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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教师自我专业化成长
——新教学范式下教师自我专业发展的思考和实践

程宁宁

（哈尔滨市德强高中，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摘要：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浪潮中，当前化学课堂教学已进入了全新阶段，对教师自身素质（精神素质和专业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作者试图从自身的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化学课堂发展趋势，探索高中化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要求、规划自我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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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个人专业化发展不仅是新课改和社会对教师所提出的要

求，也是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应当具备的基本发展理念，更是教师

个人在职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首先，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这就需要教师具深厚的专业

知识底蕴，教师的职业注定了自身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其

次，当前的高中化学课堂，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授高中教材知

识，越来越多需要我们扩充自己的知识广度、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更要不断学习新的理念，将其应用于教育教学活动中，这样才能

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新教学范式下高中化学课堂的特点

要探索新教学范式下的教师自我专业发展，首先需要总结

和归纳目前的高中化学课堂范式特点。我国的课堂教学范式由

教师讲解为主的“满堂灌”，发展到教师主导、学生为主体的

“引导”范式，此范式下各种教学模式不断涌现，如“探究式

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深度学习”“项目

式学习”……

这些课堂教学模式都指向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共同特点有：

（一）化学知识学习情景化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而实验能很好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化学学科

核心思想。同时化学是一门与生活联系紧密的学科，真实、生动、

直观的实验现象和生活情景，在带给学生惊奇的视觉感受的同时，

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学习化学的兴趣。

（二）化学知识获取探究化

现在的化学课堂从是开放的。课堂教学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

教师的知识圈，而应接近于学生的生活世界。此外，化学教师应

把学生视为“完整的人”，把“探究性”“创造性”“发现”等

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

方式去思考，为拓展学生的思维广度创设了空间。让学生从学会

变成会学，让课堂从知识传授变成问题研究，让学生体会深度学

习带来的乐趣。

（三）化学知识获得生成化

化学作为生成性学科，有其学科特殊性。化学课堂强调教学

过程，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强化个体体验，解决实际问题。

化学课堂的教学内容不应只限于书本，也不能局限于课堂空间，

而应渗透到社会生活中。

通过在课堂中开展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点的实验和课

题，并结合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培养学生对化学的学习热情，激

发研究的积极性，注重在研究中让学生掌握知识点，并从中得到

启发而有所发现，力求创新。

二、新教学范式下教师专业要求

（一）教学思想的成长

目前的高中化学教学，教师需要学习各种学习理论，使自己

的教学思想不断成长。在正确的教学思想引导下，我们高屋建瓴，

更好的把握课堂教学、设计课堂教学。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从不同

角度对学习过程进行了深刻阐述，这些经典的学习理论至今在影

响着教育教学发展，作为课堂教学的实践者，我们必须去了解和

学习这些理论。

教师只有用先进的教学观念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从更加开

放的角度，利用更多的教学资源设计自己的教学行为，从而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促使学生科学素养的全方位提高。

（二）化学专业知识的成长

作为教师，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学习，实现从经验型向研究型

转变，以深厚的专业知识底蕴为学生指引方向，以的深刻的学科

思想去影响学生，这也是化学学科的内在要求。

“学高为师”，教师在专业方面的能力对学生的学科发展是

至关重要的。高中化学知识很多问题如果深入研究，必然触及大

学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必须对相关内容有所了解、甚至是掌握。

化学教师曾今在大学学习了化学专业知识，由于学习的投入不

够，工作后的长时间遗忘，多数老师大学内容已经非常陌生或遗忘，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大学化学内容重新进行学习或者利用学校或地方

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培训及学习机会不断学习，给自己“加油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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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专业自我成长

（一）自我成长规划

教师能力是学校发展的基石，也是学生前进的保障。目标如

同大海航行的灯塔，指引我们的不断进步。教师应对自身发展做

出规划，并以此督促自己成长。我们学校非常关注青年教师的成长，

为青年教师制订了“369”培养计划，并通过一些列教育、教学活

动促进青年教师成长。

从 2016 年符校长主管高中部以来，化学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后起之秀不断涌现。青年教师们在专业知识不断丰富的同时，也

在时时更新着教育理念，为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青年教师，学校为我提供了很多机会（校级、市级公

开课、外出学习、辅导竞赛、担任备课组长、考试命题等），使

我不断成长，获得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学习，朝着名优教师的目

标不断努力。

（二）专业发展规划

1. 研习每一年高考题

作为教学风向标的高考试题是高考命题专家深入思考、反复

打磨的作品，能很好地反映最前沿的教育理念，折射高校的选人

标准，体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方向，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科学性。

教师不仅要做高考题，更要研究高考题的命题方向和特点，反思

和指导课堂教学。

2. 有计划温习大学化学的专业知识

大学化学教育开设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

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作为高中化学知识的源头，详细介绍了化学

基础知识和化学原理，如果我们要透彻理解高中化学知识，重新

学习这些知识是非常必要的。重新学习这些知识不仅可以提升教

师自身的学科素养，还能使教师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高中化学

学习内容的安排和设计理念，更好地为教学指导方向。如果几个

化学老师组成了学习小组，一起探讨和研究的话肯定会有更多收

获。辅导化学竞赛、讲解这两门课程，使我对高中化学知识的理

解更加深刻，增强了我的专业自信。

3. 涉猎教育、教学理论知识

制订阅读计划，每年阅读一定量的教育教学类经典书籍，比

如《给教师的建议》《教育心理学》《做最好的老师》《走进心灵》《教

育学基础》等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己对教育教学的认识。

附表 1：自我专业成长规划

时间阶段 0-3 年 4-6 年 7-9 年

成长目标 合格教师 骨干教师 名优教师

培养活动 6 次校内赛课

3 次业务考试

每月一套高考题、模拟题

德强大讲堂讲座

德强故事

学科素养探究课

3 次业务考试

德强大讲堂讲座

德强故事

名师引领课

3 次业务考试

市专业测试

校内大型考试命题

阅读书目 给教师的建议 教育心理学 做最好的老师 走进心灵 教育学基础…

附表 2：自我专业成长规划

时间阶段 今年上半年 40 岁之前 40 岁以后

成长目标 状元之师 优秀竞赛教练 名优教师

学习内容 人教版教材

近 3 年高考题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给教师的建议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教育心理学 做最好的老师

走进心灵

教育学基础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结构化学 什

么是教育 爱弥儿 教育漫画 理想国 大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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