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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论新时代的教育 
◆蔡民权 

（晋江名师工作室  福建泉州  36220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教育问题，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意
义，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1 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在教育革命中，教师是绝
不可缺席的主角。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以人为本，遵
从人性，让孩子在快乐中学到知识和技能，使育人者愉悦的为其
传道、授业、解惑。校长治学与老师教学必须寻求共同的专业成
长。当代教育的现状是什么呢？一是师德水平普遍下降。教师这
一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教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
了育人。二是教育正迅速演变成一种高收入的产业。一些不懂教
育的暴发户或守财奴办学盈利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古到今，是凡
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的人，都不是为了赚钱而办教育，他们都
是把教育当做一种不计经济收益、只求社会效益的事业来做。三
是教育界的改革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一、过分地注重分数。
这是我国教育体制中 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也是社会放映比较
强烈的问题之一。因为文化建设没有过多硬性的指标，衡量的标
准不够明确，分数也就成为现阶段教育的 主要的标准；二、忽
视了思想品德教育。近二十多年来，只重学习而不重视学生的思
想品德教育，几乎成为我国教育的通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
一些学生们有所增长；三、想象力、创造能力不足。在许多的课
堂上，只有“传”与“授”，而独独缺少“ 创新”。导致大批美
其名曰的大学生华而不实，他们于社会、于国家作不出应有的贡
献；四、教师的爱岗敬业精神不够。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性，
教师疲与应对分数的排名，疲与准备各种资料应对学校和上级的
检查，再加上教师社会地位的底下，许多教师只是把工作当成生
存的手段。这样一种状态下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无法适应未来社会
的需要的，这与孩子、与家庭、与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五、
家庭教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现在中国大多数的父母如何教
育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科学的方法，酿成许多悲剧的发生。
著名教育家福禄贝尔说得好：“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当权者
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      

中国当代教育所有失误与问题的核心是大学教育的劣质化。
大学教育走过场，搞形式，没有真东西，没有真抓实干，没有精
神，没有特色，没有对学子们的责任，没有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
能力。没有优良的人文心理道德修炼已是不争之事实。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包
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措施。其中，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
主导因素。广义的教育：泛指凡是能增长人的知识和技能，影响
人的思想品德，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增强人的体质，完善人的个
性的一切活动。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社会发展
的要求，在特定的教育场所，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
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以使他们的身心朝着社会期望的方向发展
的过程。 

首先，学校要有效加强师徒结对合作，集体的力量远远超过
个人，新课程对教师的备课要求更高，备课 重要的不是备内容，
而是备学生、备方法、备重点与难点，围绕学生来备课，通过教
师间的合作和交流，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新课程下，教师教学
时需要根据课程要求和学生必须达到的目标自行选择教学内容，
这就给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一般来说，备课组是同一学科的教师组成，对综合学科来
说，就是多门学科的教师组成，需要教科室定期举行活动，对某
一单元的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大家对教学重点、难点提出不同的
看法，提出自己教学设想进行交流， 后形成自己的特色教案。 

新时代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为核心。全体全面
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技能是新课改的中心任务。探究性学习是
“研究 有效、 主动、 能够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
习”。立足于对人的潜能的开发，立足于对学生兴趣的强化 。是

解决当前“应试教育”系例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举措。创生
性课程。在课标的准则下，课程是由师生这两个主体共同创生和
建构的。教育必需超越课本，在这方面广义化媒体教学资源环境
担负不可替代的地位。教师不能成为教本的奴隶,而是课程的开
发者和研究者。 

新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是要求教师成为决策者而不是执行
者，要求教师创造出班级气氛、创造出某种学习环境、设计相应
教学活动并表达自己的教育理念等等。所谓启发式教学，就是根
据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识规律，运用各种教学
手段，采用启发诱导办法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使学生积极主动
地学习，以促进身心发展。这里要着重说明，启发式教学不仅是
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学思想，是教学原则和教学观。当代世界
各国教学改革无一不是围绕着启发式或和启发式相联系。做好一
个教师固然离不开敬业、爱生、专业知识扎实，良好的表达能力
及为人处事能力；爱心与责任心。学习效率等多个方面， 终对
整个课堂课的教学效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新课程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必然也要
求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1、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
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2、从教学与研究的
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3、从教学
与课程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
者。4、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社区
型的开放的教师。新课程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1、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2、在对待教学
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3、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
调反思。4、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5、
校长在治学方面应出台“奖勤罚懒、有错必纠”的科学的管理机
制，切忌用“绥靖政策”来团结老师。如果不是由学校内部开始
进行变革的话，改革是很难渗透到教育一线的。但如没有外部支
持，学校改革也同样是无法持续下去的。我将这种内与外的关系
称为“学校改革的内与外辩证法”。我们既需要从内到外的改革，
又需要从上至下的改革，要双方推进。“学习共同体”可以理解
为：“学生共同合作学习的场所，教师作为教育的专家共同合作
学习的场所，家长与市民共同合作学习的场所”。在教学中能否
形成合作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尊重每一个儿童的尊严，
而教师的经验与学习的理论，教学的技能不过占了三成的比例。
当下合作学习的痛点——我们应当追求的不是“发言热闹的教
室”，而是“用心相互倾听的教室”；合作学习 重要的是学生可
以安心地说出“我不懂”；学习共同体不是找出学生的共性，而
是发掘学生不同的个性，以形成独一无二的共同体，是“交响的
学习”。 

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
命在于创新。纵观中外近现代史可以看出，文化变革，主要是教
育变革先行的必要性。一个国家要想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首先
应从思想、观念开始变革，为社会的发展探寻正确的道路和方法，
教育和动员群众，然后进行政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