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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 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给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新课程能否顺利实施 ,关

键在于教师的素质能否适应要求。现代教师必须积极主动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 ,以 适应现代教肓改革和

发展的要求。教师应从角色形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几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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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给传统的中国基

础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教师是实施教育的直

接参与者 ,是教学改革的具体实践者 ,教师素质是决

定教育成功和人才质量的重要因素。作为现代教师

必须积极主动地调整和完善 自身的综合素质 ,以 适

应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笔者拟从教师的角

色形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几个方面分析基于新的

课程改革环境下教师所必备的素质。

一 角色形象

教师的角色形象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职业形象 ,对教师素质的形成起控制与

推动作用。它主要由职业道德、教育观念和个性修

养三个层面构成。崇高的职业道德、与时代精神相

通的教育观念和良好的个性修养 ,都是新课程实施

中所要求的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

1.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指教师在育人工仵中

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

养成与教师的职业道德密切相关。伟大的教育家孔

子曾说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

匚1彐 (25凹 页)孟子也提出
“
教者必以正

”
匚1彐 (27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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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
身不行道

”
E1彐 (2774页 )就不能教育别人。《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 明确指出:要加强新

时期学生道德、行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思想

政治素质的培养。这实际上也是对新时期教师的道

德修养尤其是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

志存高远 ,爱 国敬业 ;为 人师表 ,廉洁从教 ;热爱学

生 ,诲人不倦 ;锐意进取 ,勇 于创新 ;团 结协作 ,取 长

补短 ;严谨笃学 ,与 时俱进。其中 ,“对学生的爱
”
是

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 ,即
“
师魂

”
。鲁迅先生有句话 :

“
教育是植根于爱的

”
,爱是教育的源泉。教师对学

生的爱是教育学生的无言信息和强大力量 ,它对学

生的认知行为、身心健康发展起着调节、组织和导向

作用。这种爱会激发学生的亲近感 ,“亲其师
”
才会

“
信其道

”
。教师关心、爱护学生还必须

“
一视同仁

”
,

切实关怀每一位学生 ,尊重学生的人格 ,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 ,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充分发展 ,得 到新的提高。
“
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

展
”
也正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教师只有做到以宽

敞的胸怀关爱全体学生 ,才能蠃得全体学生的尊重

和爱戴 ,才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 ,与学生进行平

等的心灵沟通 ,以 心灵感受心灵 ,以 情感蠃得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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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过程也才能够真正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

生命历程。

2.教育观念。从哲学上看 ,观念即思想。教育

观念 ,就是关于教育的思想认识 ,即 在理性的层面上

对教育的本质、目的、方法等重大问题的把握 ,其核

心内容包括学生观、教学观、效益观和师生观等。每

一位关注教育发展的人 ,都会切身体会到 ,新课程对

传统教育的严峻挑战首先来 自于教育观念。
“
观念

是行为的先导
”
,教育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率的

作用 ,一切先进的教学改革都是从新的教育观念中

生发出来的。我们应该把教师的教育思想与观念统

一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上来 ,统一到新课程的方向上

来 ,让教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学生观、民主合作的

教学观、科学高效的效益观和以师生个性全面交往

为基础的新型师生观。新课程强调 ,教学是师生交

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 ,交流彼此的情

感、体验与观念 ,丰富教学内容 ,求得新的发展 ,从而

达到共识、共享、共进 ,实 现教学相长和共 同发展
”

匚2彐 (115一 116页 )。 这也 昭示着教学应注重过程体

验 ,教学应关注人的发展以及教师角色定位的转换。

教师应
“
由传授者转化为促进者、由管理者转化为引

导者、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向
‘
平等中的首席

’”
E3彐

(179页 ),从 而在教育教学的舞台上 ,演 出一个新 的

话剧。

3.个性修养。个性修养是指教师具有一定倾向

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决定着教师的精神风貌。高

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意志品质、健康而丰富的审美

意识和审美情趣都是教师人格力量的内涵。当前 ,

教师的个性修养主要凸显在教师的自我评价和心理

调控 中。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现代社会 ,在 经济、文

化、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急剧变化的今天 ,教师因超

负荷的劳动带来的过早体衰 ,因 社会过高的期望而

产生的求全因素 ,因 利益受阻而产生的情感压抑等 ,

都已给教师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新一轮的课

程改革 ,它不仅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 ,还要改变他

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 ,这几乎

等于要改变教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教师来

讲 ,既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无疑也是一次严峻的

挑战。不少教师感到精神压力特别大 ,甚 至有部分

教师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 ,产生了职业倦怠心理。

然而 ,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标准和心理素质等不

仅影响 自身的发展 ,甚 至会对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产

生直接、深刻乃至久远的影响。根据现代社会的发

展和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要求 ,教师必须具有挑战意

识和前瞻意识 ,以 开放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新的任务、新的挑战 ,同 时还必须善于通过对 白己的

教育教学、自身的个性品质进行正确判断 ,来调整 自

己的心理和行为 ,形 成 良好的个性修养。要能正确

地认识 自己 ,“悦纳 自己
”
,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生活信

念 ;具有稳定、乐观和积极的教育心理环境 ,能 忍受

一定程度的焦虑 ;能处理好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能

适应 良好教育环境和力求改造不 良教育环境的心理

状态 ,这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 ,也是一种

无形的强有力的教育因素。

二 知识结构

教师的知识结构是教师在系统专业学习和教育

教学实践中经过思维加工后形成的知识体系。新课

程呼唤综合型的教师 ,要 求教师具有复合型的知识

结构 ,既要具备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 (主体性知识 )

和广博的一般性文化知识 ,同 时又应具备基本的教

育科学知识 (条件性知识 )和丰富的实践性知识。

1.主体性知识。主体性知识主要是指教师的学

科专业知识 ,是教师从事某门学科教学所特有的业

务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所教学科的知识 内容、学

科架构、发展脉络、学科信念和学科特色等 ,是教师

教书育人必备的业务素质 ,即 教师从事教学的保证 。

教师如果缺乏学科专业知识 ,就犹如建造大厦少了

砖 、灰 、沙、石一样 ,教 学过程也就无法有效进行 ,课

程改革的实施也就无从谈起。美国学者柯林 ·博尔

曾提出教育的三本护照理论 ,他认为未来的人都应

具各三本
“
教育护照

”
或

“
证书

”
,其 中一本就是职业

性的。对教师而言 ,职业性的素质就是某一领域的

专业知识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各的知识能力。

因此 ,教师要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 ,要确保新课

程实施的成功 ,必须具备厚实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

和更新知识的能力。有位学者曾说 :“教师要向学生

释放知识的能量 ,首 先 自己要有丰富的库藏 ;要 散布

阳光到人心里 ,自 己心中必有一轮太阳。
”
匚刂教师只

有具各了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的

时候 ,才有可能成为教学过程的真正能手 ,否则只能
“
照本宣科

”
,严重影响教育教学效果 ,教师在学生的

心 目中也就无威信可言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

为 ,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 ,甚至吹毛求疵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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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能原谅他的不学无术 ,这也正说明教师专业

知识的重要性。

2.一般性文化知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

类知识进化步伐的加快 ,知 识的总量大为增加 ,知识

的更新周期大为缩短 ,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交叉与互

动也愈益明显。尤其是随着新课程综合化趋势的加

强以及近几年高考制度的改革 ,“ 3十 X”高考模式的

实行 ,即
“
综合科 目

”
的设置 ,在综合考查学科能力的

同时 ,注意考查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和综合。这对

于作为人才资源的开发者、教学过程的实施者的
“
教

师
”
来讲 ,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素养就显得尤为迫切

和现实。因此 ,教 师在力求专业知识不断
“
爬坡

”
、

“
登高

”
的同时 ,还必须加强本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以及艺术等方面的有基础知识和基

本修养的培养 ,有意识地实行科际整合 ,实现知识结

构的多元化和整体优化。否则 ,拘 于一隅 ,孤立地研

究和精通专业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

的。
“
资之深 ,则 取之左右逢其源

”
E1彐 (2727页 )。 这

也说明了 ,现代教师只有勤奋广泛的学习 ,建立起既

精深又广博的知识结构 ,成为专博相济 ,一 专多通 ,

一专多能 ,主精辅熟的
“
通才

”
,教学才能博采众长 ,

旁征博引 ,得心应手 ,左右逢源 ,给学生以
“
复合维生

素
”
,产生综合效应。

3.条件性知识。条件性知识也就是指教师在从

事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关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等

方面的知识 ,即教育科学知识。教师作为教育教学

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 ,在教育这项复杂而又有规律

的科学面前 ,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靠盲 目辛苦 ,“ 时

间加汗水
”
是不可能达到 目的的。新课程要求教师

必须由知识化向专业化转变 ,由 知识层面上升到素

质层面 ,也就是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各较之学生更为

宽泛扎实的基础知识 ,还要具各较好的教育专业技

能。不仅要知道
“
教什么

”
,而且更应懂得

“
怎样教

”
,

怎样才能
“
教得好

”
。相应地 ,也就要求教师要有一

定的教育理论修养 ,掌 握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和学

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 ,并且能够在工作 中创造性

地研究它们、运用它们、发展它们 ,使 自己的工作建

立在科学、稳定、扎实的基础上 ,与 时俱进。对于教

师来讲 ,学科专业知识是教学的基本内容 ,教育科学

知识是操作教学内容的工具。教师只有懂得了教育

规律 ,了 解了学生的心理特点 ,运 用科学的方法 ,才

能有效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增强预见性和科学性 ,

6O

克服盲 目性。切记
“
第二次加工

”
、
“
回炉处理

”
是教

育工作最大的忌讳。从某种意义上讲 ,教 学的中心

任务是对学科作出教育学解释 ,把学科知识
“
心理学

化
”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 ,不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

知识 ,在教育工作中就会像在黑暗中走路一样。

4.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是指教师在实际的

教育教学工作 中所具有的关于客观现实的背景知

识。这类知识主要来 自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 ,是教

师鲜活经验的累积。丰富的实践性知识对提高教师

的教育教学效果 ,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具有非同

寻常的影响。从知识方面看 ,实 践性知识的获得就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对于一个受过高

等教育的教师来讲 ,最 缺乏的往往不是本体性知识

和条仵性知识 ,而 是实践性知识。教师获得实践性

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 自身教育教学实践的反

思 ,反 思也正是 目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特别强

调的 ,也可以说新课程的实施为完善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随着新课程的实施 ,教

师教育理念的转变 ,教 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

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

鉴的情况下 ,这就更要求教师要勇于实践、勤于实

践、严于实践 ,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改进 自己的教育

教学 ,从而积累丰富的实践性知识 ,并 以自身的实践

性知识优化整合主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一般性

文化知识 ,确保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和教师 自身在新

课程实施中实现更大的发展。

三 能力结构

能力是指教师在完成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过程

中的实际本领。在教师素质诸要素中 ,最重要的就

是建立在教师优化的知识结构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之

上的能力素质。以能力为本位 ,应 成为现代教师的

基本理念。新课程要求教师除应具备敏锐 的观察

力 、丰富的想象力、较强的思维力等基础能力 ,以及

教学认知能力、教学沟通能力、教学设计能力、教学

调控能力和教育管理能力等一般性的职业能力 以

外 ,还应具各教学的创新能力、信息素养能力、教学

研究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等多元化的能力。

1.教学创新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 的不竭动

力 ,也是素质教育活动的灵魂。没有哪一个时代对

创新有着如此急切的呼唤。随着新—轮课程改草的

推行 ,对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课程综合性的加大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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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的不确定等因素 ,使教学有

了多样性、变动性、灵活性 ,为 教师表达 自己的教育

理念 ,提升 自身的生命价值 ,充 分地展示 自己的才

华 ,留 下了广阔的空间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为新

课程和教学的决策者、创造者 ,必须积极探索学校课

程的建设 ,逐步形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的
“
三合一

”
体系 ;必须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让课堂成

为创新的摇篮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教学

目标上 ,不仅要关注知识与技能的培养 ,还必须注重

过程与方法的体验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

这是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三维课程 目标 ,也是现代

教学所追求的目标。在教学内容上 ,注 重课程设置

的文、理渗透 ,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交织互补。在

教学方法上 ,倡导探究法 ,引 导学生主动参与、亲身

实践、独立思考、合作探究 ,从而发展学生
“
搜集和处

理信息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
匚5彐 。在教学过程

中 ,教师还要善于创设开放的教学情景 ,营造积极的

思维状态和宽松的思维氛围 ,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

热情 ,形成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2.信 息素养能力。多媒体技术应用于课堂 ,电

脑网络进人学科课程教学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

的广泛应用 ,不仅对我国现行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出

了挑战 ,也为课程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传统课堂教学

的变革以及教育方式的转变开拓出了充足的空间。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第十一条指出 :“ 大力推进

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 中的普遍应用 ,促 进信息技术

与学科课程的整合 ,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

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

的变革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为 学生的学习和

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

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现行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教

师 自身的信息素养至关重要。教师要能熟练地使用

计算机等现代信息工具高效地获取信息、整理信息、

加工信息 ,从而精确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来为 自己

的教育教学服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

行))解读》一书明确提出了信息社会高素质的人才

所必备的
“
信息素养

”
一词 ,这既反映了新时代对人

类的新要求 ,也是教育对信息社会的到来做出的积

极反应。

3.教育交往能力。教师的工作是一项各种错综

复杂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工作。在学校内 ,教师与学

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领导 ,在社会中,教师与学生

家长、教师与社会文化教育单位和团体都发生了错

综复杂的教育工作联系,教师如果能够处理好以上

关系 ,有效地聚合资源 ,其工作将会更加得心应手 ,

成功的机率也会更大。然而 ,在 以往的教育教学中 ,

教师大多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

具有单兵作战的特点。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

的加大 ,尤其是新课程的综合化特征 ,需要教师与更

多的人 ,在更大的空间,用更加平等的方式进行建设

性的合作和规范化的竞争。因此 ,在新课程实施中 ,

教师必须具有多向的交往能力 ,全方位、多形式、多

层次地实现与众多对象的广泛、开放的合作 ,从而为

自己营造一个最好的个人生长环境 ,实 现由个体劳

动者向教育合作者的转变。

4.科学研究能力。为适应教育改革 ,提高教学

质量 ,教师还应当拥有科学研究的态度与能力。新

一轮的课程改革对教师这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因为新课程所蕴含的新理念、新方法及新课

程实施过程中所出现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

是教师单凭过去的经验和理论无法应对的 ,它 要求

教师必须以研究的心态置身于教学情境中,以 研究

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各种

问题 ,从而进一步明确教育规律 ,进一步校正自己头

脑中一些陈旧的教育观念 ,并 由此形成对 自己教学

活动的自觉意识。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 ,

这是教师由
“
教书匠”

转变为
“
教育家

”
的前提条件 ,

是教师创造性实施新课程的保证 ,也是教师持续进

步的基础。因此 ,作 为现代教师必须铭记
“
教师即研

究者
”
这一理念 ,不 断反思 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在

反思中不断超越、
“
蜕变

”
,并 从中品味生活的乐趣 ,

提升生命的价值。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如果你想使

教育工作给教师带来欢乐 ,使 每天的上课不致变成

单调乏味的苦差 ,那就请你把每个教师引上进行研

究的幸福之路吧。
”
匚6彐 (6⒛ 页)

5.终身学习能力。时代飞速发展 ,知 识在加速

陈旧,新的知识在不断涌现 ,那 种
“-朝 学成而受用

终身
”
的观点已经过时 ,我们再也不能奢望十几年的

学校学习能给人终身享用的知识和能力。《教

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 :“今天 ,谁都不能再希望

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

识宝库⋯⋯今后 ,整个一生都是学习的时间 ,而每一

类知识都能影响其他知识。
”
E7彐 (7页 )因 此 ,学 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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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突破时空的限制 ,延 续至人的一生。从终身教育  言以蔽之 ,就是一旦你今 日停止成长 ,明 日你就将停

的理念来看 ,任何职业水平的发展都有
“
高原现象

”
。  止教学。富尔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

研究表明 ,教师在从教五六年后便会 出现
“
高原现  明天》中指出 :“ 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

象
”
,如不进行强有力的继续教育 ,实现观念的转变、  善的人。

”
E8彐 (2页 )

知识的更新、能力的提高 ,其职业水平就将停滞在原

有的水平上。
“
后生可畏

”
、
“
不进则退

”
的结局 ,很有    综上所述 ,教师的角色形象、知识结构、能力结

可能就是明天的事了。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  构构成了教师素质的基本结构体系 ,但 这种结构不

和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教师职业大门对社会  是一成不变的 ,而 是呈动态发展的。随着社会的不

的敞开 ,有人预言 ,将会有 zO%的教师被淘汰出局。  断进步 ,新科学、新观念的不断出现 ,学 生素质的不

因此 ,新一轮课程改革对教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断提高 ,客观上对教师素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

为了使 自己不被淘汰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不断
“
洗  此 ,作 为现代教师 ,必须对 自己已有的素质结构作出

脑
”
、
“
充电

”
,使 白己在这场变革面前实现新的

“
蜕  不断调整 ,赋予新的内涵 ,以 适应国际国内教育发展

变
”
、新的跨越。有一位教育家说过 :教师的定律 ,一  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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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at Teachers’ Quality structure

in New CurricuIu】 m Reform

LIN Qian
(shida「hgh School,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A ne、 v refornn in fundamental curriculum has a neverˉ seenˉ before impact on China’

s traditional fundamental education。  Whether teachers’  quahty rneet the requirement detern】 ines

the implement哎 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Teachers must actively rea曲 ust and perfect their own

quality tO【n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reforΠ l and development of Fnodern edu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role imag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bihty structure。

Key words:role image; knowledge structure; abⅡ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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