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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07 年秋季教育部 6 所高校开展师范生免

费教育之后，2010 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直属师

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实施办法（暂行）》的文件[1]，规定从 2012 年开始 6 所

高校对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满一学期后申

请免试攻读在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的 学 生 进 行 职

后 的 再 教 育，这 就 为 提 升 免 费 师 范（以 下 简 称“免

师”）毕业生的理论素养、反思能力，培养优秀教师和

教育家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但到目前为止，针对在

这项政策下免师学生读研动机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而深入研究免师毕业生的读研动机，对于教育主管

部门了解学生学习的需求，改进其培养模式，提升

其培养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我们开展了针

对部属 6 所师范院校英语专业 2007 级和 2008 级

免师学生读研动机和学习需求的调查。

一、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1）免师毕业生的读研动机有哪些？ 其特点是

什么？

（2）读研动机在性别、读研的入学年份、学校类

型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研究对象

我们于 2013 年 7~8 月在全国 6 所部属师范类

大学的外语专业共发放问卷 680 份，其中英语专业

的有效问卷 622 份，有效率为 91.5%。 在这些有效的

调查对象中，2013 级学生 470 人，占总人数的 75.65%；

2012 级学生 152 人，占总人数的 24.4%；男生 69 人

（占 11.1%），女生 552 人（占 88.7%）①。 各校按照抽

样 人 数 的 多 少 排 序 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西 南 大 学

（163）、陕西师范大学（152）、华中师范大学（148）、华

东师范大学（79）、东北师范大学（73）和北京师范大

学（7）。 其中，有 4 名男生和 5 名女生自愿接受了研

究者的深度访谈。

3.问卷设计

本研究在参考了相关研究问卷的基础上 [2-6]，结

合免师学生特点，并根据前期访谈结果设计了“外语

专业免费师范生攻读硕士学位情况调查问卷”。问卷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包括性别、所教

语种等；第二部分由 40 个题项组成。 问卷采用李克

特六点量表计分（从“6=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我的情

况”，到“1=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我的情况”）。 问卷

最后一部分为开放性问卷，主要考察教师在读硕士

的 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对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项

英语专业免费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硕士
学位动机实证研究

刘宏刚

摘要：采用自编问卷对来自教育部直属 6 所师范院校英语专业的 622 名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免费师范

毕业生进行了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动机主要有求知兴趣等 7 种类型；社会责任动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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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建议。

二、研究结果

1.读研动机类型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的主轴法来抽取因子，
具体使用的是直接斜交转轴法，因子负荷的阈值设定

在 0.30，经 过 10 次 因 子 分 析，最 终 删 除 15 个 题 目

后自然析出 7 个因子，KMO=0.889（χ2=3.385E3，df=
300，p=0.000），非 常 适 合 因 子 分 析 ，累 计 解 释 方

差 率 为56.59%。 各题项的共同性在 0.32 以上，各因

子的信度值在 0.524~0.836 之间，各项指标说明因子

分析结果可信度较高（详见表 1），问卷的整体信度达

到 0.899。
因子 1 与获取“学术信息”有关，这其中既包括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轴法直接斜交旋转的 Pattern（structure）矩阵

因子 1
学术信息

获取动机

an22 我 想 通 过 读 研 获 得 更 多 的 学 术

前沿信息

0.656
（0.778）

an14 我 想 通 过 读 研 得 到 名 家 在 学 术

方面的指点

0.590
（0.711）

an17 我想通过读研查找到更多、更新

的学术/教学资料

0.533
（0.673）

an38 我 想 通 过 读 研 得 到 名 家 在 教 学

方面的指点

0.509
（0.659）

an16 我 选 择 读 研 是 为 了 给 今 后 自 己

的职称评定增加砝码

an30 有读研的经历，大家会高看我

an11 读 研 能 为 今 后 自 己 仕 途 的 发 展

增加筹码

an37 读研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

an5 读 研 的 经 历 可 以 增 加 我 在 学 生

中的威信

an25 我 读 研 的 目 的 之 一 是 写 一 两 篇

像样的论文发表

an35 我 读 研 的 目 的 之 一 是 为 了 申 报

各级别科研课题

an28 我 读 研 的 目 的 之 一 是 为 以 后 考

博做准备

an7 将 所 学 的 最 新 教 学 理 念 与 单 位

同事分享

an12 将 所 了 解 的 学 术 前 沿 信 息 与 单

位同事分享

0.694

0.595

0.558

0.593

0.686
（0.674）

0.485

0.654
（0.705）

0.573

0.646
（0.681）

0.488

0.486
（0.633）

0.541

0.432
（0.549）

0.458

-0.682
（-0.696）

0.518

-0.577
（-0.691）

0.613

-0.538
（-0.568）

0.347

-0.911
（-0.923）

0.858

-0.792
（-0.825）

0.723

因子 2
竞争需求

动机

因子 3
学术成果

获取动机

因子 4
社会责任

动机

因子 5
学校情境

动机

因子 6
重要他人

动机

因子 7
求知兴趣

动机

共同性

an26 师大外院有教学名师，因此我回

来读研

-0.761
（-0.840）

0.773

an19 师大外院有知名学术专家，因此

我回来读研

-0.672
（-0.794）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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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0 师大是国内知名大学，因此我回

来读研

an33 周围朋友/同事/同学的鼓励是我

读研的主要原因之一

an39 同一届的本科同学选择读研，我

也就这么做了

an27 家 人 的 鼓 励 是 我 读 研 的 主 要 原

因之一

an32 读研有助于提高我的教学水平

an4 读 研 可 以 提 高 我 在 外 语 教 学 和

科研上的反思能力

an24 我想充实/提高自己， 所以我选

择读研

an1 来师大读研是我的一个夙愿

累计解释率（%） 30.449
内在信度 0.837

-0.539
（-0.712）

0.638

0.715
（0.721）

0.578

0.425
（0.484）

0.324

0.387
（0.459）

0.339

-0.717
（-0.773）

0.625

-0.640
（-0.724）

0.563

-0.515
（-0.640）

0.478

-0.417
（-0.566）

0.476

39.013 43.937 48.417 51.530 54.281 56.591 -
0.793 0.684 - 0.857 0.543 0.719 -

an34 外语专业是师大的名牌专业，因

此我回来读研

-0.603
（-0.716）

0.576

从多渠道获取学术前沿信息（22 题）、教学资料（17
题），也包括得到指导教师，特别是所在学院名师、名

家在学术和教学上的帮助与指点（14、38 题），因此

命名为“学术信息获取动机”，这在以往研究中未系

统提及。
因子 2 与教师读研的竞争需求有关。 一方面学

生读研后获得的学位证和毕业证能够成为日后他们

个人提干、职称评聘的强有力的竞争砝码，从这个角

度来说读研带给教师的文化资本可以增强教师的竞

争 力 [7]；另 一 方 面，读 研 也 可 以 赢 得 他 人 的 尊 重（5
题、30 题）、带给教师荣誉感（37 题），而读研给教师

带来的这些象征资本也是教师竞争力的一种体现[7]，
“因为在学校，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同行说你

不好你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读研对我来说至少能够

让大家重视我，以后也有说话的力度”（A 同学访谈

记录），因此为“竞争需求动机”。 该动机与以往研究

中的职业晋升动机 [4，8]、职业发展动机 [9]以及竞争需

求动机[3，10]有着相似之处，然而不同的是本研究中的

竞争需求动机所提到的读研的象征意义是在以往研

究中并未提及的。

因子 3 反映学生想通过读研获取一些学术 成

果，如发表文章（25 题）、申请课题（35 题）和为今后

的考博做准备（28 题），因此命名为“学术成果获取

动机”。
因子 4 体现了教师希望能将学到的知识与原单

位同事分享，体现了一种回报单位培养，服务大家的

社会责任感，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社会责任动机”。
这与前人发现的服务社会动机相类似 [4，8，11-13]，不同

的是这里的社会责任所指向的范围不是前人研究的

个体所在的社区或者整个社会，而是具体到教师所

在单位的教学/学术共同体。
因子 5 反映了学生所在学校的声誉等客观环境

对他们读研动机的激发作用。 参与调查的六所部属

院校均为国内师范类的知名高校，因此拥有一大批

教学、科研上的顶尖专家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

了学生回到母校读研；另外，外语专业基本上是各

院校的名牌专业，这也是吸引学生读研的一个原因，
因此将其命名为“学校情境动机”。

因子 6 所反映的读研动机与被试周围的同学、
朋友、家人有关。 可能是他们的鼓励、督促使被试能够

注：（）内的为结构矩阵的因子负荷值；小于 0.30 的负荷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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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力来攻读硕士学位，因此命名为“重要他人动机”。
因子 7 反映了教师渴望通过读研来提高其教学

水平、科研能力和反思能力。 然而，其内心强烈要求

提高自我、充实自我的求知欲，则体现了教师在学习

过程中的一种认知兴趣，这与认知兴趣[14]、求知兴趣[9]

动机以及专业成长动机类似[3，9-10]，故命名为“求知兴

趣动机”。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中的学校情境动机、

学术信息获取动机和学术成果获取动机是以往研究

中较少提到的。 攻读硕士学位是教师学术求索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学术相关的目的体现得比较明

显，这就使得学习动机更具有学术色彩。
2.读研动机特点分析

为了清楚地显示学生读研动机的特点，我们计

算了不同类型动机的均值和标准差。 由于本研究是

李克特量表的 6 点计分，因此理论中值选择在 4（=
有点同意）。

从总体上看，学生有较为强烈的学习动机（M=
4.64，SD=0.69），这反映了免费师范生在工作一年后

回到学校渴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达到提升自

己、回报社会等多元的学习愿望。 在以往的研究中，
有研究表明，中小学教师渴望在通过进修提高学历

层次的同时，亦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能够教好

书， 而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出台正满足了他们的这种

需求。 在访谈中 B 学生提到“我们免师的学生好多

也想读研，比如我就想通过读研给自己提供一个更

好的平台，增加理论知识，以后当老师了，也能更好

地服务于教学。 但当时入学的时候看到我们毕业不

能考研，我差点都绝望了。后来毕业的时候听说有这

个政策，我高兴了好一阵，因为我们读研不用考试，
说实话我们也没时间复习，中学教学紧张你也知道。
而且毕业是双证！ 所以我觉得国家是想着我们这些

免师学生呢！ ”（B 同学访谈记录）由此可见，读研政

策为在中小学一线工作的免师毕业生们提供了一个

提升自我的平台，满足了学生渴望进步的愿望。
从各个子动机的均值得分看，免师生的读研动

机有如下具体特点：
（1）强烈的求知欲。 研究结果显示，免师生的求

知兴趣动机较强（M=4.98，SD=0.74），希望能够获取

更多的学术成果。 这说明他们读研的主要动力是内

在求知兴趣，以往研究证实了这一点[9，2-4]。 免师生教

师希望在读研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学术信息 （M=
4.73，SD=0.84），这其中“想通过读研查找到更多、更

新的学术/教学资料（17 题）” 的愿望最为强烈（M=
4.91，SD=0.83），同时他们也有较强的“得到名家在

教学方面的指点”的愿望（M=4.74，SD=0.98）。 这突

出反映了免师生在中小学教学的过程中缺少 指 导

自己教学的理论和教学资料，缺少名师在教学方面

指点的现状，而读研则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

的机会。 他们在学校情境动机方面得分也较高（M=
4.11；SD=0.99），因为 6 所部属院校均为国内师范类

的知名高校，拥有一大批教学名师、科研专家，而学

生回到各自母校读研，可以满足他们获取前沿学术

信息、得到名家指点的愿望。 学生 C 在访谈中也从

一个侧面回应了学术信息获取和学校情境两种动机

较高的原因：“我来读研的目的之一是找与教学相

关的理论。我发现英语语法教学在中学还是翻译加

上举例子、造句子这样的老一套，我也不知道到底该

怎么教。趁着有这个读研的机会，我要好好利用一下

母校的图书资源，找母校的大牛老师请教一下。 ”（C
同学访谈记录）

（2）迫切的竞争需要。竞争需求动机在子动机排

序上位列第三（M=4.27，SD=0.85），这说明学生将读

研看作是获取竞争资本的一个有效途径，其中读研

是为了职称评定增加筹码（16 题）得分最高（M=4.82，
SD=1.01），其次是为自己的仕途增加助力（M=4.51，
SD=1.16）。 这与已有研究相似[2-4]。 读研还可能增加

免师生在学生中的威信（M=4.36，SD=1.11）。 这是在

以往研究中所没有提到的。

表 2 读研动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动机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M） 标准差（SD）
动机总体 2.74 6.43 4.64 0.69
求知兴趣 1.75 6.00 4.98 0.74
学术信息获取 2.25 6.00 4.73 0.84
竞争需求 1.60 6.00 4.27 0.85
学校情境 1.50 6.00 4.11 0.99
社会责任 1.00 6.00 3.86 1.07
重要他人 1.00 6.00 3.76 0.94
学术成果获取 1.00 6.00 3.66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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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弱的外界影响动机。 社会责任动机、重要

他人动机和学术成果动机这三类外界影响动机的得

分不高，这可能与目前中学科研环境、教师自主意识

的增强有一定的关系。在目前的中小学教学中，教师

之间共享研究成果、互相切磋的氛围还需要进一步

增强。在氛围好的单位，教师可能具有较为强烈的社

会责任动机，因为他们与人分享自己学习成果的同

时也会得到别人的回馈，这就可能会强化教师的社

会责任动机。 目前的中小学在对外语教师的评价体

系中，论文的发表、项目的申请还未列入主要的评定

指标，而教学能力高低、教学水平的好坏则是衡量外

语教师的一个重要标尺。在访谈中，学生们均提到所

在学校十分重视教学质量，惯于用分数说话。陕西师

范大学的 D 同学在访谈中提到：“我们是省重点中

学，学校很重视考试分数，评职称的时候就看成绩说

话，你发不发文章无所谓。再说现在中学老师有几个

会写文章、能申请项目的？ 到时候凑个数，花钱买个

文章凑数就行。”（D 同学电话访谈记录）周围的重要

他人对免师生选择读研的影响不大，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读研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内在的兴趣和他们 强

烈的求知欲望；另外一方面说明他们具有较强的自

我判断和选择能力，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衡量自

己是否确实需要读研。

3.读研动机的差异性分析

以性别、读研的入学年份、学校类型为自变量，

以不同类型学习动机为因变量，对动机的差异性进

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在学校所在位置

和目前所在年级两个变量上，某些动机存在显著性

差异。 在性别变量上则不存在动机上的显著差异。

（1）社会责任动机的学校类型差异。任教于市区

和县镇学校的免师毕业生在社会责任动机上存在显

著差异（t（232）=2.354，p=.019），市区学校教师的社

会 责 任 动 机（M=3.75，SD=1.03）要 显 著 高 于 县 镇 村

的教师（M=3.21，SD=1.13）。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 B
同学在访谈中提到：“我是来自县城一般中学的教

师，我们那里对于你出去读不读研根本不关注，甚至

不愿意让你去读研，周围老师也不关心你学到啥理

论、啥学术的，他们只关心成绩，所以我们平时也不

交流，没啥教研活动，领导也不鼓励我们读研，也没

有给我指派分享信息的任务。 所以我读研啥的都是

我自己愿意的，回去分享也没啥用，还是老老实实教

课吧”。（笔者问：“那和大家分享教学上的收获么？”）

“没这想法，领导没让，我总不能去得瑟吧。 ”（B 同

学访谈记录）同样来自该校的 C 同学工作于长春市

的某重点高中，该校是全国名校，在他的访谈中提到：

“我们那里重视教学，也重视科研，虽然没法和大学

比，但是领导鼓励我们把学到的新东西和大家分享，

比如外出开会啥的。像我这样出来读研，领导是支持

的，而且还给我说回去把最新的信息给大家共享一

下，氛围挺好的。 ”（C 同学访谈记录）从这两段对话

中我们不难推断出，造成社会责任动机差异的原因

可能是教师所在学校的管理及其学术科研氛围。 重

点中学的生源好，升学率不是唯一的目标，那里的

教师发展的空间和氛围要好于一般中学；而县乡镇

中学的头等大事是学生的成绩，是高考的分数，教师

的所有精力都放在提高升学率上。 因此，教师学术

能力的发展就无法实现，继而也就未能形成一个可

以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的机制和氛围。

（2）竞争需求动机的年级差异。在竞争需求动机

上，高年级（2012 级）和低年级（2013 级）的免师生存

在显著差异（t（263）=-2.45，p=0.015），即高年级学生

得 分（M=4.25，SD=0.79）要 普 遍 高 于 低 年 级 学 生 得

分（M=4.11，SD=0.77）。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级的增

长，学生们可能更看重读研的价值。顺利毕业获得文

凭对高年级的免师生来说能够带来自尊心上的满

足，而他们获得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能为他们职

称晋级等提供助力。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 A 同学在

访谈中提到：“我任教的学校是一所位于直辖市重点

区的重点中学，竞争激励，周围同事都是研究生，所

以我得赶紧读一个学位。再说这评职称多重要啊。我

工作两年多了，刚评职称，评的时候才知道，还得看

你 有 没 有 文 章 ，或 者 你 是 不 是 研 究 生 ，这 时 候 我

才体会到读个研究生心里踏实啊。 ”（A 同学访谈

记录）

由调查数据可知，发现免师毕业生读研以强烈

的内在求知欲为主。学校情境动机、学术信息获取动

机、 学术成果获取动机是不同于以往同类研究的新

的动机类型。 学校情境动机体现了免师读研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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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要特点， 即学生要回到母校继续攻读学位，

而各部属院校 的 雄厚师资和软硬件条件则是吸引

学生回母校读书、查找学术信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

也是免师学生读硕和以往研究中提到的中小学教师

在职读研的一个重要区别[2，3，15]。 学术信息和学术成

果获取动机体现了免费师范生读研的学术性特征。

学术信息获取动机也反映了免师生迫切需要用理论

知识来武装自己，迫切希望在教学方面得到名家指

点的现实需要。

三、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免师毕业生读研动机具有多元化

的特点，因此高校研究生主管部门应当从课程内容、

授课时间安排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为学生发展创造

环境。 参考相关文献[16]，结合本研究的发现，笔者提

出如下建议：

1.增强授课内容的实践性

免师生具有强烈的求知兴趣动机和学术信息获

取动机，他们渴望了解理论，更想知道理论如何指导

实践。因此笔者建议在教学内容上，教师要在精讲理

论的同时，结合一线教学的实例，或者请学生提出相

关的研究问题，展开研讨，这样可以更贴近教学实

际，也更能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的特点。教师要在学生

讨论结束之后给予一定的反馈，要做到有启、有发，

有始有终，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帮助学生提升对问题

的反思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考虑发挥学生自身的

作用。学生可能在教学中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因而也

就会带着同样的问题来到教育硕士的课堂以寻求合

理的解决方案。 可以在讨论中增加学生之间经验分

享的环节，对于共性的问题，教师要进行引导和启

发，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这样既能促进学 生

对本学科问题的思考，为毕业论文寻找合适的选题，

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枯燥的理论课堂

活跃起来。 最后，笔者认为要请一线有经验的老师

走进课堂，在介绍教学经验的同时，回答学生提出与

教学相关的共性问题。 这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撰写论

文提供灵感，促进学生的思考；另外一方面，也能给

学生树立榜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合理安排授课时间

据笔者的了解，在集中面授的 20 天时间里，免

师生们基本上是被“整天灌”，中间休息调整时间有

限，课程学习强度大，自主学习反思的时间少，这在

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学习动机。 如果在进一步

合理安排课程的基础上，能够将专业课和公共课间

隔进行，即上一两门公共课，再上专业课，但课程之

间的相关性要较强，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的教

育学理论等公共课的知识与英语学科专业课知识相

结合，加深他们对学科理论的理解，同时也能帮助

他们尽早进入科研状态，为今后毕业论文的选题做

好铺垫。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将半天和一天的课程

交替进行，这样既可以缓解学生的疲劳，也能给他们

提供更多思考与本学科教学相关问题的时间，最终

也能为生生与师生之间的交流创造有利的条件。

3.加强网络课程建设

目前教育硕士生的课程设置是以网络课程和集

中面授相结合方式进行的，网络课程灵活性、便利性

等特点对教育硕士生的培养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对

于网络必修和选修课中存在的反馈不及时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发挥在校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的

优势，聘请他们作为课程助教帮助任课教师解决一

部分问题，以增强反馈的及时性。 对于反映较为集

中的问题，交由网课主讲教师处理。还可以将集中面

授课程的部分内容放到学习平台上， 供学生在网络

上学习， 这样教师可以在面授的时候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重点问题的讲授上。

4.以解决实践问题为毕业论文选题导向

对于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而言，他们通过撰写

毕业论文，学会将自己的研究兴趣、教学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以及自己观察到的学生学习外 语 的 表 现 等

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性问题，学会运用一定的研究

手段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对研

究结果进行解读，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学生

的毕业论文要更加注重实践性而非理论性。 考虑到

他们的特点，笔者认为，对他们的毕业论文应更注重

考查是否通过一定的方法，并结合相关理论解决了

某一个实践中的问题。 因此，在学科专业课以及英

语科研方法课上，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用理论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毕业论文中要强化学生理论联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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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小节的百分比数据来自本研究开放性问题的统计结果，有 496 人回答了这部分问题。

际、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针对免师生提出的撰写论文所用语言的问题，

笔者建议让学生用汉语撰写论文，用英语撰写基于

论文的 “大摘要”（即对文章每一部分都要有所概

括，字数在 5000 字左右），答辩的时候用英语。 英文

答辩、撰写“大摘要”体现英语学科特点，让学生时刻

不忘提高语言水平；用汉语撰写论文对于学生来说

更能学以致用，“使免费师范毕业生具备先进的教育

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较强的教育教学实

践反思能力”。这样做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学生中还

有一部分是从其他语种转行而来教英语的老师，对

他们来说这样既能考查他们的英语基本功，督促他

们不断提高英语水平；同时又给他们在论文写作中

以自信，最终亦达到了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

此外，根据本研究的访谈以及学生最后一部分

的开放性问卷结果来看，有 21.93%的学生反映所在

的学校不支持读研①。 中小学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充

分意识到，经过一年的教学工作，免师毕业生具有强

烈的自我提升的愿望，应当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支

持他们读研，使其在深造后能够为学校教学质量的

提高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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