管是一个客观的数据，但它是否合理，本研究未能
验证。

　 　 二、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１． 学校规模与班级学生数
就学校规模而言，８２所小学中４轨及４轨以上的学校６１所（占７４． ４％）。而６７所

初中里，６轨以上的学校占据半数，其次为３轨、４轨的学校。可见，小学以４轨以上为
主，初中以６轨以上为主。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２轨的都只占较低比例。

表１　 小学学校规模
学校规模 ２轨 ３轨 ４轨 ５轨 ６轨 ６轨以上
学校数量 ６ １４ ２２ ５ １２ ２２

百分比 ７． ４％ １７． ３％ ２７． ２％ ６． ２％ １４． ８％ ２７． ２％

表２　 初中学校规模
学校规模 ２轨 ３轨 ４轨 ５轨 ６轨 ６轨以上
学校数量 ２ ９ ９ ８ ５ ３４

百分比 ３％ １３． ４％ １３． ４％ １１． ９％ ７． ５％ ５０． ７％

从班级学生数来看，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班额以３６ － ４５人最为集中，小学班额在
这一范围的接近半数，初中更是接近６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小学班额在４５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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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达３７％，而在３０人一下的不到１０％，初中班额在３０人以下的更是没有，看来，班级
学生数仍然偏多（表３、表４）。

表３　 小学班级学生数
班级学生数 ３０人以下 ３０ － ３５人 ３６ － ４５人 ４５人以上
学校数量 ５ ８ ３７ ３０

百分比 ６． ２％ ９． ９％ ４５． ７％ ３７％

表４　 初中班级学生数
班级学生数 ３０人以下 ３０ － ３５人 ３６ － ４５人 ４５人以上
学校数量 ０ １４ ４０ １３

百分比 ０％ ２０． ９％ ５９． ７％ １９． ４％

２． 教师性别、年龄与职称
就教师性别来看，８２所小学中，教师共６５２２人，其中男教师１７１０人（占２６． ２％），

女教师共４８１２人（占７３． ８％）。６７所初中共有教师５８１１人，其中男教师２４５８人（占
４２． ３％），女教师３３５３人（占５７． ７％）。可见，在义务教育阶段，女教师明显多于男教师，
这在小学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教师年龄情况来看，小学和初中的分布差异不大，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分布于
３１ － ４５岁这一年龄段的都是最高的，接近６０％，３０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和４５岁以上的老
教师人数比较平均（图１、图２）。

从教师职称情况来看，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中级职称的教师都占主体，小学的中
级职称超过７０％，初中接近半数。高级职称的比例，二者显示出差异，小学具备高级职
称的较少，仅为７％，初中则接近３０％。总得来说，初中教师职称结构比较合理，而小学
教师高级职称比例偏低（图３、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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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任教师配置基本情况
小学专任教师总数为６２３３人，学生总数为１０４０００人，班级总数为２４９８。据此，生

师比约为１７∶ １，师班比约为２． ５∶ １。在初中教师配置方面，专任教师总数为５４８７人，
学生总数为６４３００人，平均生师比大约为１２∶ １。但是就各个初中学校自身情况而言，
生师比的差异较大，生师比最小的约为５∶ １，最大的为１６∶ １。初中平均师班比为３． ４
∶ １，大多数学校的班师比均落在此范围内，只有少数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师班比最大
的为７∶ １，最小的为１． ２∶ １。
　 　 （三）非教学人员配置情况

小学教辅人员总数为２５８人，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总数为１１８人，安保人员总
数为２６８人。专任教师与教辅人员比例为２４∶ １，各校差距不大。学生与心理健康和卫
生保健人员比例为８８１∶ １，学生与安保人员比例为３８８∶ １。

初中教辅人员总数为５２１人，专任教师与其的平均比例为１０． ５∶ １，但这个比例在
初中各学校也存在明显差异。比例最小的为１． ７∶ １，即学校中大约两个专任教师就会
配置１位教辅人员。而比例最大的为５８∶ １，也就是１位教辅人员要为５８位专任教师
服务。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共１２７人，学生与其的平均比例为５０６ ∶ １，在各学校
中，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配置较好的为７３∶ １，配置最差的为２１７３∶ １。安保人员共
２３６人，学生与其的平均比例为２７２∶ １。各校情况最好的为３１∶ １，最差的为９３０∶ １。

总的来说，从比例上来看，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在小学和初中都比较欠缺，而
初中在教辅人员和安保人员的配置上表现出较大的校际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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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师资实际使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来看，小学在专任教师、教辅人员、心理健康与卫生保健人员、安保人员

的实际使用上普遍不足，最为缺乏的是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不足的学校高达
８５． ２％，其次是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这两类不足的学校都在６０％左右。

调查结果显示，初中在心理健康与卫生保健人员、教辅人员和专任教师的配置也不
足，最为缺乏的是心理健康与卫生保健人员，不足的学校接近７０％，教辅人员不足的学
校接近５０％，专任教师不足的学校接近４０％。

因此，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配置明显不足，初中和小学的心理健康与卫生保
健人员最为缺乏，其次就是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而初中的教辅人员不足显得更为迫在
眉睫，这可能与初中需开设大量实验课程有关。
　 　 （五）教师工作量
１． 课时系数
教师的教学工作包括课堂教学、备课、作业批改、课外活动、个别辅导、考试评价以

及其他工作。小学教师以４０分钟为一个标准单位，以每周教学工作总量除以每周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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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来计算，可得出每一个学科教师的课时系数。如某小学语文教师每周要上１０节语文
课，但教师除了课堂教学外，还需要备课、批改作业等，其一周实际的教学工作量约为４８
节课，其课时系数为４８ ／ １０ ＝ ４． ８。

从调查统计可以看出（表５），在小学阶段，平均课时系数最高的是语文教师，达到
４． ８４，其次是数学教师，达到４． ４０，再次是英语教师，达到４． １３。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语文、数学、英语教师课时系数的标准差都在２． ０以上，说明
不同学校的语、数、外老师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部分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远远超
过平均水平。

除语文、数学、外语之外，其他学科的课时系数都在２． ０以上，最低的为体育和音乐
学科，均为２． ０７，说明每一个学科的教师实际教学工作量都在２倍以上，且分布比较集
中，标准差都较小。

值得关注的是，在小学阶段，综合实践活动、地方与校本课程的课时系数相对较高，
均为２． ３３，仅次于语、数、外和科学，说明教师为了这些课程能够更好地得到开发和实
施，花费了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

表５　 小学课时系数统计表

学科 平均课时
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６８． ３％集中区间
下限 上限

品生／品社 ２． １６ １． ００ ６． ２０ １． ００ １． １６ ３． １７

科　 学 ２． ４１ １． ００ ５． ５０ １． １７ １． ２４ ３． ５８

语　 文 ４． ８４ １． ４０ １７． ４０ ２． ５２ ２． ３２ ７． ３６

数　 学 ４． ４０ １． ３０ １６． ６０ ２． ２３ ２． １７ ６． ６４

英　 语 ４． １３ １． ３０ １０． ５０ ２． ００ ２． １３ ６． １３

体育与健康 ２． ０７ １． ００ ６． ４０ １． ００ １． ０８ ３． ０７

美　 术 ２． ３２ １． ００ ６． ００ １． ３０ １． ０２ ３． ６１

音　 乐 ２． ０７ １． ００ ６． ００ １． １３ ０． ９４ ３． ２０

综合实践活动 ２． ３３ １． ００ ７． ００ １． ０９ １． ２４ ３． ４２

地方与校本课程 ２． ３３ ０． ５１ ９． ００ １． ３６ ０． ９８ ３． ６９

（注：６８． ３％集中区间是指平均数的正负一个标准差之间的区间）
对于初中而言，首先，学科课时系数的层次比较明显。英语、数学的课时系数分别

为４． １７和４． ０７，为第一层次；语文、物理、化学的课时系数分别为３． ９８、３． ８５、３． ７７，为第
二层次；历史、思想品德、生物、地理分别为２． ７４、２． ７３、２． ５６、２． ５５；最后一个层次是美
术、体育、音乐、地方与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数据表明，英语、数学、语文、物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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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５门学科教师教学工作量比较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课程比较难，另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教师配置不足。地方与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的平均课时系数最低，分别为
１． ９８和１． ８６，说明初中学校普遍在这两门课程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其次，所有
学科的课时系数标准差都相对较小。统计显示，课时系数标准差最大为１． ８７，最小为
０． ７７，说明各初中校同一学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差异不显著。

表６　 初中课时系数统计表

学科 平均课时
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６８． ３％集中区间
下限 上限

思想品德 ２． ７３ １． ００ ５． ５０ １． １０ １． ６３ ３． ８３

语　 文 ３． ９８ １． ２０ ８． ６０ １． ４６ ２． ５２ ５． ４４

数　 学 ４． ０７ １． ２０ ８． ８０ １． ５７ ２． ５０ ５． ６４

英　 语 ４． １７ １． ２５ ８． ６０ １． ６３ ２． ５４ ５． ８０

物　 理 ３． ８５ １． ００ ９． ００ １． ６６ ２． ２０ ５． ５１

化　 学 ３． ７７ １． ００ ７． ６０ １． ５０ ２． ２７ ５． ２６

历　 史 ２． ７４ １． ００ ６． ５０ １． １１ １． ６３ ３． ８６

地　 理 ２． ５５ １． ００ ６． ６０ １． １７ １． ３８ ３． ７２

生　 物 ２． ５６ １． ００ ５． ８０ １． １２ １． ４３ ３． ６８

体育与健康 ２． ２６ １． ００ ７． ００ １． ２２ １． ０４ ３． ４７

美　 术 ２． ４３ 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 ８７ ０． ５７ ４． ３０

音　 乐 ２． ２３ 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 ７９ ０． ４４ ４． ０１

综合实践活动 １． ８６ １． ００ ４． ００ ０． ７７ １． ０９ ２． ６３

地方与校本课程 １． ９８ １． ００ ５．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２． ９７

（注：６８． ３％集中区间是指平均数的正负一个标准差之间的区间）
２． 教师实际周工作量
教师在学校的实际工作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包括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班主任工

作等。从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小学教师的平均实际周工作量为２１． ５９课时，但各校存
在差异，标准差达到１１． ０４；初中教师的平均实际周工作量略高于小学，达到２３． ０１，各校
同样存在差异，标准差为１２． ５８。小学教师每周在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中的工作量平均
达到６． ９３课时；初中教师每周在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中的工作量平均达到７． ７０课时。
小学班主任周工作量平均为９． １６课时，初中班主任周工作量平均为９． ６４课时。

从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教师的周实际工作量、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还是班主任
工作，初中教师都要高于小学教师。统计同样显示，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班主任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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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表７、表８），这说明但凡做班主任的老师，都要投入几乎同样
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一项工作上，对于教师而言，班主任工作的压力仅次于教学工作，
图７、图８反应出教师的工作时间分配情况。①

表７　 小学教师实际周工作量
标准课时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教师平均实际周工作量 ２１． ５９ ２． ００ ４９． ７０ １１． ０４

每周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量 ６． ９３ ． １４ ４０． ００ ６． ３４

班主任周工作量 ９． １６ １． ００ ２０． ００ ４． ８２

校长管理工作约合教师周课时量 ２９． １３ ３． ００ ９６． ００ ２２． ５３

副校长管理工作约合教师周课时量 ２３． ９３ １． ００ ７７． ００ １７． ９９

中层干部管理工作约合教师周课时量 ２０． ３０ ３． ００ ６０． ００ １４． １０

表８　 初中教师实际周工作量
标准课时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教师平均实际周工作量 ２３． ０１ ３． ００ ５４． ００ １２． ５８

每周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量 ７． ７０ ． ８０ ４４． ００ １０． １７

班主任周工作量 ９． ６４ １． ００ ３５． ００ ５． ９５

校长管理工作约合教师周课时量 ２６． ３２ ５． ００ ８４． ００ １８． ２６

副校长管理工作约合教师周课时量 ２２． ２９ ６． ００ ７６． ００ １６． ０１

中层干部管理工作约合教师周课时量 １８． ４２ ４． ００ ６７． ００ １４． １９

从调查结果来看，小学校长管理工作约合每周２９． １３课时，初中校长管理工作约合
每周２６． ３２课时；小学副校长管理工作约合每周２３． ９３课时，初中副校长管理工作约合
每周２２． ２９课时；小学中层干部管理工作约合每周２０． ３０课时，初中中层干部管理工作
约合每周１８． ４２课时。管理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单从管理工
作这一维度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工作量要明显高于副校长，副校
长在学校管理中的工作量又要明显高于中层干部，而中层干部在学校管理中的工作量
又明显高于教师每周常规组织和管理工作与班主任工作量之和。无论是校长、副校长
还是中层干部，小学行政人员的工作量都略高于初中行政人员，这可能与学校的人员配
置情况有关，初中配置的行政人员数量要高于小学（表９、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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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统计仅限于既教学又兼班主任工作的教师。



　 　 （六）校长与中层干部配置情况
统计表明，小学配置校长与副校长的平均数为３． ３３，配置中层干部的平均数为８．

１８。但这种配置又与学校规模紧密相关，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学校，配置的校长和中
层干部就越多（图９）。其中６轨的小学配置的校长和中层干部不符合总体趋势，这可能
与６轨学校的选样有关（仅占小学总样本的１４． ８％），存在偶然性。值得提及的是，校长
与副校长配置中最大值为７，中层干部配置的最大值为２５，与总体水平相差太大，说明
部分学校在配置干部时存在随意性。

表９　 小学校长与中层干部配置情况统计表

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
学校规模

２轨 ３轨 ４轨 ５轨 ６轨 ６轨以上
校长与副
校长人数 ３． ３３ １． ００ ７． ００ ２． ２５ ２． ８９ ３． １５ ３． ８ ３． ０８ ４． ０６

中层干部人数 ８． １８ ４． ００ ２５． ００ ５． ２５ ８． ３３ ９． ２５ １２． ００ ９． ６７ １２． ５９

初中校长与副校长配置的平均数为３． ５４，中层干部配置的平均数为８． ７１。初中学
校干部的配置同样与学校规模有关，与小学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图１０）。与小学相比，
初中的副校长和中层干部配置数量要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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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初中校长与中层干部配置情况统计表

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
学校规模

２轨 ３轨 ４轨 ５轨 ６轨 ６轨以上
校长与副
校长人数 ３． ５４ １ ７ ２． ２ ３ ２． ７１ ３． ２ ４． ２

中层干部人数 ８． ７１ ２ １６ ４． ５ ５． ８ ７． １ ７． １ ７． ４ １０． ６

（注：学校规模２轨的校长人数缺失）

　 　 三、思考与建议

　 　 （一）关于专任教师的配置建议
１． 小学教师在性别比例和职称比例上应适当考虑平衡。就性别比例而言，当前女

性教师和男性教师的比例约为３∶ １，女性教师数量明显高于男性教师，因此，建议逐步
增加男性教师在小学教师队伍中的比例，能大体实现男女性别比例平衡。就职称比例
而言，当前小学教师中具备高级职称的比例偏低，仅占７％，建议这一比例增加到１０％
比较合适。
２． 对于课时系数比较高的学科，要增加１倍教师。对于小学而言，语文、数学、英语

三个学科的课时系数明显偏高，都超过４． ０，对于初中而言，英语、数学、语文、物理、化学
的课时系数也偏高，都在４． ０左右，这些学科的课时系数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这就意味
着，假定一位小学语文教师每周上１０节课，那么，其一周为了完成１０节课需要花费的
时间为：

（４０分钟）（１０节课）４． ８４ ＝ １９３６分钟≈３２． ２７小时
以每周５天工作日计算，每天仅教学工作就需花费：
（３２． ２７小时）／（５天）≈６． ４５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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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常规组织与管理工作、班主任工作的话，那么这些教师几乎都要超负荷
工作。从统计来看，这些学科的教师数量增加１倍，其工作量才能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工
作量大体达到一致。
３． 配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地方与校本课程专任教师。统计数据反应出，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校本课程等，由于要进行课程开发，因此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
在小学阶段尤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从开放题的回答看，当前这些学科的教师主要都是
兼职教师，很难全身心投入进来。因此，建议能为小学和初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地
方与校本课程配置专任教师，从课时系数来看，由于这些课程的课时系数与音乐、美术
课程接近，因此这些教师的配置数量可以参照学校音乐教师或美术教师的数量。
　 　 （二）关于非教学人员的配置建议

在非教学人员的配置中，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亟待补充。小学的学生与心理
健康和卫生保健老师的比例高达８８１∶ １，初中高达５０６∶ １。从开放题的回答来看，普遍
认为这一比例在３００∶ １甚至２００∶ １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平均来看，每所学校还需要在
原有基础上增加２到３倍的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

对于初中而言，除了心理健康和卫生保健人员，教辅人员也非常缺乏，当前专任教
师与教辅人员的平均比例为１０． ５ ∶ １，被调查的初中学校有近半认为学校教辅人员不
足。因此，建议对于初中要增加教辅人员的配置，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建议，专任教师与
教辅人员的比例达到８∶ １比较合适，根据这一建议推算出，当前初中平均还需要再增
加３名教辅人员，当然，对于不同规模的学校应有所区别，规模越大的学校，所需增加的
教辅人员数量就越多。
　 　 （三）关于校长与中层干部的配置建议
１． 任副校长或中层干部的人员尽量不兼班主任工作。统计表明，无论是小学还是

初中，副校长和中层干部在管理工作中的工作量相当于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而副校长和
中层干部本身又都兼有教学任务，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量相当于普通老师教学工作
量的两倍，如果再兼任班主任工作必然会不堪重负，因此，建议学校副校长与中层干部
不兼班主任工作。
２． 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的比例控制在１∶ ３∶ ９比较合适。通过调查发现，小学

校长和副校长比例平均为１∶ ２． ３３，校长和中层干部比例平均为１∶ ８． １８；初中校长和副
校长比例平均为１∶ ２． ５４，初中校长和中层干部比例平均为１∶ ８． ７１。考虑到小学校长、
副校长和中层干部的管理工作量都要高于初中，而其原因在于其行政人员配置数量低
于初中，因此，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配置来减轻行政人员的工作压力。一般来说，校长、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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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中层干部的比例控制在１∶ ３ ∶ ９左右比较合适，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
学校规模达到６轨甚至更大，那么所配置的副校长和中层干部也应酌情增加。当然，当
前执行的绩效工资会对领导干部的配置产生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对绩效分配方案
进行调整，在不影响普通教师绩效分配的情况下增加领导干部的配置。
３． 严格控制学校行政人员数量，杜绝因人设岗的现象。从调查反馈的情况看，学校

中层干部的配置存在随意情况，最多的一所学校配置了２５名中层干部，接近平均水平
的３倍，这很可能是由于在配置干部过程中因人设岗。因此，建议在干部配置过程中能
加强监督，做到规范化与制度化，严格按照学校规模设置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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