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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师语文能力提升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风霞

（陕西省商南县教师进修学校，陕西 商南 726300）

摘要：语文能力亦称“外部言语能力”，即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的能力。言语交往是通过表达和理解进行的双向交流，表达，需

要有说和写的能力，而理解，需要有听和读的能力。听、说、读、写即为语文能力的四要素，它们之间既具有相关性，又具有相对独立

性和系统性。听、说能力是读、写能力的基础。在掌握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听、说、读、写四种能力是递次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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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本人工作性质的原因，较多地参与到新入职教

师的培训、回访、调研等工作中，其中新教师语文能力存在的问

题引起我的重点关注与思考。

在语文能力方面，新教师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老师

“读”的能力显得较为薄弱，语言缺乏感染力，很多教师很难通

过语言的魅力去吸引学生，整堂课平铺直叙，枯燥无味，缺乏美感；

第二，教师的板书虽然还算较为工整规范，但是大多数达不到教

师应该具备的书写水平，老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不言而喻，潜移默化，

无形与有形，习惯成自然，小学老师是启蒙老师，此阶段教师的

书写示范对学生尤其重要；第三，拓展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表

现，语文素养好的，就胸有成竹，信手拈来。语文素养不均衡的，

即使按照教材附录完成了课后拓展，但在后期和学生的交流沟通

中也存在障碍。

一、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职前原因

1. 专业不对口

随着各种教育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就业问题等方面的影响，

大批大学生选择从事教育行业，许多非师范类本科大学生在毕业

前考取教师资格证进入教育行列，跟随师范类毕业生通过政府相

关部门组织的考试成为当地的“特岗教师”，“特岗教师”成了

新入职教师的主要存在形式，他们没有正式编制，但与编制教师

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以三年的工作表现作为直接转正的前提，

因此吸引了大批本科毕业生报考“特岗教师”。

但是，真正要提高师资水平，不能停留在这样表面的乐观形式。

“特岗教师”虽然具有教师资格证，但是很多老师并不是师范院

校毕业，他们取得教师资格认证，多为自修的方式完成。因此他

们在职前没有接受专业的教学技能的学习，上岗后逐渐开始摸索

和学习，这无疑是新入职教师前期工作的主要障碍。

2. 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和模式陈旧

“师范教育”取代“教师教育”，这对教师职前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同时，一线基础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他们需要更多

优秀的教师来满足教学改革的需求。可是面临前方施加的重重压

力，师范院校及各大学的教育学院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调整培养目

标和计划，他们仍按照原有的教学习惯，没有及时改变现有的教

学内容与方法，因此培养出的师范生不能适应当前课程改革的发

展要求。

这些职前问题主要表现为师范学校的教育专业课程与一线新

课程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太大，急需调整。职前培养的某些课

程已经过时，例如在教师的语文能力上，听、说、读、书写在教

育教学中作用巨大，但没有引起高校的注意，还执着于原有教育

理论教学内容，这样的师范生理论水平很高，但嘴不能说、手不

能写，在课堂上不要说遒劲有力、潇洒俊逸的板书，诙谐幽默、

文采飞扬的语言魅力了，把一堂课完整表述下来都是问题，何谈

高质量完成教育任务。

3. 知识结构不合理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便是专业的师范类或者教育类毕业的

教师，他们也不具备系统完整的语文能力。回我们这个小县城考“特

岗教师”的，基本是二本或专科师范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大

学期间，高校管理相对不严，学生自律性差，考试时只要及格就行，

涉猎课外读物有限，知识储备少，言之无物，没有掌握系统的知

识结构。上岗后“亡羊补牢”，也很难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

（二）职后原因

1. 教师教学任务重，剥夺了新入职教师自修时间

新入职教师到岗后教学任务都很重，并且现在好多政府学习

内容都要求进校园。如“廉政进校园”“教育扶贫”“社区教育”

等，教师在教学任务完成的间隙要完成好多其它工作，就没有时

间进行自我提升，字还是那样，文章还是写不出来，所有需要的

东西网上下载改改就上交。在一次某学区暑期教师培训会上，要

求被评为“年度优秀教师”称号的教师交流工作经验，有两位教

师的文稿就是一模一样的，事出突然，又刚好一前一后紧邻着，

导致后面一个演讲者没办法，又缺乏临场发挥的能力，只有一脸

尴尬地实话实说自己交流文稿和前面的老师差不多就不赘述了，

这一度成为笑柄。

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养是教师成长的永恒话题，年轻教

师更要善于勤奋学习与思考，需要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提

高自己。你在黑板上写一个错字，一个错误的笔顺，可能这个孩

子一辈子就写错了。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新入职教师要有“一

日三省吾身”的意识，查漏补缺，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练好自

己的教学技能，老师不是“工匠”，要“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知行合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学校缺乏激励机制

各学校也了解新教师在语文能力上的欠缺，但因为资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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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一些利益，没有对在这方面表现出色的教师进行奖励。学校

所有的规章制度，基本都是围绕晋职进行的，重教学成绩，轻教

师素质的培养。教师自己学习是动力，学校培养就是鞭策。打破

这样的僵局，不是某个教师或者某个学校可以改变的，也不是一

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我们做的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由点及面，

慢慢改变，取得学校和教师的双赢局面。

3. 新入职教师培训、实践锻炼机会有限

在各种外出培训中，新入职教师都热情高涨，他们都想通过

培训来提高自己。但培训名额有限，学校考虑到教学任务，一般

不会安排年轻教师出去培训。在调查中，入职三年的教师大部分

只参加过市县教育局组织的“岗前培训”，剩下的就是大学区和

教研组组织的业务培训。

在各级各部门组织的“朗诵比赛”“写作大赛”“演讲比赛”“书

法大赛”，还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听评课”中，新教师一般

充当观众和学习者的角色。因为组织者需要的是精彩和名次，而

不是让新手锻炼的舞台。长此以往，每次组织此类活动，往往就

是固定的那几个人角逐，新教师需要自己的坚持和工作磨砺才能

缓慢成长。教育事业是实践的事业。教育不是说出来的、不是讲

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因此，学而不厌、勇于实践是教师一生

的自我教育。这些都需要用人单位给予机会助力新教师快速成长。

4. 远程培训流于形式，培训内容单一

教师网络培训，是一种新型的培训方式，其优势在于缩短时

间和空间，节约人力和物力，是现阶段培训机构对教师广泛采用

的一种方式，也使得更多的教师得到培训学习的机会。

但在实际培训中，远程网络培训的效果极其有限。许多教师

表示，这样的培训课程内容枯燥，专家教授“照本宣科”，在实

际操作中，又缺乏监管，流于形式，反而成为教师们的负担。许

多教师报名学习，只是为了得到“学时”以达到教育部门对学校

教师提出的学习要求。

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设置上很单一，主要形式是讲座课、示

范课、观摩课（等同于示范课，只是叫法不一样）重点体现在教

法技巧上。对教师的听说能力、读写能力没有涉及。

二、提升语文能力的方法和措施

（一）树立自主提高的观念和意识

即使是同时走向工作岗位的新入职教师，入职时他们的语文

能力不相上下，但经历同样的成长时间，担任同样的教学工作量，

最后，他们的语文能力提高速度却大不相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有的老师有反思和自我提高的意识。在工作实践中，通过不断去

尝试，逐渐提高听、说、读、写和教研能力。只有把自己放到实

践的大熔炉中，才能练就“火眼金睛”“铁齿铜牙”。不管把他

们放到任何场合，都能肆意张扬，拿捏得当。同时相关部门也应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广大教师不断学习提

高综合素质的热情，引导教师自觉学习，自我锤炼，内化升华教

师的教学技能，在全体教师中形成“见贤思齐”的价值导向。

（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只有真正走向教学实践，新入职教师才能明显地察觉到自己

职前学习的相关知识是否落实到位。许多老师在入职初期，都会

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体验，这说明自己的知识储备尚不能满

足教学实践的需要。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要想迅速提高自己的学

科教学能力，不断完善学科教学的相关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

节。

有的学校建立教师日读书平台，采用打卡的形式“逼迫”教

师完成读书任务，这样形成全民阅读的风气，校园学习氛围浓厚，

学校和教师个人都是受益匪浅的。

（三）加强对新教师职后教育的监管

地方各级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职后教育的监管，充分发挥县

级教师进修学校和县级教学研究室的作用。对于新入职教师的职

后教育，应该落实到县级进修学校和教研室。教师职后进修和培

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目前大多数老师最乐于接受

的方式。

为使县级教师进修校和教研室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提出应该加大对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扶持力度。第一，在硬件

设施上加大投入，同时保证其调研和活动经费的充足。第二，在

进修学校和教研室的师资上严格把关，层层挑选，构建科学化和

标准化的教研员选拔制度，发挥教师进修学校“进修”的功能。

同时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不应该局限于本单位的工作人员，

而应该与教学界的优秀名师加大沟通学习，通过各种方式请他们

给予指导。

（四）增强职后培训课程的针对性

职后培训与职前培训不同，职前培训是对知识结构的全面建

构，是尽可能地让他们获得完备的专业知识和以教育学、心理学

为基础的一般教学知识。而职后培训更像是补课，当老师投入教

学实践，会发现职前学习中的漏洞，因此需要通过职后培训，进

行补充、完善和提升。

培训机构可以给新教师搭建一个与外界交流合作的平台，可

以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也可以得到专家和优秀教师的指导。因此，

根据教师语文能力提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设培训课程，开发

培训内容，使培训更加有效，这是培训机构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结语

功利化教育的危害罄竹难书。总是追求有用，就会变得无趣。

一旦无趣，就索然无味，一切激情、活力和润泽荡然无存，甚至

连功利化的动机和动力都损失殆尽。我们的教育总是很急，急着

出成绩，急着出名师，急着兜售自己所谓的教学模式，就是对教

师的综合素质不急，还吵着说教育不均衡。优秀的教师是需要时

间培养的，愿学校和培训机构像对待刚入学的小学生一样对待刚

入职的教师，耐心地扶持他们成长，为基础教育培养一批批优秀

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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