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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结构研究
——基于全国10省20市(县)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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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工作时间是指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和巩固教学成效所花费的时间。基于全国10省20市

(县)义务教育教师的调查数据发现：(1)义务教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超过一半的教师日均教学工作

时间超过8小时；(2)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分配中，“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与“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

之比约为2∶1；(3)在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中，备课时间与课堂教学时间之比约为2∶1；在学生面向的教学

工作时间中，作业批改时间与课外辅导时间之比约为5.5∶1；(4)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在学段、城乡、性别等维度

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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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义务教育由机会普及到质量提升的转型

阶段，对影响义务教育质量的核心因素——教师问

题的研究普遍受到关注。教学工作时间及其结构是

衡量教师工作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义务教育学校师

资合理配置的依据。理论上讲，教师的工作量是其

教学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函数，一般我们认为教

师的工作是中等强度的，在此既定条件下，教师的工

作量便可以用其教学工作时间来表达。教师教学工

作时间的多寡与结构问题对义务教育师资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

展研究院对全国10省20个市(县)的中小学教师分层

抽样调查数据，对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教师教学工作

时间的多寡及其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从法律层面看，工作时间指劳动者依照法律规

定进行劳动的时间(我国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现实中，除法律层面的理解外，学界对工作

时间普遍还存在着“实际工作时间”的理解。实际工

作时间指实际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由法定工作时

间与从事相关活动的工作时间组成。对教师职业而

言，工作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其工作量的时间反映，但

对于教师工作时间的构成，学者们有不尽相同的解

读(刘淑兰，2000；李新翠，2016)。但教学作为教师的

最核心工作，均被涵盖其中。

教学工作时间是指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和巩固

教学成效所花费的时间。从教学活动的过程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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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时间由备课时间、课堂教学时间、作业批改时

间和课后辅导时间构成。有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

教师教学工作时间普遍偏长 (国家教育督导团，

2008)。现有研究通常将教学工作时间仅作为一般

意义上的时间尺度来考察，在直观上具有合理性。

但对教师教学各部分工作时间及其关系却鲜有考

察，这正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分析框架

依据教师工作对象的不同，我们将教师教学工

作时间分为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和学生面向

的教学工作时间两个大的维度。前者主要受所任

教班级数量的影响，与班级中学生数量的多寡并无

直接关系；后者主要受学生数量的影响，与任教班

级数量的多寡也无直接关系。在班级面向的教学

工作时间中，主要分析备课时间和课堂教学时间两

个小的维度；在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中，主要

分析作业批改时间和课外辅导时间两个小的维度

(见图1)。

图1 教学工作时间结构及分析框架

如此区分，可以将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与班级

数量、学生数量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而为建立基于教

学工作量均等的校际义务教育师资配置政策提供必

要的数据支持。本文主要探究教师教学工作时间、

班级面向和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及其比例关

系，以及备课时间与课堂教学时间及其比例关系、作

业批改时间与课外辅导时间及其比例关系。

本文从学段、城乡(学校所在地)、性别三个维度

分析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结构，探索当前我国义务

教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在此三个维度上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从而为如何优化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结构

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

三、方法及抽样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抽样说明

本研究采用我们开发的“义务教育教师发展现

状”调查问卷，对全国东中西部10省20市(县)的城乡

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多批次、分层抽样调查，共计调查

初中学校 69所，小学 110所，发放教师问卷 2541份，

回收2541份，在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共计获得有效问

卷 2018份，有效率为 79.4%。有效样本的分布在学

段、城乡和性别等维度与中小学教师结构比例均十

分接近，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二)数据整理

在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的数据收集及整理方面，

我们利用问卷收集到每位教师的周上课节数，然后

通过公式[日均课堂教学时间(小时)=周上课节数×单
位课时(小学40分钟/节，初中45分钟/节)÷5天÷60]计
算获得教师的日均课堂教学时间。而教师的日均备

课、作业批改、课外辅导时间等数据，我们通过让教

师直接填答的方式获得。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可以有

效剔除教师未进行教学工作的学校上班时间，比如

课间休息时间、日常杂务时间等，对教师教学工作时

间进行精确统计。

四、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的总体分析

(一)教学工作时间的总体分布

从总体上看，义务教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偏

长，达到 8.65小时/天，有一半多的教师日均教学工

作时间超过8小时(P50=8.23)，有四分之一的教师日均

教学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1小时(P75=11.33)，工作量总

体处于较高水平。

在班级面向维度，备课与课堂教学时间达到

5.69小时/天，占其教学工作时间的2/3。有一半教师

的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多于等于 5小时 (P50=
5.00)，有 1/4教师多于等于 8小时(P75=8.00)。对比备

课时间与课堂教学时间发现，教师备课时间达到其

课堂教学时间的2倍，甚至约有四分之一教师的这一

比例接近3倍。在学生面向维度，教师日均花费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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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批改和课外辅导上的时间接近3小时，有超过四分

之一的教师超过4小时(P75=4.02)。其中，作业批改时

间接近 2.5小时，占绝对比例，而课外辅导时间则不

足0.5小时，所有样本的课外辅导时间均不超过1小
时，有接近一成(9.4%)的教师从来不对学生进行课外

辅导(见表1)。
表1 义务教育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的总体描述

(单位：小时/天)

教学工作时间

班级面向教学工作时间

备课时间

课堂教学时间

学生面向教学工作时间

作业批改时间

课外辅导时间

M±SD

8.65±3.71
5.69±2.70
3.84±2.59
1.90±0.61
2.89±1.78
2.46±1.76
0.45±0.32

百分位数

P25

5.77
3.47
1.80
1.60
1.57
1.00
0.17

P50

8.23
5.00
3.00
1.87
2.58
2.00
0.50

P75

11.33
8.00
6.00
2.13
4.02
3.60
0.67

不论是班级面向教学工作时间，还是学生面向

教学工作时间，其分布均较为离散，变异系数均大于

30%(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100%)，说明教师教学

工作时间在某些维度可能存在差异。接下来，笔者

将从学段、城乡、性别三个维度进行差异分析。

(二)教学工作时间的差异分析

1.学段维度：中小学教师教学工作时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

均值比较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

较为接近，均略高于 8.5小时，初中高于小学。但差

异检验显示，中小学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的差异未达

显著水平(t=1.319，p＞0.10)。
2.城乡维度：从城市学校到村屯学校，教师的教

学工作时间呈递增趋势

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F=
3.529，p＜0.01)，城市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最

少，比教学工作时间最多的村屯学校教师少 1.5小

时。LSD事后比较显示，从城市学校，到县城/乡镇学

校，再到村屯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呈显著递增

趋势，县城和乡镇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见表2)。
3.性别维度：男性教师教学工作时间显著多于

女性教师

男女教师在教学工作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男

性教师的日均教学工作时间较女性教师多1小时，且

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t=6.768，p＜0.01)。

五、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分析

(一)小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时间显著多于初中教

师，但中小学教师的备课时间差异不显著

总体而言，在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中，中小

学教师不存在显著差异(t=0.348，p＞0.10)。在课堂

教学时间方面，小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时间显著多于

初中教师(t=2.276，p＜0.05)，但初中教师的课堂教学

时间分布更为离散(小学、初中教师课堂教学时间的

变异系数分别为 29.9%、34.4%)。在备课时间上，中

小学教师的差异不显著(t=1.183，p＞0.10)。
(二)城市学校教师的备课时间和课堂教学时间

均显著少于乡镇和村屯学校教师，村屯学校教师的

教学工作时间最长

城乡学校教师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存在显

著差异(F=11.878，p＜0.01)。普遍而言，不论是备课时

表2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教学工作时间各维度比较分析

类别

学段

性别

小学(a)
初中(b)

男教师(h)
女教师(i)

M±SD

8.52±3.68
8.63±3.72
9.21±3.72
8.14±3.62

差异比较

1.319
(n.s)

6.768***
(h＞i)

类别

城乡

城市学校(c)
县城学校(d)
乡镇学校(e)
村屯学校(g)

M±SD

8.04±3.49
8.47±3.72
8.91±3.75
9.61±3.84

差异比较

3.529***
(g＞d＞c；
g＞e＞c)

注：学段和性别维度的差异比较采用 t检验，城乡维度的差异比较采用方差(F)检验；*p＜0.10；**p＜0.05；***p＜0.01；n.s不显
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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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F=3.072，p＜0.05)，还是课堂教学时间(F=78.337，
p＜0.01)，城市学校教师均显著少于乡镇和村屯学校

教师，村屯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最长。另外，一

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城市和县城学校教师的备课时

间是其课堂教学时间的2倍多，但乡镇和村屯学校教

师则不足2倍，并且这一比值表现出从城市(2.07)、县
城(2.07)、乡镇(1.91)，再到村屯(1.72)学校教师逐渐降

低的趋势。

(三)男性教师的备课时间和课堂教学时间均显

著多于女性教师

教师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 (t=7.184，p＜0.01)。不论是备课时间 (t=6.414，
p＜0.01)，还是课堂教学时间(t=3.300，p＜0.01)，男教

师均显著多于女教师。且从备课时间与课堂教学时

间的均值比率看，男教师远高于女教师。

六、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分析

(一)中小学教师的作业批改时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初中教师的课外辅导时间显著多于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显著少于初

中教师(t=-1.644，p＜0.01)。这一差异源于中小学教

师在课外辅导时间上的显著差异(t=2.409，p＜0.05)。
在作业批改时间方面，中小学教师不存在显著差异

(t=1.737，p>0.10)，均接近2.5小时。

(二)城市学校教师在作业批改和课外辅导时间

方面均显著少于乡镇和村屯学校

城市学校教师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显著少

于县域内学校(F=7.946，p＜0.01)。这与在班级面向

的教学时间上的发现具有一致性。不仅如此，城市

学校教师作业批改和课外辅导时间也显著少于乡镇

和村屯学校。

(三)男性教师的作业批改时间显著多于女性教

师，但课外辅导时间无显著差异

男教师的学生面向教学工作时间显著多于女教

师(t=3.988，p＜0.01)，这主要体现在作业批改时间方

面(t=3.754，p＜0.01)。但男女教师的课外辅导时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t=-0.690，p＞0.10)，均只有不足半小时。

七、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超过一半的义务教育教师教学工作时间超过

8小时

义务教育教师的日均教学工作时间为 8.65小

时，有四分之一的教师日均教学工作时间甚至超过

11小时。在构成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的四方面内容

中，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会在学校上班时间完成，除

此之外，教师在学校期间还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

种活动，如学校、班组的会议，班级的管理等，部分备

课以及作业批改工作则要在上班时间之外完成。从

工作量与工作时间的函数关系看，在义务教育教师

工作强度一定的条件下，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教师的

工作量普遍偏高。

2.教学工作时间各部分保持相对稳定比例

均值比较结果显示，义务教育教师教学工作时

间各构成部分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教师班级面向

的教学工作时间与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的比值

趋近 2∶1；在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中，教师的备

课时间与课堂教学时间的比值趋近2∶1；而在学生面

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中，教师的作业批改时间与课外

辅导时间的比值趋近 5.5∶1。尽管教师的教学工作

时间各构成部分总体保持了相对稳定比例，但教师

备课时间与课堂教学时间的比值在城乡与性别维度

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大样本的教师教学工作时

间结构研究适用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区域内学校进行

师资配置的情况，对具象的个体教师的具体某堂课

而言，其教学工作时间结构会因个体的教学经验、课

程安排等情况而存在差异。

3.教师教学工作时间在某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

异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义务

教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并不是整体性的多或者少

的问题，而是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并且在某些维度

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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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学段维度，小学和初中教师在教学工作时

间、班级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

课堂教学时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而小学和初中教

师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

异主要来源于二者课外辅导时间的差异。从相关性

上看，从小学到初中，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和课外辅

导时间显著增加，但其课堂教学时间显著下降。

(2)在城乡维度，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班级面

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学生面向的教学工作时间、备

课、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以及课外辅导时间均存在显

著差异，并且从村屯学校到城市学校，均呈显著减

少趋势。

(3)在性别维度，男女教师除在课外辅导时间方

面无显著差异外，其他工作时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男

教师均显著高于女教师。

(二)政策建议

国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等相关主体应

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教师过大的教学工作量，为

教师教学工作时间结构合理化做出努力。

1.从性别、发展等多维考量增加教师编制

从调查数据看，男女教师的教学工作时间存在

显著差异，男性教师约是女性教师的1.13倍，而在二

胎政策全面放开的情况下，产假等更会缩短女性教

师实际教学工作时间。另外，根据《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规定》，在岗教师的培训时间每五年累计不少于

240学时，新入职教师培训时间应不少于 120学时，

骨干教师也要按要求进行培训。这些培训有些可以

在假期进行，但有些涉及要到中小学校进行影子培

训、参观学习，培训会占用相应教学工作时间。根据

我们的调查，有多于一半的教师日均教学工作时间

超过了 8小时的法定要求，为控制教师教学工作时

间，需要增加教师编制。

2.基于教学工作量均等原则进行校际师资配置

城乡间学校规模差异悬殊，简单按师生比配置

教师显然不利于农村小规模学校。为实现区域内校

际间师资均衡，应基于教学工作量均等原则进行校

际师资配置。具体可以分三步走：(1)确定面向班级

产生的教师工作量与面向学生产生的教师工作量之

比，按此比重将要配置的教师分成两部分。(2)把面

向班级产生的教师工作量对应的教师数量按照区域

内各校班级数量(每个年级至少算成一个班，考虑不

同年级单个班级课程数量)成比例地分配到各校，这

一步保证校际间教师的备课和课堂教学工作量均

等。(3)把面向学生数量产生的教师工作量对应的教

师数量按照区域内各校学生数量(考虑不同年级单

个学生产生的工作量)成比例地分配到各校。这样

可以最大限度保证校际间教师教学工作量均等，保

证校际教师数量盈缺均衡。

3.基于教师工作量进行校际教师绩效工资设计

在实现区域内校际间教师教学工作量基本相等

之前，可以基于教师工作量进行校际教师绩效工资

分配，避免校际差异对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消极影

响。为方便校际教师绩效工资分配，应该将绩效工

资的管理和发放权限上移至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由

其依据县域内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情况来统筹发放

绩效工资，从而有效保障绩效工资对县域内教师工

作积极性调动的公正性。

4.基于分散原则合理规划教师的上课时间安排

在周课时既定的情况下，依照分散原则对上课

时间进行合理安排，这有利于教师保持教学状态，减

少工作压力，对其身心健康会产生相对积极的影

响。为此，学校在课表编排时应尽量缓解教师连续

上课问题，尤其是小学普遍存在一位教师任教多科

的情况，使上课时间安排尽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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