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教师专业化成长 让教师与新高考同行 

 

春华秋实,桃李沁香。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我们怀着激动和喜悦

的心情迎来了我国第 37 个教师节在此,我谨代表学向辛勤工作的广

大教职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向关心、支持、参与学校

改革发展建设的大学部领导和离退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真切的

祝福！ 

教师节年年在过年年过,现在好多教师认为教师节变成了“教师

劫”。所以我建议我们每位教师要思考教师节对于我们自身的最大意

义是什么? 

我觉得是警醒,是反思,提醒我们教育要面向学生的未来而不是

我们的现在。 

教师节这天,大家最难忘的一定是收获远方学生的真挚祝福吧!

而不是学校给大家发了多少钱，况且早就不能乱发津补贴了。所以教

师节除了倡导社会要尊师重道外,还提醒我们教师,我们从事的职业

有其神圣光辉,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即使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世间总

有一些价值是在云端的,在神坛之上的。比如奉献、忠诚、爱国,教书

育人,比如爱情,金钱买不到爱情,如果金钱能买到爱情,那就不是爱

情,而只是爱钱。所以我们不能让金钱玷污了工作中的超越性的精神

追求。当然学校会逐年递增式回报大家工作的付出。我讲这些是提醒

大家注意师德规范,要有超越物质利益的精追求,方能成为学生成长

的精神灯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

局之年、“十四五”的开端之年。教育部将今年教师节的主题确定为

“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这个主题内涵丰富,既具有厚重的

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体现了广大教师承载的光荣历史

使命,又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教师的时代重托。 

赓续百年初心。过去的一百年,是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

百年,是我们党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一百年。

广大教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要铭记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经历的奋斗历程,

要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弘扬建党精神,让学生爱党,信

党,护党,永远跟党走。 

担当育人使命。广大教师要不忘立德树人的初心，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在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上下功夫,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在

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批又一批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师节,学校层面思考的是如何促进大家的专业化成长。 

教师是教育实践的直接承担者和教育变革的推动者，一切教育变

革和发展都离不开教师的参与,而教师发展水平又直接决定了教育改

革的成败。如何适应这种需要?一方面,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国际上教

师职业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专



业化成长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素质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

要。那么,如何促进教师的理念和行为的转变?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是我们亟待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经过实践探索,我们发现和归纳了几条对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比

较有效的途径,即通过校本教研、教育科研、多维培训等来达到上述

目的。 

一、校本教研催生教师专业化成长 

校本教研能够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又是教师专业技术水

平提高的捷径。作为教师需要怎样去面对,凭借怎样的热情投入到以

校为本的教学研究中去? 

首先,将校本教研植根于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教与学的活动中。 

教师往往会把自己教学中的体会在课下与同事进行分享,同时通

过交流发现他们教学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依靠教师的个人智慧是

难以解决的,有时是出于教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为此,需要寻找教师同伴的帮助,这样就产生一股原动力,促使教师主

地致力于探索和解决自身教学实际中的问题。这也正是开展校本教研

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教务处要将校本教研融入日常教学常规中,经常

性地开展研究课、说课、评课等活动,为教师提供不同内容、不同课

型的研究课例,从课例中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课后,组织

互动讨论,专人评课,专题讲座,使新课程理念落实在每一堂课中,使

课程改革的重头戏——课堂教学改革——得到突破。 

其次,校本教研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落实。 



第一、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调研和掌握是开展校本教研的基础

和前提。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转变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观念,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改进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但是,究

竟该怎样以学生为主体?如何了解学生的需求?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

的答案。要找到答案,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学情调查。因此

要想优化教学、渐渐读懂学生,还需要我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

实践和探索,作好学情调查。“学情”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不同能力差异和特点的具体情况。因此,学情调查不仅要调查学生

的学习起点,还要调查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速度、自主行为能力、

能力倾向、兴趣点、学习动机、情感态度的性格表现、情绪的性格表

现、意志的性格表现,等等 

第二、教师的个人反思是开展校本教研的关键。许多教师对教学

反思缺乏理性思考,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进行深层次地探究,或

者对于教学中出现的疑感不加思考,这样教师始终不能提升自己的业

务水平。而开展校本教研,就要求教师突破自己,能够做到教学前想想,

自己的教学设计要体现什么教育理念,实施时能不能顺利落实;教学

中充分发挥教师智慧,对教与的活动及时灵活调控,使动态的课堂不

断有新的资源生成;上完课,好好反思一下,有些什么收获,还存在些

什么不足,今后怎样改进。这样,时时处处用新课程理念来思考自己的

教学行为,使教学反思有效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教师运用

理念的催化剂,从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总结出以下三步:精彩回顾-

一审视自己教学策略、学生表现和成功所在;弥补追述一—找出自己



的教学遗憾、失误原因的改进之处;真切感悟——附上自己的教学随

想。 

第三、同伴互助是提高校本教研实效性的重要保证。教师提出的

问题,可以通过教师群体的智慧去解决。发挥团队合作、互补共生、

群策群力、互动成长的巨大优势,发挥集体的智慧,整合了集体的力量,

每一个人均能发择自己的聪明才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弥补个

人的局限与不足。把校本教研植根于集体的交流与研讨的这块土壤,

让每位教师在交流与合作中进行思维的碰撞、情感的沟通,使其闪烁

出智慧的火花。我们要探索“协作式集体备课”,按“化整为零——

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程序,逐步形成了“集体备课、资源共享、

个人调控、课后反思”的备课流程。协作式的集备课模式,充分发挥

了教师各自的优势,更好地体现了教师团结协作的精神。 

二、教育科研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科研处会出详细的促进教师

科研的方案。以后再讲。 

三、多维培训提升教师专业化成长。我们已经形成了华师一名师

到校专业指导阔视野,示范引领促发展；与全国优秀专家进校面对面

交流,与智慧肩并肩同行；到华师一跟岗学习促提升,给华师一学生上

课求进步；外出集中培训速提高,互动交流结友谊。今后我们还要探

索借助赣南师范大学的力量,进行教师的学历提升教育。 

总之,多元的校本教研、多样的教育科研、多维的师资培训,将极

大地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学校变革的起点和基础,

各位教师要思考如何促进自身发展和自我成长。要有引领中国基础教



育改革的意识和能力,积极回应新高考的人才培养要求,继续推动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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