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3页 

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9日/第 007版 
研训在线 
 
  身处变革之中的教师对新课程改革有哪些回应？为了应对新课程改革,教师
应做哪些准备,如何进行专业发展？传统的教师培训模式存在哪些不足,需要做怎
样的调整？本文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为例,揭示了在新课程改
革的影响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新动向,为人们有效开展教师培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教师专业发展新动向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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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新的课程理念和课程形态已经逐渐进入课堂教学的

层面，预期的课程改革理想与现实的教师教学实践正面遭遇已在所难免，不管是欣然接受还是痛

苦无奈，广大一线教师已不可逆转地站在课程改革的“风口浪尖”。那么，身处变革之中的教师

对新课程改革有哪些回应？为了应对新课程改革，教师应做哪些准备，如何进行专业发展？传统

的教师培训模式存在哪些不足、需要做怎样的调整？为考察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新动

向，了解当前的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状况，我们对北京市石景山区 840多位中学教师进行
了专项调研。  
  调查  
  教师最需要先进教育理念  
  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反映的是一线教师主观上认为自己为圆满完成教育教学活动所欠缺的知

识、能力和素养。这些方面的欠缺甚至缺失直接影响着教师专业职能的发挥，影响着教师所能达

到的教育教学水平。在问卷中，我们对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感到最需要的能力和素养进行了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选择“先进的教育理念”的有 233人，占 27.6%；选择“班级管理和组织
能力”的有 168 人，占 19.9%；选择“教育科研能力”的有 146人，占 17.3%；选择“现代教育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的有 120 人，占 14.2%；选择“课程开发的理论和技术”的有 75 人，占
8.9%；选择“外语应用能力”的有 44 人，占 5.2%。同时，在教育信息技术方面，55.2%的教师
认为最需要学习和改进的是“网络资源的整合利用”，29.8%的教师认为最需要掌握的是“动画和
作图软件的应用”，其他一些常规的办公软件如文字处理、统计软件的应用和 PPT 课件的制作技
术，教师选择的比例不高。这说明，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非常关注“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

也说明，随着教育改革和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教育教学实践对非常规的一些教育技术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网络技术和作图软件的应用。  
  为应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师最需要在哪些方面得到提高呢？统计显示，有 40.1%
的被调查教师选择了“教学创新能力”，28.8%的教师选择了“对新课程的理解与实施的能力”；
21.3%的教师选择了“教学基本功”，9.8%的教师选择了“教育科研能力”。这说明，教师在课程
与教学领域专业发展的愿望相对比较强烈，尤其是在课堂教学层面上。为应对新课程提出的挑战

需要进行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学改革与创新，而这种教学改革与创新又与对新课程的理解与实施

密切相关。这意味着课堂教学层面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将是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  
  教师最怕培训教材质量不高  
  上述分析发现，中学教师在课堂教学层面的专业需求最强烈。课堂教学是新课程实施的主要

渠道，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呢？我们对教师认为的“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最

大因素”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选择“多样化的教学与学习方法”的教师有 259人，占 30.7%；
选择“灵活的教学组织方式”的有 165人，占 19.5%；选择“对课堂氛围的调控”的有 1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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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7.3%；选择“教学语言的艺术性”的有 110 人，占 13.0%；选择“熟练的多媒体操作”的有
69人，占 8.2%；选择“良好的板书板画”的有 10人，占 1.2%。控制课堂气氛、教学语言表达的
艺术性和良好的板书板画是传统课堂教学强调的重点，但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些方面恰恰

不被中学教师所看重。这也意味着对中学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训应是未来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要方面。  
  教师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问题，而有些问题的解决依赖的就是通过专业发展活

动而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那么，教师在实施新课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调查

结果表面，32.6%的教师选择了“教材质量不高”；27.4%的教师选择了“教师缺乏实施新课程的
能力”；18.2%的教师选择了“教师不理解新课程理念”；16.1%的教师选择了“缺少资金经费”；
1.7%的教师选择了“校长不积极支持”；3.9%的教师选择了“家长不支持”。在这些选项里面，有
两项是关涉教师自身因素的，即“教师缺乏实施新课程的能力”和“教师不理解新课程理念”。

而选择这两项的教师共占 45.6%。这说明，近一半的教师认为跟自身专业素质有关的问题是新课
程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教材质量不高”也是教师们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方面，这个问

题不是教师本身可以解决的，而是更多地跟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有关。这意味着为了更好地推进新

课程，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关键，而相关的配套措施如教材编写等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教师最喜欢集体研讨与同伴互助  
  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是影响专业发展效果的重要因素。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是学历进修

和各种培训活动。调查发现，对于这些传统的方式一线教师并不认同，他们倾向于两种方式：一

种是“参与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培训”(占 38.8%)；一种是“新课程专题培训”(占 32.8%)。与此
类似的是，教师对各种专业发展方式的效果的认识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对于中学教师专业发展

的方式，您认为以下哪一项最有效果？”大部分教师选择了“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不断反思”(35.3%)
和“同事之间的切磋与探讨”(31.3%)。显然，这一调查结果不能脱离新课程改革这一大的背景。
为应对新课程的挑战，相对于显性的学科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教师更需要的是一些隐性的实践

性知识，而传统的制度性进修并不能很好地提供这些实践性的知识。因此，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提

高学历并不意味着提高专业水平，而最有效果的是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反思和同事之间的切磋。  
  此外，调查发现，在课堂教学的层面上，教师最欢迎的是“听课并组织集体研讨”(51.5%)，
其次是“骨干教师指导”(29.3%)，最后是“听课并单独点评”(19.2%)。与此显著相关的是，教
师认为在教学中对自己最有帮助的依次是：同事(67.1%)，骨干教师(16.7%)，校外专家(16.2%)。
这一发现对于未来的教师在职培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揭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机

制，即同伴互助。在专业发展上，教师集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源，个体教师可以通过与其

他同事的互动而接受他人的影响，从而带动自身的不断发展，这符合社会学的“团体动力学”的

原则。它意味着学校教育的实践场景蕴涵着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力量，学校应注重营造良好

的教师专业发展氛围，让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启示  
  教师专业发展不能脱离教育实践场景  
  当前，新课程改革正处于关键期。课程改革是一张无形的“意义之网”，它已经触及学校教

育的每个角落，是任何一位中小学教师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因此，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必然要被纳

入课程改革的框架体系中进行考察，新课程改革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潜台词”。正是在这一

语境下，教师专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促使教师以新的姿态和视角重新审视身

边的教育教学实践，由此拓展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使教师得以在“改革与创新”的话语脉络

中重新定义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学。调查发现，教师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宏大的理论叙述，而

是一些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正是这些具体问题界定了当下教师的存在方式。洪流过后地表容

貌瞬间改观，在课程改革大潮的涤荡下教师的存在方式也必然得到重塑。教师展现自己行为的场

所无疑就是学校教育的具体情境。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场景，也就意味着关注学校教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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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教师的需求和期待，意味着关注一线教师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也意味着一种“草根式”

的教师文化变革的诉求。因此，只有关注实践情境才能激起自下而上的教育教学创新。  
  教师专业发展应关注课堂教学  
  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一定知识基础。20世纪 80年代以来，“教师知识”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术语，
教师知识是教师完成其专业活动所必需具备的知识，大体可以分为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两大

类，而实践性知识则构成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知识基础。显然，在课堂教学层面上，教学行为

的改变需要实践性知识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知识并非纯粹是“知识”，而是混合了教

师智慧技能和教学观念的综合体。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实施新课程”这一问题是广大中

小学教师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所遭遇的最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前面的调查分析中我们谈到，

近一半的教师认为自身问题是新课程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自身问题更多地是跟教师

的实践性知识有关，譬如：如何实践新的教学方法？如何理解新的课程形态？如何体现新的课程

理念？等等。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仅仅让教师掌握理论性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教师有机会

通过实践、反思和体悟去积累形成实践性知识。  
  教师专业发展应注重革新教师文化  
  要理解某一社会变革的举措何以被欢迎或抗拒，还必须将其还原到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去考

察。之所以提出“革新教师文化”的命题，就在于传统的教师文化具有保守的性格，它追求平稳，

看重技艺，轻视合作。教师文化的保守性必然要维护现状而拒斥变革，使得教师不去涉险而安于

现状。显然，当教师信奉“沉默是金”的箴言，一味孤芳自赏而充当独立王国守门人的时候，教

育改革的大门也随之关闭，教育改革的理想难以真正落实。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教师文化的

这种保守性使得教师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相信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是先进的、符合时代发

展趋势的，另一方面却不敢冒险，害怕积极推进改革而影响了学生的考试成绩，影响了学校的升

学率。这种保守的性格不利于变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课程变革推行的进程。未来的教

师专业发展必须重视教师文化的革新，塑造开放的、合作的、积极向上的新型教师文化。只有转

变保守的、拒斥变革的教师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师追求稳妥、疏于学习的传统；才能给教

师群体注入鲜活的学习动力，改变教师呆板机械的生活方式；才能使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乐于学习、

追求变革与超越的个体；才能使每一所学校成为学习型共同体，使快乐和自信充盈基础教育的每

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