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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学生人均有任课教师10名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中小学学生学习生活状况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平均有任课教师10

位，其中学生感觉喜欢的占67%，不喜欢的占19%。中学生平均有任课教师10位，其中他们喜欢的教师比

例为50%，不喜欢的教师比例为24%，不同年级间这一比例差异不大。 

2．师生之间平等与民主的关系初步形成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少

年儿童对于老师关心学生、讲究民主与平等的问题上都有较高评价。其中，65.9%和22.4%的少年儿童认

为老师能够“经常”或“有时”关心有困难学生，而认为老师“从来不”或“很少”关心有困难的学生

的比例仅为2.3%和9.4%；57.6%的少年儿童认为“老师经常让大家对班上的事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26.6%的少年儿童认为，“老师有时让大家对班上的事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有48.5%的少年儿童认为

“老师做错事主动跟学生认错”的事情“经常发生”；有29.4%的人认为“有时发生”，而认为“从来不

发生”或“很少发生”的比例只占5.9%和16.2%。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显示，对于“老师总是能

够给与我耐心细致的指导和教育”这一陈述，60.6%的中小学生表示“很赞成”，表示“比较赞成”的比

例为35.2%，表示“比较反对”和“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仅占3.6%、0.6%。 

3．大多数教师能经常鼓励学生 

实施素质教育以来，中小学教育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课堂上师生关系也更加融洽。全国少工委

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发现，68.9%的少年儿童认为

“老师经常鼓励取得进步的学生”；19.8%的少年儿童认为老师“有时”这样做；而认为老师“从来不”

或“很少”这样做的比例只有3.2%和8.0%。分别有59.8%和24.5%的少年儿童认为对答不出问题的学生，

老师“经常”或“有时”给予提示和鼓励；同时，分别有43.8%和31.9%的少年儿童对“在课堂上，我可

以向老师提出问题”一题表示“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自己的实际。 

4．多数教师对待“考试没考好”“做了错事”的学生以正面教育为主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显示，“当学生考试没

考好时”，中小学生对老师态度的感受主要为：“启发自己找原因”（28.5%）、“安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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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期待我下次进步”（20.2%）、“耐心帮助”（15.5%），“个别批评”、“当众批评”、

“用难听的话骂我”、“拿我和别人比差距”、“冷落我”、“其他”等选项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

5.0%、1.9%、0.5%、4.6%、1.2%、2.0%；“当你做了错事时”，中小学生对老师态度的感受主要为：

“耐心帮助”（30.8%）、“启发自己找原因”（30.3%）、“批评”（22.6%），而“责骂”、“冷落

我”、“请家长去学校”、“罚做作业”、“罚搞劳动（搞卫生）”、“随便说两句算了”、“其他”

等选项的比例分别只有1.5%、0.7%、2.7%、0.8%、2.9%、4.8%、2.9%。 

数据表明，在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和犯错误时，多数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以正面教育为主，这是良

好师生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 

5．多数学生十分珍惜与教师的亲密关系。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表明，随着师

生之间民主与平等关系的逐步形成，少年儿童与老师的关系更加亲密。1999年少年儿童将老师视为好朋

友的比例为29.0%，2005年增长到32.5%，增长了3.5个百分点。此次调查还表明，在“遇到难解决的问

题，你最愿意向谁求助”这样的问题上，少年儿童的首先对象是“老师”，比例为26.9%，其次才是“同

学或同龄伙伴”（23.7%），“母亲”（18.0%）和“父亲”（15.3%）。另外，调查表明，30.6%和27.7%

的少年儿童认为“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老师”“非常符合”和“比较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朋友式

的亲密关系，使广大的少年儿童非常珍惜，高达89.2%的被调查者坦承“很珍惜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 

6．少数教师身上不良习惯和行为依然存在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处理

事情不公正”、“不允许学生辩解”等不良习惯和错误行为在少数教师身上依然存在（见表 12）。 

 

表12：少数教师不良习惯和错误行为发生率（%） 

 

7．中小学生认为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学水平高”、“道德品质好”、“尊重学生”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课题调查了解了中小学生最

喜欢什么样的教师。数据显示，教学水平高、道德品质好、尊重学生是中小学生最看重的教师素质。当

被问到“你认为具备哪些素质对老师最重要？（限选三项）”，多数中小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水平高

选 项 经常 有时 

处理事情不公正                 8.5 15.6

不允许学生辩解                  7.2 14.6

不喜欢学习差的学生              7.9 13.0

不喜欢经济条件差的学生           6.4 17.1

不喜欢相貌不好的学生            3.7 6.0

不喜欢爱提意见的学生            3.6 7.1

不守信用                         4.9 10.4

要求或暗示学生送礼                3.3 5.2

挖苦、嘲笑学生                    3.2 5.9

推搡、打骂学生                    3.4 8.2



（53.9%）、道德品质好（50.3%）、尊重学生（31.6%）是他们最看重的素质。其中，小学生认为教师应

该具备的最重要素质依次为：道德品质好（65.6%）、认真负责（53.6%）、教学态度好（51.4%）、不偏

心（25.2%）、爱护学生（20.9%）、讲课有趣（19.5%）、有幽默感（19.2%）、懂得多（17.1%）、有爱

心（14.5%）；中学生认为教师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依次为：教学水平高（55.4%）、尊重学生

（49.6%）、道德品质好（41.0%）、知识水平高（36.5%）、教学态度好（32.7%）、有幽默感

（22.7%）、公平公正（19.4%）、爱岗敬业（16.0%）、有奉献精神（13.5%）、有爱心（10.2%）。可以

看出，中小学生对教师的期望有所不同，小学生最看重老师的思想品质，而中学生更看重老师的教学水

平。 

8．中小学生认为老师的道德水平应该是全社会最高的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课题调查显示，89.1%的学生

认为老师的道德水平应该是全社会最高的；69.7%的学生反对老师进行家教时向学生收钱；95.5%的学生

认为老师要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教育；94.3%的学生认为老师和学校都应该能容纳有缺点的学

生；65.6%的学生反对学生不听话就被严肃处理；84.0%的学生不喜欢衣着不整洁的老师上课。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小学生对教师的道德品质有较高的期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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