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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幼师专业成长的几点尝试 
官斐斐 

山东省平度市白沙河街道中心幼儿园 266700 

拥有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实现幼儿园高效、快速、正确

发展的根本所在。“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个体每一分子对集体

来讲都缺一不可，个体的残缺会导致整体的不合格。如果把幼儿

园的教育质量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每个老师的专业水平则是一

个个体，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水平都影响着整个幼儿园的教育教学

质量，而每一位教师都有责任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从目前我

园幼师队伍的整体状况看，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如：能积极构

建园本化课程，实现课程的生活化、游戏化，但缺乏相关的理论

的指导；能积极研究学科教学并将学科领域目标渗透到生活活

动、区角活动和户外活动中，却很难将多元目标进行有机整合，

有效提升教学经验⋯⋯因此，我园就把教学与科研整合成一体，

把教研科研融入教师的常态化教育教学工作中，强调人人都参与

课题研究，鼓励个个都有科研目标。经过几轮研究我们发现，在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提高教师素质已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同时也走入一个理论与实践融合的“高原期”，较难突破

自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足农村实际，围绕教师专业成长做

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有效的专业引领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首要途径 

专业引领的核心任务是引导教师进行理念与行为的互相转

换，使其在充分的实践、研究、思考和研讨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跨

越。我们首先提出一系列教师发展的理念，在认识上激发教师对

专业发展的价值认同，唤醒教师自我发展的主体意识，引发教师

走专业发展之路的内在动力，如：“工作着、学习着、享受着、

快乐着”、“有眼界才会有境界，有实力才会有魅力”、“要想有地

位先要有作为，要想有作为先要有思维”等，教师接受并认同了

这种理念，就会将其内化为自身发展的需求。然后，我们主要从

三方面进行了引领： 

（一）外出参加高层次学习与培训是提高骨干型教师水平的

高端性专业引领。如派县市级以上教学能手到上海、南京、北京

等地进行高层次的培训与学习，聆听朱家雄、虞永平、刘占兰、

武新春、应彩云等“大家”的讲座、报告，参加这样的学习能有

机会得到专家的点拨、有机会与“大师”对话，获得高层次的理

论经验。 

（二）请专家来园现场指导与研讨是全面提高教师水平的全

员性专业引领。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省市教科研部门

的专家、学者及市内外同行多次到我园进行现场指导，这样的指

导能使教师直接获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三）找到切入点进行自我剖析是自主性提高教师水平的同

伴性专业引领。我们曾以“活动区研究”、语言领域的“故事教

学研究”等为切入点，一次次掀起“头脑风暴”，大家按照“风

暴规则”，从“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考”三

个方面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对照自我找差距，这样的活动能使不

同水平层面的教师获得实践性的经验。 

二、及时的行为跟进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方式 

及时的行为跟进是实现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有机融合的有

效方式。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教育行为的转变既是相关的，又是不

同的。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以教育行为来促动，可以通过讲授、

教导等方式来达到，而教育行为的转变则主要发生在行为层次

上，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过程才能达到。一般情况下，在大

多数人身上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而人的

行为实践又反过来强化或修正人们的已有观念。教师教育行为的

转变是衡量其教育观念转变的最重要的标志，教育行为的改变需

要历经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遵循个体行为改变的有关规律。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们在开展园本研究的过程中，

对于教学活动常常采用的是“一课多研”或 “多课一研”的方式，

进行专业引领后的行为跟进。 

三、先进的教育手段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要条件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幼儿园的教学正在打破口耳相传的

传统，随着摄像机、电视机、投影仪及多媒体电脑在农村幼儿园

的逐渐普及，时间和空间对教育内容的限制被打破，教育内容变

得更加直观形象、生动活泼，有利于幼儿更好的获得知识经验。

教师既要学会操作，又要学会制作，这已成为衡量教师专业化水

平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能力。建园初期我园就全面实行电子备课制

度，极大的提高了教学效率，每位教师主动学习和掌握了word的

应用；多数教师能熟练使用视频、ppt等手段辅助日常教学活动；

近些年，电子白板逐步推广，老师们又开始研究白板的利用，着

力研究并利用希沃软件，开启了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新思路。 

四、队伍梯队化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不竭之源 

正是由于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不同层次的专业引领与行为

跟进，教师的专业水平得以全面提高，队伍的梯队化结构优势已

日渐凸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以“多元智能理论”和“最近

发展区”理论为指导，积极搭建各种平台，提出“长项更长、短

项不短”思路，让教师走全面加特长的路子，使每个人在不同的

起点上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如，通过重点扶植与培养，让一批精

英教师首先“亮起来”，跻身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各类骨干队伍，

她们侧重教学经验的提炼与提升，正从自身擅长的领域入手逐步

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在平度市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部分骨干教

师曾获过平度市教学能手、优质课奖等，在平度市小有名气，她

们正在积极积累教育经验，积蓄教育智慧，一边追随自己的发展

目标一边对新教师给予具体的帮助指导，正成为幼儿园的中坚力

量；也有近40%的青年教师则从一日活动的一个侧面入手，注重

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培养和教育常规的形成。 

队伍梯队化，引领教师不停地给自己定位置、找平台、升台

阶，有效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