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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能否出高徒0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吴秋翔!琚运婷!崔
!

盛

!摘
!

要"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以获得过各级各类教学奖项的老师作为

识别名师的依据"通过研究获奖教师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验证了$名师出高徒%这

一传统观念#研究发现"获奖教师对所教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

学习成绩指标来看"名师的确能够出高徒&而教师所教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平均成绩

等因素不具备对教师获奖的预测作用"从因果推断的角度来说"排除了给$名师%分

配$高徒%的影响偏误#从解释机制来看"名师对教学方法的重视与运用是其影响学

生成绩的机制之一"他们多采用师生互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来促进教学的

有效性#有鉴于此"在教师的终身发展中应重点关注他们关于有效教学方法的培养"

同时进一步完善教师荣誉制度建设"将教学方法与教学成效作为名师评价和选拔的

有效指标#

!关键词"名师&教师荣誉制度&学习成绩&教学方法

一+引言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名师出高徒*!在传统观念中!人们认为)名师*无论

在立德+立言+立行!还是立业方面!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

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在建构中!好的老师无

疑将影响学生一生的发展%所以!家长们执着于寻找那些)名师*!希望自己

的孩子成为其)高徒*%那么!哪些教师是)名师*0 我们通常把名师视作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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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但是每个人心中好老师的标准千千万万!他们可能有许多共性特征!但

他人很难直观+简洁地表述什么是)名师*!什么是)好老师*%一般情况下我

们可以这样认为!)名师*属于好老师这个大范畴!但许多好老师未必有名%

()"@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其中明确提出要)提升教

师社会地位%加大教师表彰力度%大力宣传教师中的2时代楷模3和2最美教

师3%开展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表彰!重点奖励贡献突出

的教学一线教师%做好特级教师评选!发挥引领作用*%实际上!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逐步通过各类奖项来构建教师荣誉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帮助我们

直观地找到那些教学)名师*!那些获得了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奖项的老师们很

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容易识别的名师!奖项给这些老师贴上易于识别的标

签%所以!本文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828/450.6,$-.%J.-8%E5<98

=

!

简称
*/JE

#数据!释疑开篇提问名师能否出高徒!重点探讨这些获奖名师对

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怎样的影响0 如何产生影响0 以及什么样的老师获得了

奖项成为名师+他们究竟与普通教师有什么样的不同等问题%

二+教师荣誉制度的相关研究

为保护优秀教师资源!世界各国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教师荣誉制度!给优

秀教师颁发各类奖项!对卓越教师及其成就予以奖励!如美国的)国家年度教

师*"

'.6,$-.%Y8.0+8<$36+8[8.<

#+英国的)年度教师奖*"

Y8.0+,-

M

V:.<42

#+澳大利亚的)教师国家成就奖*"

W826'.6,$-.%V0+,89818-6U

=

.

Y8.0+8<

#+新加坡的)卓越教师总统奖*"

J<82,48-6\2V:.<43$<Y8.0+8<2

#等

"罗明煜!

()"I

$施克灿!

()"A

#%教师荣誉制度发展至今!在入选教师资格+

评选程序和奖励办法上均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标准和体系!获得荣誉的教师一

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在职业动机+教学能力+性格特质和心理状态等

方面表现卓越!被普通教师视为教学专业成长的典范%

以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为例!该奖项旨在表彰国内基础教育界的优秀教

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教育事业的作用及其未来发展!每年选拔
"

名教师!

由美国总统颁奖%在评选资格上!教师人选为
c?"(

教师!须具备四种素

质&鼓舞任何背景与能力的学生学习$赢得学生+家长+同事的尊敬与仰慕$

在学校+社区都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泰然自若+口齿清晰且具有处理繁

重事物的能力%此外!他们还需遵守一个约定!即获得荣誉之后必须继续留

在教学岗位上%在评选程序上!申请人需提交三封推荐信和一份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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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要阐述八个议题!主要包括个人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和当前

教育问题%在奖励上!除)美国国家年度教师*

"荣誉外!获奖教师将获得一

年带薪假期!在此期间作为教育界的形象大使对本国的教育事业进行巡回演

讲"王文娥!

()")

$龚兵和周俊
()"D

#%

而在我国!教师荣誉的历史相当悠久!在古代已有教师相关的荣誉制度!

例如我国伟大教育家孔子被封为)万世师表*!其弟子也获得孔门四圣+先贤+

先儒等荣誉%然而当时教师并未被视为一项专门职业!专门的教师荣誉制度

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形成"施克灿!

()"A

#%在制度上!我国,教师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均对教师荣誉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

定!从法律上奠定了教师荣誉制度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

年#-提出)国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教授和教育工作者设立荣

誉称号*!从教育发展政策上对教师荣誉做出相应安排%在名目上!相关奖项

包括)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

育工作者*)特级教师*)教书育人楷模*)宝钢教育奖*)曾宪梓教育奖*等%

以特级教师为例!这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名师*选拔+表彰和认定制度%

">!D

年我国产生第一批特级教师!

">A@

年经由邓小平同志提议!教育部与国

家计划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对特级教师的评

选目的+评选对象+评选条件+奖励办法和评选办法等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拉开了)名师*制度化的序幕"金连平!

()""

#%

">>>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制定的,面向
("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

催化了从省市到县乡镇乃至学校各等级)名师工程*方案的出台!掀起)名师*

选拔和培养的热潮%因此!获得各级各类教学奖项的教师可以被看成)名师*!

从其选拔标准到奖励形式都看中)名师*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应%

目前!教育领域对名师的研究多集中在四个方面!包括名师的特征"程大

琥!

()))

$邓光明和冉泊涯!

()")

#+名师个人发展与成长"王铁军和方健华!

())!

$郭华!

())@

$方健华!

()""

#+名师培养"鲁林岳!

())>

#以及名师效应

"邢润川!

())(

#!并且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名师案例开展的质性研究%总体

上讲!研究者们认同个性化+创新性的教育主张或思想是名师的核心专业素

养及评判标准!具体可体现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质量+产生

的引领示范作用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其成长和培养是内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

"

相关背景参见
*$5-0,%$3*+,83E6.68E0+$$%O33,08<2

!)

VU$566+8'.6,$-.%Y8.0+8<

$36+8 [8.< J<$

M

<.1

*!

+66

X

&((

:::G0022$G$<

M

(

-.6,$-.%Z68.0+8<Z

=

8.<Z

X

<$

M

<.1Z$5<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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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名师在教学及其效果上有更为积极的表现"张建!

()"!

#%但已有研究以名

师个体的案例研究与思辨性研究为主!对名师教学及其社会效应的实证研究

相对匮乏!同时大多数名师效应的文献都是建立在)名师出高徒*这一假设之

上的研究!而对假设本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此!本文探讨的)名师*主要是指根据专业标准和程序选拔受到国家

和社会认可的优秀教师!教师获得的相关教学奖项可以作为识别)名师*的直

接途径%通过对获奖教师的实证研究!本文试图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名师

是否能教出更好的学生0 二是名师如何对学生及其学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0

以此来回答获奖名师与学生学习成绩间的关系!探究名师与普通教师相比有

何卓越之处%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

心设计与实施!以
()"F?()"I

学年为基线!包含初中一年级"

A

年级#和初中

三年级"

>

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使用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

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

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

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

所学校+

IF@

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
(

万名学生%

*/JE

数据中对
IF@

个班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课任教师进

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教师的个人信息+教学情况以及教学观念等!同时还有

调查教师是否因教学成绩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级+县"区#等奖励!

" 可

以较好地支持本研究的开展%

#二$描述统计

从图
"

获奖教师的分布情况来看!样本中教师获得各级各类教学奖励的

比例较高!其中语文获奖教师比例达
AF&>!b

!数学获奖教师比例达

AI&@Fb

!英语获奖教师比例达
DD&IFb

!大部分教师以获得县"区#级奖励为

主!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层次越高所获奖项的教师数量越少%

$

"

$

由于获得校级奖项教师较多!且校级教学奖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教学名师的概念!

故本研究将获得县"区#级以上奖项的教师作为获奖教师!而校级与未获任何奖励教师列

为普通教师%

教师同时获得多个层级的奖励!以其获得最高层次的奖励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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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获奖教师分布情况

!!

从表
"

获奖教师与普通教师的个体特征来看!三门科目教师呈现较为一

致的特征分布%相较于普通教师!获奖教师中的男性比例更高$获奖教师教

龄较长!平均教龄在
"D

年以上!而普通教师仅为
""

年$但从学历上来看!

获奖教师高学历比例低于普通教师!特别是在英语科目上相差
">&(@

个百分

点$从职称来看!获奖教师高级职称比例明显高于普通教师!中级职称比例

人数接近$从各科平均成绩来看!无一例外获奖教师所教班级的平均成绩显

著高于普通教师!语文成绩高出
F&@(AI

分!数学成绩高出
F&I@)(

分!英语

成绩高出
F&F@"D

分$从班级学生平均认知能力来看!获奖教师所带学生的认

知能力更高!说明他们的学生质量相对更好%总结而言!虽然获奖教师的学

历不如普通教师!但他们的教龄更长!职称更高!所教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认

知能力更好%从描述统计来看!似乎)名师出高徒*的结论是成立的%然而!

在教学实践中也有可能存在给)名师*配备)高徒*的情况!因此二者之间的因

果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

四+名师能否出高徒0

名师能否出高徒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即检验获奖教师能否对学

生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作用%实证研究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参考相关

文献!本文在控制教师个体特征+学生个体及家庭等因素导致的班级差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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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获
奖
教
师
与
普
通
教
师
的
描
述
统
计

变
量

语
文
获
奖
教
师

语
文
普
通
教
师

样
本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样
本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性
别
（
男
＝
１
）

３
１
７

０．
２
７
４
４

０．
４
４
６
９

０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６
９
６

０．
３
７
７
０

０
１

教
龄

３
１
５

１
７．
８
４
４
４

８．
３
１
７
６

０
４
５

１
１
２

１
１．
５
８
０
４

８．
３
１
１
１

０
３
２

学
历
（
高
等
教
育
本
科
及
以
上
＝
１
）

３
１
９

０．
４
０
１
３

０．
４
９
０
９

０
１

１
１
２

０．
５
９
８
２

０．
４
９
２
５

０
１

兼
职
（
是
＝
１
）

３
１
６

０．
１
８
０
４

０．
３
８
５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２
６
１

０．
３
３
３
５

０
１

高
级
职
称
（
是
＝
１
）

３
１
７

０．
２
４
６
１

０．
４
３
１
４

０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６
１

０．
３
２
１
８

０
１

中
级
职
称
（
是
＝
１
）

３
１
７

０．
７
３
１
９

０．
４
４
３
７

０
１

１
１
２

０．
７
４
１
１

０．
４
４
０
０

０
１

语
文
原
始
分

３
２
６

８
３．
９
７
５
１
１
６．
６
５
０
６
３
０．
１
８
１
８
１
２
７．
９
１
４
３

１
１
２

８
０．
１
４
７
８
１
６．
５
２
４
９
２
８．
３
１
５
８
１
１
８．
９
０
９
１

认
知
能
力
标
准
分

３
２
６

０．
０
１
２
８

０．
４
９
７
６

－
１．
３
５
１
７
１．
７
６
９
６

１
１
２

－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５
０
４
０

－
１．
３
９
０
２

１．
３
１
２
６

变
量

数
学
获
奖
教
师

数
学
普
通
教
师

样
本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样
本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性
别
（
男
＝
１
）

３
２
８

０．
４
２
３
８

０．
４
９
４
９

０
１

１
０
８

０．
３
２
４
１

０．
４
７
０
２

０
１

教
龄

３
２
１

１
７．
８
１
３
１

７．
６
１
３
５

２
４
７

１
０
６

１
１．
６
６
０
４

８．
３
５
０
５

０
３
３

学
历
（
高
等
教
育
本
科
及
以
上
＝
１
）

３
２
２

０．
４
２
５
５

０．
４
９
５
２

０
１

１
０
７

０．
５
９
８
１

０．
４
９
２
６

０
１

兼
职
（
是
＝
１
）

３
１
９

０．
２
６
６
５

０．
４
４
２
８

０
１

１
０
６

０．
０
７
５
５

０．
２
６
５
４

０
１

高
级
职
称
（
是
＝
１
）

３
２
６

０．
２
３
３
１

０．
４
２
３
５

０
１

１
０
６

０．
１
３
２
１

０．
３
４
０
２

０
１

中
级
职
称
（
是
＝
１
）

３
２
６

０．
７
４
８
５

０．
４
３
４
６

０
１

１
０
６

０．
７
０
７
５

０．
４
５
７
１

０
１

数
学
原
始
分

３
３
０

７
８．
９
４
６
４
２
２．
１
４
７
１
２
０．
５
３
５
７
１
３
６．
８
５
７
１

１
０
８

７
５．
４
６
６
２
１
９．
９
５
５
８
２
１．
５
５
５
６
１
２
１．
７
０
５
９

认
知
能
力
标
准
分

３
３
０

０．
０
１
４
６

０．
５
０
２
３

－
１．
３
９
０
２
１．
７
６
９
６

１
０
８

－
０．
０
２
６
８
０．
４
８
９
１

－
１．
３
０
１
１

１．
３
８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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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书书书

续
表

变
量

英
语
获
奖
教
师

英
语
普
通
教
师

样
本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样
本
量

均
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性
别
（
男
＝
１
）

２
８
６

０．
１
２
９
４

０．
３
３
６
２

０
１

１
４
３

０．
０
８
３
９

０．
２
７
８
２

０
１

教
龄

２
８
６

１
６．
９
５
１
１

７．
６
８
９
９

１
５
０

１
３
８

１
１．
３
８
４
１

８．
８
０
９
７

０
３
８

学
历
（
高
等
教
育
本
科
及
以
上
＝
１
）

２
８
６

０．
３
７
７
６

０．
４
８
５
６

０
１

１
４
２

０．
５
７
０
４

０．
４
９
６
８

０
１

兼
职
（
是
＝
１
）

２
８
０

０．
０
９
２
９

０．
２
９
０
８

０
１

１
４
１

０．
０
４
９
６

０．
２
１
８
０

０
１

高
级
职
称
（
是
＝
１
）

２
８
７

０．
２
１
２
５

０．
４
０
９
８

０
１

１
４
３

０．
０
４
２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０
１

中
级
职
称
（
是
＝
１
）

２
８
７

０．
７
７
０
０

０．
４
２
１
５

０
１

１
４
３

０．
７
７
６
２

０．
４
１
８
２

０
１

英
语
原
始
分

２
９
５

７
９．
６
８
７
７
２
１．
８
０
８
６
２
９．
４
４
８
３
１
３
７．
８
１
０
３

１
４
３

７
６．
３
０
６
２
２
１．
８
６
２
１
２
３．
７
７
７
８
１
３
０．
２
１
０
０

认
知
能
力
标
准
分

２
９
５

０．
０
４
３
１

０．
４
８
３
９

－
１．
１
５
３
４
１．
７
６
９
６

１
４
３

－
０．
０
７
５
４
０．
５
２
１
０

－
１．
３
９
０
２

１．
０
６
８
０

　
　
注
：
获
奖
教
师
样
本
为
获
得
县
（
区
）
级
以
上
教
学
奖
的
教
师
集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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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名师能否出高徒#

A!

!!!

及所在学校差异三部分变量的基础上"姚远和张顺!

()"D

$张凌!

()"D

$陈纯

槿和郅庭瑾!

()"A

#!具体探究获奖教师是否对班级平均成绩产生显著作用%

模型如下&

I6$*#

%

!

,

;

#

)

<

#

"

F#:0*4

%

!

,

<

#

#

J

/

E

J

!

%

!

,

<

#

$

I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对应班级!同时也是
%

班对应的任课教师!

1

为语数英三科%因

变量为班级学生各科平均成绩"

E0$<8

#!核心自变量为是否为获奖教师

"

78:.<4

!是
"̀

#%考虑到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分别控制

三组相关变量!第一组为教师个体特征变量"

e

]

#!包括教师性别"男
"̀

#+

教龄+教师教育程度"高等教育本科及以上
"̀

#+教师兼职"如兼任班主任等

行政职务!是
"̀

#+教师职称"参照组为没有职称#以及教学科目"参照组为英

语#等$第二组变量为班级相关变量"

N

2

#!是学生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产生

的班级差异!包括班级学生性别比"男
"̀

#+年级"九年级
"̀

#+独生子女比

"独身子女
"̀

#+班级平均认知能力"标准化#+班级父亲与母亲接受过高中及

以上教育的比例"接受
"̀

#+家庭经济条件比例"参照组为困难#+班级人数+

班级本县学生比+班级农业户口学生比+班级流动人口比以及所在年级是否

按照成绩分班"是
"̀

#等变量$第三组为学校相关变量"

'

6

#!考虑到不同学

校的学生成绩可比性比较低!通过控制学校质量特征来解决这一问题"吴愈晓

等!

()"A

#!包括学校质量"参照组为中等及以下#+学校区位"中心城区
"̀

#

等变量%

从表
(

的回归结果来看!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稳定的正向影响!

获奖教师的学生成绩更高%在控制教师个体特征时!获奖教师的效用下降并

不明显%在控制了班级+学校差异的情况下!获奖教师效用存在较大幅度的

降低!其中学生成绩与其认知能力高度相关%但是!获奖教师的影响依然显

著存在!其效用在
"&>F!

分左右!说明即使考虑了教师个体差异+学生及其

家庭因素导致的班级差异及学校差异!获奖教师仍然存在一些我们无法解释

的效用!对学生成绩产生积极影响%分科目来看!获奖教师的正效应也较为

稳定!特别是在语文+数学教师样本中!其影响分别在
(&>AI

分与
F&A(I

分!

远高于英语老师%可见在分科目样本中!英语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较

弱!也反映出在不同科目中获奖教师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研究并没有发

现教师自身的特征!如教龄+教育程度+职称等变量对学生成绩产生一致的

显著作用%从回归结果总体来看!)名师*的确能够出)高徒*!即使在控制了

学生认知能力的情况下!结果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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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表
"

!

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

!

$ #

"

$ #

A

$ #

D

$ #

Q

$ #

R

$ #

O

$

BC$

语文 数学 英语

获奖教师
F&D!>

$$$

F&IIA

$$

"&>)(

$

"&>F!

$

(&>AI

$

F&A(I

$

)&)(@"

"

"&(!)

# "

"&FI"

# "

"&"FI

# "

"&"FD

# "

"&D>)

# "

(&"A"

# "

(&)(A

#

教师性别
?@&)A)

$$$

?F&I>)

$$$

?F&!)!

$$$

?I&FD(

$$

?I&>I!

$$$

?)&(!F

"

"&F@)

# "

"&">"

# "

"&">F

# "

"&A>I

# "

"&@D>

# "

(&A>D

#

教龄
)&)FF@ ?)&)F(> ?)&)FF( )&)))F(F ?)&""" ?)&)D""

"

)&)@DI

# "

)&)AF@

# "

)&)AF@

# "

)&")@

# "

)&"FI

# "

)&"I"

#

教师教育程度
D&")@

$$$

"&(D) "&(D" )&!I! (&F!> )&FA"

"

"&(F)

# "

"&"()

# "

"&"(F

# "

"&D>)

# "

(&)D)

# "

(&)""

#

教师兼职
(&DF) (&!(A

$

(&!F)

$

"&"I@ (&)(@ !&@)I

$

"

"&D)D

# "

"&FD@

# "

"&FD>

# "

"&>!A

# "

(&("F

# "

F&(>(

#

教师职称"高级#

>&F(!

$$$

?(&"I( ?"&!@! ?"&(DA ?"&I!F ?F&AD"

"

F&)!"

# "

(&D@)

# "

(&A)@

# "

I&)I)

# "

I&>)A

# "

!&)>)

#

教师职称"中级#

!&>>!

$$

?"&>"@ ?"&FA) ?)&>AA ?I&I"! ?)&F"(

"

(&!)D

# "

(&()"

# "

(&((@

# "

F&I))

# "

I&"!F

# "

F&>F)

#

语文教师
I&AF(

$$$

I&!@A

$$$

I&!@I

$$$

"

"&FAD

# "

"&"!!

# "

"&"!!

#

数学教师
)&DFI ?)&)D!@ ?)&)D">

"

"&IF(

# "

"&())

# "

"&())

#

学生性别
?"@&IF

$$$

?"@&DA

$$$

?@&">A ?()&"@

$

?F)&))

$$$

"

!&AAD

# "

!&A@D

# "

@&IDF

# "

")&ID

# "

")&!>

#

年级
F&I@I

$$$

F&IDI

$$$

")&"D

$$$

F&>FA

$$

?F&D!I

$$

"

)&>>D

# "

"&))(

# "

"&I!@

# "

"&@)D

# "

"&@IF

#

独生子女
D&FA!

$$

D&FIA

$$

I&A!D !&)FI >&DD"

$

"

F&)A(

# "

F&)@(

# "

I&!!)

# "

!&!""

# "

!&D)@

#

认知能力
"D&)(

$$$

"!&AI

$$$

""&>"

$$$

"D&!I

$$$

"A&@"

$$$

"

"&F@F

# "

"&F>D

# "

(&)F@

# "

(&!AF

# "

(&!")

#

父亲教育程度
!&A"( D&!FI ""&)! D&D!! )&>((

"

A&)"(

# "

A&)!!

# "

")&II

# "

"(&A!

# "

"(&@I

#



第
"

期 名师能否出高徒#

AA

!!!

续表

#

!

$ #

"

$ #

A

$ #

D

$ #

Q

$ #

R

$ #

O

$

BC$

语文 数学 英语

母亲教育程度
")&@) >&">I "&FI" "(&"! "D&"(

"

D&@F!

# "

D&>)!

# "

")&"D

# "

"(&I(

# "

"(&D(

#

家庭经济条件
?")&!D ?"(&A! ?D&FI" ?"(&)D ?((&A(

"富裕# "

>&IAD

# "

>&DF(

# "

"I&">

# "

"A&D(

# "

"A&FD

#

家庭经济条件
)&III ?)&ID" "&AAI ?F&AF" ?"&FFD

"中等# "

I&F)D

# "

I&FI@

# "

D&I(A

# "

A&@D(

# "

A&>>"

#

班级人数
)&"!I

$$$

)&"FD

$$$

)&)@)A )&)@(> )&(F@

$$$

"

)&)I">

# "

)&)II)

# "

)&)DFD

# "

)&)A@(

# "

)&)@F)

#

班级本县学生
@@&>)

$

AD&)@ D@&FD DI&>D >F&@!

"

I>&@F

# "

!)&A(

# "

AD&)D

# "

>(&(D

# "

>"&@F

#

班级农业户口学生
D&!))

$

A&"">

$$

""&)I

$$

D&()( I&@()

"

F&FA)

# "

F&I)@

# "

I&>(>

# "

D&"AF

# "

D&F)F

#

班级流动人口学生
>F&)F

$

@)&>F A(&AI DD&@" ")"&A

"

I>&>A

# "

!)&AI

# "

AD&"I

# "

>(&F(

# "

>"&@A

#

成绩分班
"&(@( "&"@( (&(A) )&>!> "&"A)

"

"&"(>

# "

"&"IF

# "

"&D!"

# "

(&)>!

# "

(&)>D

#

学校质量"最好#

(&@!F (&A)F F&D>I (&!(@

"

"&@("

# "

(&DD(

# "

F&FFF

# "

F&F"A

#

学校质量"中上#

"&FA! )&>>I F&"I" )&FF(

"

"&F(F

# "

"&>II

# "

(&F>!

# "

(&IF)

#

学校区位
)&D@) "&)IF ?)&)@!( "&AF"

"

"&F)>

# "

"&>)A

# "

(&F@F

# "

(&IF(

#

常数项
AA&(I

$$$

DA&A)

$$$

?("&I( ?>&F(D ?D&@DA >&)(( ?()&!@

"

"&)DF

# "

(&!D)

# "

I>&@F

# "

!)&!!

# "

A!&>A

# "

>"&FI

# "

>"&@@

#

样本量
"

!

F"I "

!

(II "

!

(() "

!

(() I"" I)! I)I

7

(

)&))D )&)@F )&FAA )&FA> )&FAD )&I"> )&IIF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X'

)&)"

!

$$

X'

)&)!

!

$

X'

)&"

%

考虑到教师获得的奖项层次不同!研究区分不同层次获奖教师与那些没

有获奖的教师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检验获得不同层次奖项的教师是否存在

稳定一致的结果%从表
F

中我们发现!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产生一致的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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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应!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荣获国家级+市级及县"区#级教学奖励

的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较为显著!且获国家级奖励教师的班级平均成绩比

普通教师的高
!&I@"

分左右!效用最为明显%但是!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

况下!仅获得县"区#奖项教师依然存在显著影响!而获得更高级别奖项教师

的影响被消除了%从这个结果来看!名师对学生成绩的显著影响更多地是在

县"区#一级教师当中反映出来!这部分获奖教师群体人数较多!对结果的影

响权重也更大%而那些获得更高级别荣誉的教师!例如国家级教学名师可能

对学生成绩的正效应并不那么明显!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表
A

!

不同获奖级别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

!

$ #

"

$ #

A

$ #

D

$ #

Q

$ #

R

$ #

O

$ #

F

$

BC$

国家级获奖 省部级获奖 市级获奖 县#区$级获奖

获奖教师
!&I@"

$$

(&"(! )&D>I "&"(@ F&)FD

$

)&F>" I&")"

$$$

F&""A

$$

"

(&F>@

#"

(&"AI

#"

(&(F!

#"

(&"IF

#"

"&!>I

#"

"&I(I

#"

"&I)F

# "

"&(@D

#

控制变量
[82 [82 [82 [82

常数项
AA&(I

$$$

?F&A(AAA&(I

$$$

"A&(I AA&(I

$$$

(>&@) AA&(I

$$$

!&>()

"

"&)!>

#"

@"&("

#"

"&)F)

#"

@F&(A

#"

"&)@F

#"

DD&I(

#"

"&)(>

# "

DI&A(

#

样本量
I!" I(D ID" IFF DA! DFD A@A AIF

7

(

)&)"( )&IF! )&))) )&I"D )&))! )&I!! )&)"" )&F!>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X'

)&)"

!

$$

X'

)&)!

!

$

X'

)&"

%

综上!从名师影响来看!获奖教师对所教班级学生的平均成绩具有显著

的正效应!在控制了包括学生认知能力等变量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依然稳健!

也验证了名师出高徒这一说法%但是!从获得不同层次奖励的教师影响来看!

那些获得县"区#级奖励的名师对学生成绩的实质作用更为显著!体现了不同

层次奖项对学生成绩的映射关系%当然!教师获奖只是名师的一个可识别特

征!其背后蕴含着获奖教师与普通教师间的某些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就是

其影响学生成绩的关键所在!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五+名师到底有何不同0

#一$什么样的教师能获奖+

为了更准确地推断名师能否出高徒!必须讨论什么样的教师更容易成为

名师%研究采用二元
J<$U,6

模型!探讨哪些教师个人特征将影响其获得教学

奖励!是否存在显著的教师个人特征使得他们成为名师0 同时!研究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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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一个问题!即这些老师获奖是否与当前班级学生能力+学校教育质量有

关!检验是否存在)名师*已经配备)高徒*的情况!如果获奖名师教的都是好

学生!那么我们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所以!研

究还将采用当前教师所教班级学生成绩+认知能力等变量预测教师获奖情况%

模型如下&

F#:0*4

.

!

,

`

#

)

a

#

+

E

+

!

.

!

,

a

"

.

"

(

#

其中!

,

为教师个体!

1

为语数英三科%因变量为是否获得县"区#级及

以上教学奖励"

78:.<4

!是
"̀

#!自变量分为两组!第一组为检验影响获奖

教师的个体因素!包括教师性别+教龄+教师教育程度+教师兼职以及教师

职称%第二组为当前所教学生能力水平变量!包括班级学生平均成绩+班级

学生平均认知能力以及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相关变量出处与模型"

"

#中一

致!并分别在语文+数学+英语样本组中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
I

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一组回归检验中!教龄+教师职称对教师

获奖具有显著的影响!教龄越长+职称越高的教师更容易获奖%这两个变量

虽然简单!但是可以反映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名师一般资历都

比较深+拥有较高职称+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都是对他们教学成绩与

经历的一种认可%而在控制学生能力与学校质量等变量的情况下!没有发现

学生成绩与认知能力对教师获奖产生一致显著的影响!且学校质量的作用不

稳定!说明教师获奖与当前所教班级学生的成绩+认知能力+所在学校教学

质量关系不大%

表
D

!

影响教师获奖的因素

#

!

$ #

"

$ #

A

$ #

D

$ #

Q

$ #

R

$ #

O

$ #

F

$ #

N

$

;-)>.%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性别
)&"D! )&)DAA )&((! )&()D )&"F( )&(>!

"

)&"@D

# "

)&"!F

# "

)&((@

# "

)&">(

# "

)&"!@

# "

)&(F(

#

教龄
EUEAFF

$$$

EUEDOQ

$$$

EUE"EF

$

EUEAN!

$$$

EUEDFA

$$$

EUE""R

$$

"

)&)""(

# "

)&)""A

# "

)&)")D

# "

)&)""!

# "

)&)""@

# "

)&)")@

#

教育程度
?)&()) ?)&")! ?)&(@D

$

?)&()" ?)&"D> ?)&F(D

$$

"

)&"!@

# "

)&"!A

# "

)&"I@

# "

)&"DF

# "

)&"DD

# "

)&"!(

#

兼职
?)&))@>))&!DD

$$$

)&)!D> ?)&)DFD )&!F(

$$

)&)IA)

"

)&">>

# "

)&(")

# "

)&(A)

# "

)&()"

# "

)&(")

# "

)&(AF

#

职称"高级#

EUNAQ

$$

EUFNO

$$

!UOON

$$$

EUNEA

$$

EUOFF

$

!URR!

$$$

"

)&F>(

# "

)&F>I

# "

)&F>A

# "

)&I)I

# "

)&I"(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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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A

$ #

D

$ #

Q

$ #

R

$ #

O

$ #

F

$ #

N

$

;-)>.%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职称"中级#

EUF"A

$$

EUNNA

$$$

!U!RE

$$$

EUORF

$$

EUNA"

$$$

!U!ED

$$$

"

)&F(F

# "

)&F("

# "

)&(>I

# "

)&FFI

# "

)&FFI

# "

)&F)!

#

班级平均成绩
)&))>!@

$$

)&))!(( )&)))F>A)&))>DA

$$

)&))A!> )&)))F!!

"

)&))I!>

#"

)&))F@@

#"

)&))FD)

#"

)&))I>"

#"

)&))IF@

#"

)&))F@A

#

班级平均认知能力
?)&)(@! )&)FFF )&(!) ?)&"F! )&))AI( )&"F"

"

)&"!A

# "

)&"A)

# "

)&"D"

# "

)&"AD

# "

)&">>

# "

)&"@(

#

学校质量"最好#

?)&F"A ?)&(@" )&"AA ?)&F"( ?)&"@A )&(@>

"

)&(F)

# "

)&(">

# "

)&(")

# "

)&(I@

# "

)&(!(

# "

)&(FI

#

学校质量"中上#

?)&I)@

$$

?)&)">" )&(>@

$

?)&F@(

$$

?)&)F>()&F!@

$$

"

)&"A>

# "

)&"A"

# "

)&"!@

# "

)&">(

# "

)&">"

# "

)&"A@

#

常数项
?)&D@"

$$

?"&)F)

$$$

?)&@>!

$$$

)&"@( )&F!) )&(""

?"&"F@

$$

?"&I>)

$$$

?"&"ID

$$

"

)&F"@

# "

)&FIF

# "

)&F)"

# "

)&I)I

# "

)&F(I

# "

)&F)!

# "

)&!F(

# "

)&!"I

# "

)&I!@

#

样本量
I() I"( I"( IF@ IF@ IF@ I() I"( I"(

7

(

)&""FI )&"IA> )&"(@> )&)()F )&))>I )&)"DI )&"(>F )&"!AI )&"I)"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X'

)&)"

!

$$

X'

)&)!

!

$

X'

)&"

%

因此!从实证结果来看!能够成为教学名师的是那些教龄长+拥有较高

职称的教师!他们教学经验更加丰富!教学水平相对较高!而当前教师所教

班级学生成绩+认知能力等因素对教师获奖没有显著影响%结合表
(

获奖教

师对学生成绩影响的结果来看!那些显著影响教师获奖的教龄+职称等变量

并没有对学生成绩产生稳定的正效应!说明影响教师获奖的因素与名师影响

学生成绩的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证实了)名师出高徒*的结论%

#二$名师如何影响学生成绩+

获得奖项只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名师*的显性特征!有研究指出教师业

务素质中包括教学能力+学生观念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反映的是教师胜任

)传道+授业+解惑*者角色的必备特征"马红宇等!

()"(

#!其中包含许多不

可观测的因素与变量!找到这些因素正是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产生作用的影

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解释名师究竟与普通教师有何不同%那么!教学必然

是名师与普通老师差异的关键所在%在
*/JE

调查中!询问了教师对影响学

生成绩的因素的主观看法!

" 从表
!

获奖教师与普通教师的评分结果来看!

"

该题为)就您所教的课程来看!您认为学生的成绩和什么因素有关*!共分为
")

道小题!选项为几乎没有关系"

"

#!有些关系"

(

#!有密切关系"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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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群体仅在教师教学方法的重要性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获奖教师认为学

生成绩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密切关系!且认同度显著高于普通教师%除此之

外!两类教师群体在各题项判断上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异%因此!本研究

推测教师教学方法可能是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产生正向影响的作用来源%

表
Q

!

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

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 获奖教师 普通教师
3

值

学生天赋
(&F()A (&F(@A )&A>!>

学生学习态度
(&>DA> (&>D>A )&@A(I

学生学习方法
(&@FI@ (&@D"! )&(I(D

学生的家庭背景
(&">!F (&"ADF )&D)ID

学生的朋友圈
(&"@IA (&(")! )&I))I

教师的教学方法
(&D@F> (&D))D )&))!(

$$$

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程度
(&!!!( (&I@I@ )&"(>D

教师的薪酬待遇
"&!@ID "&!@)D )&>(D!

学校的管理方式
(&FA!@ (&FDAI )&@"(A

学校的硬件设施
(&)A>@ (&""D) )&(!"F

!!

注&

$$$

X'

)&)"

!

$$

X'

)&)!

!

$

X'

)&"

%

一方面!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名师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国内外教师荣

誉评价中!均把教学方法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特别是在教育教学方法

上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在此过程中积淀的成长智慧正是教学名师教育智

慧的体现"田良臣!

()""

#%另一方面!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教学方

法是影响教学效果的有效指标!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

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得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王道俊和郭文

安!

())>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出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其一便是大力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特别是突出新课程+新教材+

新方法+新技术培训%

("

世纪初!得益于教育改革的推动和教育心理学+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教师开始注重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体验学习

等现代教学形式%有学者认为现代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优于传统方法!

并且多元综合的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优于单一的教学方法"吕红日!

()")

#!课

程+教学资源+教师的计算机应用+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对于学生成绩

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总体上显著"郑太年等!

()"F

#!)基于技术的教学*成

为教师教学新的内涵特征与表现方式"丁钢!

()"A

#!许多文献支持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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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对学生成绩和问题解决能力有显著影响%

所以!为了进一步检验获奖教师的影响机制!本文将教师对教学方法的

重视程度变量加入到回归模型"

"

#中!来判断获奖教师"

78:.<4

#+教学方法

重视程度"

N86+$4

#两个核心自变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I6$*#

%

!

,

;

#

)

<

#

"

F#:0*4

%

!

,

<

#

(

D#-"$4

%

!

,

<

#

#

J

/

E

J

!

%

!

,

<

#

$

I

/

D

I

!

%

!

,

<

#

'

&

/

@

&

!

%

!

,

<"

%

!

,

"

F

#

从表
D

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各模型中加入教学方法重视程度的情况下!

获奖教师的平均效果均有降低!特别是在整体及语文教师的样本中!获奖教

师的影响不显著!作用分别从
"&>F!

降低至
"&@)F

+

(&>AI

降低至
(&D(D

!相

对效应削弱
D&@(b

与
""&Ab

%同时!教学方法对学生成绩存在正向显著的影

响%可见!教师对教学方式越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越高!获奖教师影响学

生成绩的机制之一就是通过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语文教师群体中!

这种作用最为明显%

表
R

!

教学方法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

!

$ #

"

$ #

A

$ #

D

$ #

Q

$ #

R

$ #

O

$ #

F

$

BC$

整体 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英语教师

获奖教师
!UNAQ

$

"&@)F "UNOD

$

(&D(D AUO"D

$

AUOEO

$

)&)(@" )&)"(D

"

"&"FD

# "

"&"I)

# "

"&D>)

# "

"&D>D

# "

(&"A"

# "

(&">)

# "

(&)(A

# "

(&)F"

#

教学方法
!UADR

$

"UQNF

$

)&F>I )&FI"

"

)&AD(

# "

"&II(

# "

"&@>A

# "

"&AD)

#

控制变量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常数项
?>&F(D ?""&"" ?D&@DA ?!&@@I >&)(( F&"FA ?()&!@ ?("&@!

"

!)&!!

# "

!)&@(

# "

A!&>A

# "

AD&>D

# "

>"&FI

# "

>"&A)

# "

>"&@@

# "

>(&(F

#

样本量
"g(() "g("! I"" I)> I)! I)( I)I I)I

7

(

)&FA> )&F@) )&FAD )&FA> )&I"> )&I() )&IIF )&IIF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X'

)&)"

!

$$

X'

)&)!

!

$

X'

)&"

%

因此!研究明确了获奖教师与普通教师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差异来源主要

是由于对教学方法重视程度!在此基础上讨论两类教师群体在各类教学方法

上的具体差异%

" 从图
(

反映的结果来看!普通教师更多地采取单一的授课+

分组讨论等形式!而获奖教师更多采取师生互动的形式!以提升课堂效率%

" */JE

问卷中对教师使用各类教学方式方法进行频率统计!分为从不"

"

#+偶尔

"

(

#+有时"

F

#+经常"

I

#+总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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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使用多媒体投影+互联网+挂图模型海报+个人教学网站或博客

微博等教学媒体的频率也高于普通教师%

!!

注&

$$$

X'

)&)"

!

$$

X'

)&)!

!

$

X'

)&"

%

图
"

!

获奖教师与普通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差异

如前文所述!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上存在局限!制

约了教学对学生成绩的积极影响!而本文的研究表明!获奖教师在教学方法

上敢于突破传统!采用更为现代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开展教学互动时!

更注重教学行为是否有效!考虑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影响!重视在师生互动关

系中实施教学!这些对学生成绩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多媒体辅助教

学手段的运用大大促进了获奖教师教学的有效性%这对本文研究的问题提供

了解释与答案&教学方法的重视与有效运用是名师在教师群体中脱颖而出+

由普通走向卓越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其取得优秀教学效果!即培养出高徒

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总结

综上!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以获得过各级各类教学奖

项作为识别名师的方法!通过获奖教师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来解析)名师出高

徒*这一传统观念与教育现象!并进一步探究名师与普通教师究竟有什么不同%

研究发现!首先获奖教师对所教班级学生的平均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学生的学习成绩更为出色!在控制了学生认知能力等相关变量的情况!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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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用稳健%其中!获奖效用在语文及数学教师群体中更为显著!获得县

"区#级奖励的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更为突出%若从学生成绩这一指标来考

量!)名师*的确能够出)高徒*%其次!影响教师获得教学奖项的显著因素是

教龄与职称!说明教学经验与资历是成为名师的要件之一!而教师当期所带

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平均成绩等因素不具备对教师获奖的预测作用%从因果推

断的角度来说!排除了给)名师*分配)高徒*影响偏误%再次!在影响学生成

绩的因素中!对教学方法的重视是名师与普通教师最大的不同%在加入教学

方法相关变量后!获奖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显著降低!并且教学方式可以

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说明获奖教师影响学生成绩的机制之一就是教学

方法%从具体的教学手段来看!名师们不仅仅采取单纯授课与学生分组讨论

的教学方式!更多地采用师生互动以及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大大促进了他

们教学的有效性%

随着国家教师荣誉体制的完善与名师工程的推动!我们必须冷静思考教

学名师这一现象%学校名师多!往往意味着教育质量高!常常能够吸引优质

生源!这些优质生源亦会助推教育质量!好教师和好学生形成)共振效应*!

带来教育的)良性循环*"王帅!

()"A

#%因此!对名师的打造具有积极价值!

这既是对教师工作成绩的肯定!也能以名师为龙头!进一步带动学校及相关

学科的教学发展%但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国家+省市+县+学校均设置了相

关的教师荣誉制度!但教师荣誉获得的层次主要集中在县级"区级#+校级荣

誉层面!荣誉类别单一!多数与教学+论文发表等相关%各级教师荣誉在功

能定位+分类体系上尚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地方荣誉项目的设置具有极强的

主观随意性!存在荣誉评选交叉重复等问题"王国明和毕妍!

()"@

#%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与培养那些注重教学方法的

教师!并在各类奖项的评选中应以师德师风为评价基准!加强考察教师的教

学方法与教学成效%此外!应当反思时下盲目追捧名师的现象!一方面学校

以拥有大量教学名师为荣!作为一项学校口碑声誉以及教学成绩的象征!大

量的)造星*活动层出不穷!学校抢夺教学名师并加剧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质

量不均衡%另一方面!从国家教师荣誉体制来看!越高级别的奖项所带来的

筛选机制越弱!其依靠的是层层推荐!甚至存在刚性的分配机制!也需要进

一步进行有效的制度完善%

当然!本文仅是基于获奖教师这一较为容易识别的方式来替代名师!同

时也是仅从学生成绩的角度来解释名师对学生的积极影响%未来!相关研究

可以进一步丰富名师的评判标准!对学生成就评价也不仅限于学习成绩!可

以延伸至学生表现的方方面面!同时对于名师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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