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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存在三种轮岗路径：一是骨干教师从城

市校、优质校到农村校、薄弱校的向下流动，二是教

师从农村校、薄弱校到城市校、优质校的向上流动，

三是教师在同层次学校间进行的同级流动。根据政

策要求，向下流动的目的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即

带动流入校的发展，向上流动的目的是“交流锻炼”，

即提升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同级流动教师则以提升

自己为主，带动学校发展为辅。

本研究立足教师交流轮岗的现实情境，对三种

流动路径教师的轮岗效果及轮岗意愿、工作状态与

轮岗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考察。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研究框架如下页图 1所示。向下流动的效果通

过轮岗教师工作满意度和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

能提升的情况衡量，向上和同级流动的效果通过轮

教师交流轮岗效果及其实现机制
——基于三种流动路径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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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全国范围内5238位教师及其中的909位交流轮岗教师为样本，考察向下流动、向上流动、同

级流动三种不同轮岗的效果及其实现机制。结果表明，向下流动教师带动了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的发

展，向上流动和同级流动教师的个体效能亦得到了增长，且前者的提升显著高于后者。三类教师对轮岗效果

的自我报告均显著高于流入校教师的评价。轮岗教师对其在流入校的工作较为满意，其中同级流动教师的满

意度显著低于向上和向下流动教师。向下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通过轮岗教师在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上的工

作参与，间接促进流入校教师集体效能提升；直接且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参与和工作适应间接促进其工作满

意度。向上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直接且通过其在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提升其教学效能；直

接且通过其在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同级流动的教师直接且通过其在学校发展上

的工作参与和工作适应间接提升其教学效能及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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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教师工作满意度和个体教学效能提升的情况衡

量。为探究教师轮岗效果的实现机制，考察三类教

师的轮岗意愿及在流入校的工作适应和在学生发

展、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对轮岗效果

产生的影响，由此实现“教师轮岗意愿—工作适应

与工作参与—轮岗效果”这一全链条式影响机制的

检验。

根据政策目标、文献基础和研究框架，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H1：向下流动的教师提升了流入校教师集体教

学效能，具有较高工作满意度。

H2：向上流动的教师提升了自身教学效能，具有

较高工作满意度。

H3：同级流动的教师提升了自身教学效能，具有

较高工作满意度。

H4：向下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和流入校适应与

工作参与对轮岗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H5：向下流动教师的流入校适应和工作参与在

其轮岗意愿对轮岗效果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6：向上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和流入校适应与

工作参与对轮岗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H7：向上流动教师的流入校适应和工作参与在

其轮岗意愿对轮岗效果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8：同级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和流入校适应与

工作参与对轮岗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H9：同级流动教师的流入校适应与工作参与在

其轮岗意愿对轮岗效果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二)变量与工具

问卷包含两部分：一是教师及其所在学校的基

本信息，二是教师轮岗意愿、流入校工作适应、工作

参与及轮岗效果。主要变量及测量方法如下页表 1
所示。

(三)研究对象

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教师为研究对象，问卷于

2020年3月到5月发放，共发放问卷5437份，回收有

效问卷 5238份，回收率为 96.34％，其中 909位教师

有轮岗经历。轮岗教师中，男教师 275人(30.3％)，
女教师 634 人 (69.7％ )；5 年及以下教龄教师 59 人

(6.5％)，6～15年教龄教师 301人(33.1％)，16～25年

教龄教师 348人(38.3％)，26年及以上教龄教师 201
人(22.1％)；初级及以下职称教师 215人(23.6％)，中
级职称教师 533 人 (58.6％ )，高级职称教师 161 人

图1 教师交流轮岗效果及其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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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31位(25.4％)属于向下流动，268位(29.5％)
属于向上流动，410位(45.1％)属于同级流动。

(四)信效度分析

通过 Cronbach α检验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情

况，发现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 0.877 和

0.978之间，说明量表信度很好，且具有较好的结构

效度。

二、教师交流轮岗效果及实现机制分析

(一)教师交流轮岗效果的总体分析

就轮岗意愿而言，三类教师得分在 3.64和 3.98
之间，说明教师总体上较愿意轮岗，但意愿有待进一

步提高。其中，向下流动教师的得分(3.98)最高，其

次是向上流动教师 (3.83)，最后是同级流动教师

(3.64)，向上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显著高于同级流动

教师。

就工作适应和参与而言，三类教师在工作适应

上的得分在 3.67和 3.86之间，说明教师总体上较适

应流入校的工作，但适应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

向下和同级流动教师明显好于向上流动教师。三类

教师在学生发展和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得分在

4.40到 4.59之间，在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得分在

3.83到 4.19之间，说明轮岗教师在学生发展和教师

发展上有较高的参与度，在学校发展上参与度相对

较低。整体上看，向下流动教师在三方面工作的参

与度显著高于同级和向上流动教师。

就教学效能和工作满意度而言，向下流动教师

在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提升上的得分为 4.32，
说明向下流动教师总体上较认可轮岗能带动流入

校教师集体教学能力的发展。向上和同级流动教

师在个体教学效能提升上的得分分别为 4.17 和

3.98，说明两类教师总体上较认可轮岗能促进自身

教学能力的发展。向下、向上、同级流动教师在工

作满意度上的得分分别为 3.96、3.98和 3.85，说明教

师总体上对在流入校的工作较满意，但满意度有待

进一步提高，其中向上和向下流动教师的满意度显

著高于同级流动教师。由此，假设H1、H2和H3均

得到验证。

为弥补过往研究仅依赖于教师主观报告、忽

视局外人视角的不足，本研究还将教师自我报告

其轮岗对教学效能提升的效果及他人评价的效果

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无论是向下流动教师对

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的提升，还是向上或同级

流动教师个体教学效能的提升，相比于轮岗教师的

自我报告，他人评价的结果均显著更低。即在流入

校教师看来，尽管向下流动的教师对学校教师集

体效能有一定促进，但促进作用不及轮岗教师主

表1 变量与测量方法

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变量名称

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

轮岗教师个体教学效能

教师工作满意度

向下流动教师轮岗意愿

向上/同级流动教师轮岗意愿

工作适应

工作参与

操作性定义

轮岗教师帮助流入校教师集体提升教学能
力的情况

轮岗教师自身教学能力的提升情况

教师对流入校各方面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满
意程度

教师愿意到薄弱校发挥影响力的程度

教师愿意到其他学校学习教学经验的程度

轮岗教师在流入校的适应情况

轮岗教师参与流入校工作的情况

测量方法

参 考 谢 克 特 (Schechter) 和 采 安 - 莫 兰
(Tschannen-Moran)的教师集体效能感量
表[1]，结合访谈编制，共6题，五级量表

参照采安-莫兰(Tschannen-Moran)和霍伊
(Hoy)的教师效能感——教学策略量表[2]，
结合访谈编制，共4题，五级量表

改编自奥斯特罗夫(Ostroff)的教师满意度
问卷[3]，共6题，五级量表

依据访谈编制，共4题，五级量表

依据访谈编制，共4题，五级量表

分“完全不适应”“有点不适应”“基本适
应”“比较适应”“完全适应”五类

结合访谈编制，包括“学生工作”“教师工
作”“学校工作”三维度共12题，五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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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认知的那样大；尽管向上和同级流动教师的教学

效能有一定发展，但发展作用没有轮岗教师感受的

那样大。可见，单从轮岗教师主观层面对轮岗效果

进行评估，容易造成对实际效果的高估，因此应结

合轮岗教师自身和流入校教师等不同视角进行综

合评估。

同时，研究关注了向上和同级流动对教师个体

教学效能提升的差异，发现无论是轮岗教师自我报

告(4.17和 3.98，t=2.83，p=0.005)，还是流入校教师评

价(3.91和 3.63，t=6.97，p=0.000)，均反映出向上流动

教师的效能提升程度显著高于同级流动教师。这说

明推动教师从薄弱校流向优质校，更能促进其专业

能力的提升。

(二)向下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工作适应与参与

对轮岗效果的影响

为探索教师轮岗意愿、流入校适应与工作参与

对轮岗效果的影响，搭建以轮岗意愿为自变量，教师

在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和

工作适应为中介变量，工作满意度和教学效能为因

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三种流动路径的教师

进行分析。

如图 2所示，该模型对教师集体教学效能和工

作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达 80％和 76％。其中教师

轮岗意愿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直接影响，

而对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教师工作适应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学校

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对其工作满意度和教师集体教

学效能均产生显著影响，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对

教师集体教学效能产生显著影响，而学生发展上的

工作参与对轮岗教师工作满意度和流入校教师集

体教学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假设H4部分得

到验证。

对向下流动教师的三方面工作参与、工作适应

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在学校发展和

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在轮岗意愿和教师集体教学

效能及工作满意度之间均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工作

适应在轮岗意愿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学

生发展上的工作参与未起中介作用。即向下流动教

师的轮岗意愿通过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

与，间接促进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其轮岗意愿

既能直接促进工作满意度，也能通过学校发展和教

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促进工作满意度。由此，

假设H5部分得到验证。

(三)向上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工作适应与参与

对轮岗效果的影响

如下页图3所示，该模型对教学效能和工作满意

图2 向下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工作适应与工作参与对工作满意度和流入校教师集体教学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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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解释率分别达77％和77％。其中教师轮岗意愿

对其教学效能及工作满意度均产生显著的直接影

响。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均对其教学

效能和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工作适应和学

生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对其教学效能和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不显著。由此，假设H6部分得到验证。

对向上流动教师的三方面工作参与、工作适应

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学校发展上的工作

参与在教师轮岗意愿和教学效能及工作满意度之间

均起显著中介作用，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在教师

轮岗意愿和教学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工作适应

和学生发展上的工作参与未产生中介效应。也即向

上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既能直接促进其教学效能，

也能通过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

促进教学效能；其轮岗意愿既能直接促进工作满意

度，也能通过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促进工作

满意度。由此，假设H7部分得到验证。

(四)同级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工作适应与参与

对轮岗效果的影响

如下页图4所示，该模型对教学效能和工作满意

度的解释率分别达64％和73％。其中教师的轮岗意

愿对其教学效能及工作满意度均产生显著的直接影

响。教师工作适应对其教学效能和工作满意度均产

生显著影响，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对其工作满意

度和教学效能均产生显著影响，而学生发展和教师

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对其工作满意度和教学效能的影

响不显著。由此，假设H8部分得到验证。

对同级流动教师的三方面工作参与、工作适应

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工作适应和学校发

展上的工作参与在教师轮岗意愿和个体教学效能及

工作满意度之间均起显著中介作用，而教师发展和

学生发展上的工作参与不存在中介效应。也即同级

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既能直接促进教学效能，也能

通过工作适应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促进

教学效能；其轮岗意愿既能直接促进工作满意度，也

能通过工作适应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间接促

进工作满意度。由此，假设H9部分得到验证。

三、结论与讨论

(一)三种流动路径下的教师在轮岗意愿、工作适

应、工作参与与工作效果上均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发现三种流动路径中教师在轮岗意愿、

工作适应、工作参与与工果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

体而言，在轮岗意愿上，向下流动的教师轮岗意愿强

于向上流动的教师，同级流动的意愿最差。经过对

图3 向上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工作适应与工作参与对工作满意度和教学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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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师的背景及工作参与进一步分析，发现向下

流动的教师多具有高级别荣誉称号，且在学校层面

的工作参与度更高，这意味着向下流动的教师多是

去支援相对薄弱学校的发展，在流入校中处于相对

优势的地位，这也是为何他们有着较高工作满意

度，并且能带动流入校教师整体教学效能提升的原

因。向上流动的教师多是年龄较大且职称较高的

教师，他们在学生发展和教师发展上有较多参与，

也具有较高工作满意度，并认为流动提升了自身的

教学效能。这也符合现实：从薄弱学校流动到名

校，要应付更大班额、更优质的生源与更多教育参

与的家长，名校往往会选择更有经验的教师流入本

校，这些学校往往教师发展也做得相对更规范，因

此，教师感到自己的教学能力得到了提升，对教学

更自信。相比之下，同级流动的教师更多是低教龄

的教师。由于他们的轮岗意愿显著低于其他两种

流动路径的教师，我们推测这些教师多是出于评职

评优需要而加入流动队伍。在同级流动的教师中，

我们还发现不同教龄的教师在个体教学效能上存

在显著差异。相比教龄短的教师，教龄越长的教师

在个体教学效能感上越低。这也进一步说明同级

流动的教师多是在“职称所迫”或“形势要求”下不

得已的选择[4]，是一种被动流动，到了新学校既不能

像向下流动的教师那样被委以重用，也不像向上流

动的教师那样感到有更多学习机会，因而相比其他

两种流动路径的教师，他们的工作参与和工作满意

度都显著更低。

流入校教师对轮岗教师提升学校教学效能的效

果评估显著低于轮岗教师本人，即仅依赖轮岗教师

的主观判断容易高估其工作效能，因此后续研究可

从主客观等不同视角对教师轮岗效果加以评估。

(二)教师轮岗意愿在三类轮岗的效果发挥中均

起关键作用

已有研究重点对教师轮岗意愿的水平及影响轮

岗意愿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着重探讨了三类教师的轮岗意愿对其轮岗效果的

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轮岗意愿对向下流动教

师提升流入校教师集体效能产生了间接促进作

用，对向上和同级流动教师个体教学效能及三类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均同时产生直接和间接促进作

用。也即，无论何种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越强，

就越能发挥促进教师教学效能和工作满意度的效

图4 同级流动教师的轮岗意愿、工作适应与工作参与对工作满意度和教学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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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该结论与刘佳旺、沈伟发现的“轮岗意愿会影

响教师的能量辐射”一致 [5]，同时为杜屏等提出的

“使教师从被动被迫流动转化为主动自愿流动”提

供了实证证据 [6]，并为张建伟等的研究结论即“教

师交流意愿与交流效果相关性极其显著”作出了

更确切的解释[7]。

除了证实轮岗意愿在轮岗效果发挥中的关键作

用，本研究还对轮岗意愿影响轮岗效果的机制，即缘

何轮岗意愿能显著预测轮岗效果进行了探究。研究

发现，教师轮岗意愿主要通过其工作适应和在教师

发展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参与，进一步预测轮岗效

果。也即，有较强轮岗意愿的教师更能主动适应新

环境，且积极参与流入校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在教师

发展和学校发展上的工作，因此在工作效能和满意

度方面均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三)教师在流入校的工作适应及在学校发展与

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显著影响轮岗效果

本研究从轮岗教师工作适应与参与的角度，揭

示出轮岗意愿对轮岗效果的影响机制，发现教师在

流入校的工作适应及其在学校发展与教师发展上的

工作参与在轮岗意愿和效果之间起中介效应。具体

而言，向下流动教师在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上的工

作参与在轮岗意愿和流入校教师集体效能提升之间

起完全中介效应，这两方面的工作参与和工作适应

在轮岗意愿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这

说明对于向下流动，教师在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上

的工作参与及工作适应对轮岗效果的实现至关重

要，即将教师的轮岗意愿转化为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和更高的工作投入，是提升轮岗效果的关键。向上

流动的教师在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上的工作参与在

轮岗意愿和教学效能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学校发

展上的工作参与在轮岗意愿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部

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对于向上流动，教师能否参与

新学校的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工作，对于轮岗效果

的发挥起重要作用。同级流动的教师在学校发展上

的工作参与和工作适应在轮岗意愿和个体教学效能

及工作满意度之间均起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对于同

级流动，教师是否适应新学校的环境，能否参与学校

发展工作，显著影响轮岗效果的发挥。

可以看出，教师工作适应与工作参与各变量中，

教师在学校发展上的参与在三类教师的轮岗意愿和

轮岗效果之间均起中介作用，如钟亚妮等发现，轮岗

教师通过促进学科特色发展与引领研究、帮助形塑

学校良好的文化氛围等，促进学生学习及教育质量

提升。[8]而本研究的数据显示，三类教师在学校发展

上的参与最低。这可能是由于在当前轮岗政策实施

中，轮岗教师或难参与(流入校不给机会)、或无心参

与(轮岗教师不愿)、或无力参与(轮岗教师缺乏相应

能力和资源)到学校管理层面的工作中，这一点应引

起重视。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其一，样本并非通过随机

方式抽取，因此基于本研究样本所得到的结论不能

推广到教师总体。后续研究可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等

方法，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其二，本研究在轮

岗意愿和轮岗效果变量的测量设计中，将向下流动

教师聚焦为到薄弱校发挥影响力的意愿和效果，将

向上/同级流动教师聚焦为到其他学校学习教学经

验的意愿和效果，虽有政策依据，但无法同时从“学

习教学经验”和“带动薄弱校教师整体发展”两方面

对三类教师进行考察，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对三类教

师的轮岗意愿和轮岗效果进行比较。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发现与讨论，为进一步提升教师交流

轮岗效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重视激发教师参与交流轮岗的意愿。鉴

于轮岗意愿在三类轮岗效果发挥中均起核心作用，

各地区应进一步提升教师交流轮岗意愿，引导其主

动参与轮岗。一方面，可进一步通过强化激励措施，

如提升工资待遇、提供晋升和学习机会、保障生活需

要等为教师轮岗提供外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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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宣传、榜样树立、表彰先进等方式加强教师对轮岗

促进薄弱校发展和自身能力提升的价值的认识，增

强其参与交流轮岗的内在动力。

第二，科学配置交流轮岗的教师。如本研究所

示，同级流动的教师在“被动流动”的状态下表现出

更低的工作参与及工作效果。因此，在配置交流轮

岗教师时应允许轮岗教师表达自己的流动志愿。由

于历史原因，当前我国区域内校间差距仍然存在，加

之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的需要，教师的“学校人”身份

仍然较强，我们认为应设置用人学校和轮岗教师的

双选机制，而非对教师进行随机摇号派位。如可请

用人学校提交学校发展规划和岗位需求，经审核后

可以对所需教师岗位进行发布，请教师根据自身需

求(如晋升、照顾家人、子女上学等)提交志愿，在双向

选择基础上进行教师配置。实际上，这也是日本在

对教师进行交流轮岗时的基本做法。在配置中还应

充分考虑教师的发展阶段，如5年以下的新手教师尽

可能不流动。还可对轮岗教师进行层次区分(如普

通教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不同层次教师交

流的范围和职责应有所不同，如骨干教师可多同级

或向下流动，而普通教师最好向上流动。不论怎样

的配置，都应在新学期前尽可能提前公布结果，以便

各方做好充分准确。

第三，为交流轮岗教师提供充分的生活支持与

学习支持，这需要充分发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领导的领导力。为帮助轮岗教师尽快适应新环

境，可以对交流轮岗的教师加强岗前培训，帮助轮岗

教师认识新的工作环境和学生差异，还可以为在城

乡之间流动的教师配备如“生活导师”或者“生活助

手”等，以帮助其尽快融入当地生活。若需住宿的，

流入校还应积极在后勤上为轮岗教师做好基本生活

保障。对于流动到小规模学校，无法开展校内教研

活动的，区县可以通过联片教研、送教/陪下校等，或

借助互联网为教师提供在职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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