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52020 年第 2 卷第 7 期 理论热点

愿我的肩膀成为徒弟们的翅膀
——培养青年教师的苦与乐

孙伟民

（甘肃省嘉峪关市第六中学，甘肃 嘉峪关 735100）

摘要：教育家科南特指出：“一个学校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没有教师的成长就没有高品

质的教育，能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式非常多，而师徒结对在教师专业成长的道路上最经济、最可靠、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方法与途径，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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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对子——责任在肩勇向前

青年教师充满朝气与活力，特别是在对新知识、新理念的学

习与应用中，灵活度高、学习能力快，在学生成长发展与学校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学校培养青年教师的计划，我有幸先后 6 次签约“师徒

结对子协议书”“投师”和“学艺”是紧密联系的，荣誉和责任

也是并存的。在感谢领导对我信任的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认真执行我们第六中学培养青年教师的计划 。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在我培养的青年教师中赵江涛、崔

雅婷、丁小华、常强强、李云、曹仲杰六人分别获市级、省级、国

家级课堂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并深受领导和师生的好评。作为

师父的我当然为他们骄傲和自豪。同时我也在不断努力、不断进步，

因为我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愿我的肩膀成为徒弟们的翅膀。

我曾对徒弟们说：“只有敬业、才有专业，只有专业、才会

成为专家。”我身为市教育局兼职教研员、六中地理学科组长，

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能独挡一面的、胜任各年级教育教学工作的

教学能手，因为他们才是学校的未来！我下决心：一定会尽自己

的全力把他们雕琢成美丽的钻石。不能说要他们多么优秀，但是

一定要他们努力成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老师！

二、压担子——勤学苦练基本功

我们六中地理学科组是团结进取的团队，青年教师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逐步培养他们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将现代信息

技术与学科课程有机的整合，具备一定的教科研能力，是我始终

为之努力的目标。

根据“嘉峪关市第六中学师徒协议有关规定”，在立足各青

年教师的能力发展水平基础上，我为他们制定了具体的学习与职

业发展规划，更好地让他们学习、交流与成长。在以下三方面培

养他们的职业能力：教学方法与经验的传授；对于教材的把握、

对课程标准的熟悉；良好的教学作风、思想作风、职业品德。

（一）教学技能基本功

1. 要求青年教师多听课

向本学科教师学，向其他学科的优秀教师学，学师德，仔细

研究讲课技能，开拓自己的思路，尽快适应、提高并对本学科的

教学规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有所创新，目的是形成自己独特的

教学风格。

2. 要求青年教师详备课

在课标研读、学情分析、课程资源的整合、教学环节的设计

及课后反思等方面都要有自己的教学思想。每一节教案要主动征

求师傅的指导意见。同时集体备课成了我们校本教研的一种重要

形式，也是合作研究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够发挥团队精神，集思

广益，取长补短，使教师在研究交流的思想碰撞中，博采众长，

择善而从，是培养青年教师成长的主要方式。

3. 要求青年教师精讲课

特别是让常态课不寻常，努力打造精彩课堂：组织教学、课

堂调控、情况应变、知识学习等方方面面都认真对待。课后还要

及时反思：面向全体了吗？师生互动了吗？精讲多练了吗？目标

达成了吗？学生快乐吗？等等，为今后的教学积累经验。

4. 要求青年教师作业有设计，讲究适量；批改需及时，侧重

评改；辅导要针对，难易结合。

5. 要求青年教师大胆尝试拟试卷，做质量分析

每一份高质量试卷的拟定都是老师心血的结晶，更是年轻教

师更上一层楼的台阶；每一次教学质量分析都会让自己有更深远

的见解，甚至有脱胎换骨的进步。

6. 要求青年教师从板书设计、板图板画，语言表达、教学资

源的选择、常规教具的使用和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等等多进行自

我磨练。地图是地理课的第二语言，我要求青年教师在教案中和

上课时必需手绘图，这是地理学科的教学特色，也是教师必备的

基本功。而这项能力的形成也是地理教师的看家本领。显而易见，

教师上课“全凭一张嘴”，扎实的语言功底也是教师长期的教学

实际与生活经验积累。

（二）教学设计基本功

课本解读，教材处理，目标设定，起点把握，问题提出，过

程设计等方面要与学情无缝对接。

（三）教学实施基本功

兴趣培养、思维引导、教学组织、教学方式创新、课堂把握、

情境创设等。

（四）教学评价基本功

过程性评价、激励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等。因

为评价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所以要注重评价的导向性、

诊断性和激励性。

（五）教学研究基本功

教学要反思、经验常总结；有目的进行课题研究，用教带研，

以研促教，教研结合。实践证明：青年教能够在反思中提高，在

总结中成长，在教研中锤炼成名师。

（六）施加压力，挖掘潜力，树立自信的基本功

徒弟们开始崭露头角，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发挥着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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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日渐成为独当一面的甚至成为全市有影响力的教学骨干。

青年教师正当风华正茂，他们是学校未来的希望，更是学校发展

的根本保证。

总之，要求青年教师做到知识上多请教重启发，方法上多听

课重探讨，困惑上多交流重落实，实践经验上多积累重反思，压

力面前勇挑重担，为自己搭建挥洒青春的舞台。

三、搭台子——把握机会显才华

为了能给青年教师提供展示水平和成果的舞台，学校经常开

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改革及交流、研讨和评比活动。如：校内

汇报课、校内竞赛课（讲课、说课）、联盟校研讨课等等。

我们六中地理学科组常规教研重要形式之一就是集体备课，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在青年教师的每一节

常态课的之前——之后过程中，及时解决他们的各种疑惑，就这

样忙碌着、学习着、收获着、快乐着！并把每一天的进步以每学

期必备的汇报课形式展示在师生面前。讲课老师在不断的批评和

帮助下迅速提高，其他老师也从中受到启发，得到学习的机会，

整个准备过程突出了我们六中地理学科组的团结和智慧。所以每

一次汇报课的参讲教师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讲课水平，得到校领导

的表扬和各位同仁的认可。

俗话说：“输人不输阵。”我不敢说我们都是强兵强将，但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唱过一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铿锵有力，

歌声至今还在耳边回旋。人们都知道“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老

谚语，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历史证明团结是通向胜利的

成功大道，正如“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然而，团结

组成一个有力量的团队真不是说说“口头禅”，要真正做好团队

工作，自己首先应该具备一颗宽容的心，毫不夸张的说要有“海

纳百川”的量，更要有无私奉献的行动，我一直努力实践中。

四、树牌子——三尺讲台结硕果

（一）培训篇——汲取营养

教育是充满智慧的事业，作为人民教师，我始终积极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把教育工作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优质的教育

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用心做出来的。为了不断给自己“充电”，

我积极参加不同级别的各类培训，提升素养。从一个初出茅庐的

青年教师成长为业务能力强的骨干教师，靠的是学无止境的人生

态度，靠的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

（二）教研篇——探索实践

尽管教学任务繁重，我还是挤出时间，广泛阅读，认真摘记，

汲取先进经验。33 年来，我以“脚踏实地、大胆创新”为座右铭，

认真扎实的备课，及时整理并反思，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

育教学、教研取得了优异成绩。并勤于笔耕，多篇论文发表于国

家、省级刊物：《初中地理新教材特点的优势》荣获省级教育教

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发表于 2006 年第二期《教育革新》；《新

时期中学地理教师职责的探讨》发表于 2006 年第二期的《西北成

人教育学报》；《浅谈初中地理新教材的五大特点》发表于 2006

年第一期的《科教文汇》；《对地理高效课堂的几点认识》发表

于 2014 年第三期《吉林教育》；省级课题“心理地图在高效课堂

中作用的研究”已经结题并获得市级成果奖。

（三）荣誉篇——动力源泉

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有各位同仁的无私帮助，通过自己

持之以恒兢兢业业的努力拼搏，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获得了

一些荣誉：2005 年荣获省级竞赛一等奖，2006 年荣获酒泉钢铁集

团公司“优秀教师”和嘉峪关市课改革“先进个人”称号；2010

年荣获嘉峪关市“131 骨干教师”称号、同年市政府授予嘉峪关

市优秀教师“园丁奖”、 嘉峪关市教育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1 年荣获甘肃省教育厅授予的“甘肃省中小学省级骨干教师”

称号。2014 年荣获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甘肃省优秀教师“园丁奖”

称号。2015 年荣获嘉峪关市“学科带头人”称号。 2018 年荣获嘉

峪关市“最美雄关人”称号。2011、2014、2019 三次荣获全国课

堂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称号。

（四）成果篇——希望之星

面对课改的新形势，我意识到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已经不再

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引领青年教师成长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担起了帮助青年教师的任务。让年轻教师观摩我的课堂，

阅读我的教学案，共同探讨课后反思，帮助青年教师迅速茁壮成长。

多名青年教师经过我的辅导和帮助，在全国、省、市优质课竞赛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赵江涛：2009 年省级竞赛一等奖、崔雅婷：

2010 年市级竞赛二等奖、丁小华：2013 年市级竞赛一等奖、常强

强：2014 年全国竞赛一等奖、2015 年市级、省级竞赛一等奖、李云：

2017 年市级竞赛一等奖、2019 年省级、全国竞赛一等奖、曹仲杰：

2019 年市级竞赛三等奖。

用责任诠释爱心、用使命开拓创新、用情怀担当引领者的重任，

这就是我 33 年教育教学生涯的真实写照。

（五）体会篇——脚踏实地

从教 33 年来，我总是“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以忠心对

待事业、以诚心对待同事、以爱心对待学生、用人格魅力言传身

教是我工作成功的经验。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学的基本功，需要日积月累不

断提高。平时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与

时俱进。教学效果的好坏是教师教学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更是

教师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上好一节课不难，上好每一节课真不

容易。一个优秀的教师必然是一个爱学习、善于总结与反思，脚

踏实地充满自信的人。这些成绩的取得就是折磨自己的同时折磨

徒弟的结果。天上掉不下来馅饼，只有不断的学习、付出，总结，

才能真正有所成长、有所收获。我们只有看到不足才能不断进步，

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培养青年教师真是苦中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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