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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优质学校文化背景下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朱晓华

（福鼎市桐南小学，福建 福鼎 355200）

摘要：教育的成长需要与时代共进，通过介入时代价值观，教育观打造契合时代精神、本土人文内涵和学校教育实际的学校文化，

培植教师队伍政治文化，道德文化，个人修养文化，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达成教师队伍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上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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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学校管理仅仅着眼于教师专业成长和教师业务能力，但

是，时代召唤良师，教育需要大师，人生需要精师，课堂需要名师，

生活陪伴需要友师是时代的特征，学校就应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高超技艺，仁德悲悯的，更需要具有突破当下困扰教育

现实的勇气、胆略、担当与能力的教师队伍。而是应该搭建多元平台，

提升教师科研能力，开发教师专业成长的“造血”功能，形成良性

的管理机制。通过准确放权，分级管理，让各部门建立自己的运作

机制，从而打造平和文化的人际，强化所有学习因素之间的跨域融合。

学校的管理要致力于文化基因的培植，中式学校发展的科学

转向，配置教师教师专业成长的医院，动态生成的发展性评价，

科学人文的行政管理。

一、基于构建优质学校文化背景下的学校个性文化

培养好学、坚毅、平和、仁爱的教育精神，培植教育教学中

的儿童立场、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优化配置，让老师在教育中

寻找自己最佳位置，准确定位教育角色。

（一）学校文化要滋养教师的精神长相

学校文化是教师精神土壤，教师的精神长相是通过日常的教

育活动产生影响的。 通过“两香”，借助三种“渠道”，产生“三

力”，四向，实现“五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从而

构建良好的教师生命成长生态。

两香：即书香墨香。学校要借助建设书香墨香的契机，推动

教师阅读，建立生态的阅读循环，以教师的技能大赛，业务活动

开展推进教师成长。

活动过程借助三种渠道：自我成长需求的跨域微循环，校内

学科融合的内循环，校外跨界的大循环。通过对多种社会资源、

校内资源、自我追求的结构重建促进教师专业长的同时，形成学

校文化的基本式样。

通过培植“三力”。“引力”：人格引力，团队引力，校长引力；

“实力”：教学力，研究力，传导力（指导力），影响力；“恒力”：

持之以恒，常态研究；来推动教师成长。

通过“三种渠道”：课程开发，课题研究，特色项目来推动

教师专业深度成长。

以立“四向”：讲师德、抓团队、促专业、育精英四个方向

强化教师精神内驱力。

在知识架构上推动“五度”：深度、广度、高度、融合度（跨

域，跨学科），能见度（教育预测能力）助长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二）教师队伍建设应该是学校文化构成的华彩乐章

一所学校的教师成长，实际上是一种态度的管控，让所有教

师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愿景是校长应该意识到的财富，在教师中建

立共同体，让他们有平和心，愿一起做，共同成长才能促进学校

大踏步向前。

1. 建立基于教育现实的实体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包括教师学习共同体，阅读共同体，教学研究共

同体。最常见的有读书分享会，教研汇报课，每周教研主题分享。

这种共同体是基于同一个研究群的，也就是“最近人群区”，也

就是日常工作和学习在同一个圈子里的“圈内人”。他们可以就

着共同的话题来研究探讨感兴趣的话题。

2. 跨界融合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的建立比较实体共同而言学要克服空间和时间问

题，就是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中建立知识和话题关系，实现多

领域的，多区域的交流市县教师之间的共同成长，从而形成学校

独有的文化。

3. 虚拟共同体

信息化社会的交流技术高度发达促进这种可能，我们可以尝

试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跨界融合的思维碰撞，通过微信、钉钉、

QQ 群或者博客空间等建立包括全国在内的互联网共同体，开展教

学教育研究、探索、互补。采用线上交流，线下展示的方式促进

教师专业的全面发展，借此实现学校多元文化的滋生。

教学研究，教育观察，教育思考，教育行动，教育成长。

二、基于构建优质学校文化背景下的教师专业成长

（一）激发教师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培育专业追求的荣耀感，

构建团队价值的荣辱观

不断地通过开展教师志愿者活动，以送教下乡、教育扶贫、

护学岗等方式让教师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师德

大讲坛，讲述身边教育的感人故事，让教师与学生结盟同进，不

断培植教师教师对教育的内心热爱。

有学校层面组织教师与家长的亲子游，周末亲子读书会，教

师与学生之间“认亲活动”，开展爱岗敬业的实践活动，比如：

周一第一节课，开展：我想唤你一声妈妈的“称呼活动”，周五

最后一节开展“我们去建一个家”的周末亲子郊游邀请活动课堂

上对学生的称呼由“同学们”改变为“亲爱的孩子们”。不断以

实物或者精神奖励激励教师的每一个爱的举动，让他们感受到来

自教育的爱和温暖。

（二）唤醒专业成长的现实需求，提升专业发展的研究力

教师的专业成长很大程度是由教师格纹的内在追求所致，这

种内在追求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被隐匿起来，由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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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高，渠道窄，价值追求与显示实现之间的深层矛盾导致教师望

而却步，甘于平庸。

作为学校应将教师的专业成长现实需求转化为教育生产力，

通过让教师建立个人成长档案，逐一解决教师在专业成长过程中

现实需求，给予丰满、助力，实现前浪奔涌，后浪助推的价值追

求局面。

（三）提供专业成长的多元平台

教师怎样成长，其成长的渠道有哪些？这是需要学校不断提

供一些平台，让教师在展示中改进，在改进中改革，不但可以促

进教师本身专业成长，还是学校文化形成的重要力量。“请进来，

走出去”是很好的方式，特别是与薄弱学校的结对、扶贫、助弱，

让教师以专家的身份参与到送教、送课的活动中去，一方面提升

荣耀感，另一方面会激发其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基于构建优质文化背景下促进学校管理的转向

优质的学校文化可以极大地推动教师的内驱力，从而推动教

师对教育文化的追求，为学校文化增颜助色，这需要从根本上解

决教育管理问题。

首先要从教育的本源出发，追问教育之源，引导教师专业意

识的转向，让教师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教，为谁而教，找到教

育的本质问题，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认识，从法律法规人生理

想信念来认识，突破职业认识的局限。

其次，要鼓励教师变革教育行动，引领教师专业分层错位发展，

教师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价值追求差异、专业能力差异、

行动效能差异、协调能力差异，学校要重建教育价值观，形成正

确的教育过程观，从统一整齐的共性教育指向差异性的教育表达，

允许教师在不同层面上生存，这就需要建立差异化平台，让教师

在适合自己的层面上行动，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和发展。

最后，从个体课堂教学细节研究转向课程意识和文化觉醒，

让教师要明白的是教育不是一个孤立学科的教学问题，而是教育

文化的构建问题，不能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劳作，需要立

体“种植”，所以把一切教育行为多呈现为课程管理和学校文化

以及学生的成长规律才能真正实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使命。

四、基于构建优质学校文化背景下的教师发展性评价

评价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打破传统机械的评价方

式：通过个体的行动来评价教师，把教学效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内容，

忽略教师成长，学生心理健康，学生成长需求，学校发展贡献率，

重构评价体系就是要着眼于多元主体，多元方法，多元目标。

可以采用实行雁式评价模式——进行团队评价，捆绑式评价，

将个人成长与学科教研组，备课组，阅读团队，成长助力团的工

作开展融合在一起。

填写《个人成长意愿表》，将成长目标与实际成长目标的达

成度，一致度进行评估。目标管理分为三个等级：学校既定目标、

个人设定目标、随机生成目标，目标的达成又分为长期目标、中

期目标、近期目标。

一般而言，长目标着眼于职业生涯，更多指向道德、人格、

修为，比如希望成长为正高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是需要用毕

生的精力去实现的。中期目标，主要是明确个人成长的阶段高度，

更多的指向专业能力，比如著作，影响力。近期目标，一般指的

短期工作效应和成效。

在评价上，更注重过程性评价把量性评价和质性评价结合一

体，显性评价和隐性评价关联起来，进行分级、分层、分类评价。

首先是学校文化渗透力评价，也就是教师在实现教育目标，

管理任务上的及时度，效能度，主要通过对班级管理，日常常态

工作任务执行力上，把学校文化要求演变为学生行为养成，生活

细节，从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上所体现出来的行动结果。

其次，是学校文化管理力评价，主要指向对群落管理的过程性，

学生出现问题，教师在转差培优方面所做的贡献，纠错率，复现

率就可以提现教师在文化管理上的效能，也指向家庭教育与学校

的融合度。

第三，文化消化力自我评价，学校文化如何在教师心中落地

生根，其接受度如何是构建优质学校文化重要基础。这个评价的

要素主要是希望通过评价，促进教师与多元因素之间的有效整合，

从而提升团队的行动力。

五、基于构建优质学校文化背景下教师队伍的人文管理

智慧管理，构建共同发展的行政管理共同体。行政管理共同

体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元素，重视行政管理共同体的建设，施以人

文的管理是学校文化生成重要的渠道。

在进行教师队伍的管理上，要把握好几个原则：动态上实现

刚柔相济，严宽有度，差异并存； 静态上讲究严立宽破，人文关

怀，弹性与刚性相揉。教师首先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渴望享受美好的生活，渴望得到认可，得到欣赏，所以，在

管理上将教育工作转化成生活是一种有效的也是高明的管理手段。

基于优质学校文化进行教师队伍管理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教

育发展的需要，科学人文的进行精细化管理就可以促就教师自我

成长，破解教育职业倦怠，实现学校高位发展，从而铸造一所高

品质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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