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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发展——新入职教师如何缩短新手期 

周晓慧 
（新疆托克逊县博斯坦镇明园小学  新疆吐鲁番  838100） 

摘  要：教师普遍在备课时不会设计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有些在设计上缺乏思维深度，这些困扰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探讨能

有一种方法快速改变现状，用科学合理的途径和方法来协助老师解决问题，少走一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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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师 

1、现在学校都会组织一些“师带徒”的活动，如“青蓝工

程”“领雁工程”等，我们必须珍惜这样的机会，对于新手教师

来说，经常跟着师傅听课、评课、积极上公开课、认真参加集

体备课、与老教师多交流等方式，对自己的快速成长是非常有

利。与师父交流，分享师父失败的经历和成功的经验。他的经

验不断地与我们的实践相碰撞，督促我们不断调整教与学的态

度与方式。先听听师父的一课，再自己上课。经常邀请师父听

我们的课，为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这样坚持做，我们就

会比其他新教师掌握的讲课方法与技能会更多一些，进步得快

一些。 

2、再找一个骨干班主任做自己的师父，跟着他学习班级管

理的经验。一个教师有做班主任的经历，会更容易探寻到教育

的本质和管理的学问，享受完整的教育幸福。  

二、阅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阅读提升，但是苦于工作忙、时间

碎片化，经常被搁置。根据现状我建议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微信公众号阅读-听书-整本书阅读。 

1、首先微信公众号阅读。公众号内容通常短小，很容易读

完。在“互联网+”时代，年轻教师可以坚持阅读网上的电子报

刊、杂志扥，关注一些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的内容，来丰富自己

的阅读量，寻找自己需要的方法和资源。比如说《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师报》《教师博览》、《班主任》等。也可以在老教师的

帮助下，找到几种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的报刊来坚持阅读。在阅

读中找到方法。优秀的公众号、报刊，汇聚了全国各地优秀教

师和专家的实践经验与改革成果，有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教育

教学资源，并且这些经验和资源大都是最新的成果，便于吸纳

与运用。采取众家之长，结合自身情况与当地实际，自然会生

发出更加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记得刚走上讲台时，就是《教师博览》、《班主任之友》两

本杂志帮了我，这些书里有好多学科和班级管理案例，能帮我

解释一些问题的背景、成因与原理。“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我

那时在这些书中看到的，一直沿用到现在，屡试不爽。借助它

们，我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不断创新我的教学方法

和班级管理策略，各项工作都有了质的改变，感觉教育学生创

新想法也多了。 

所以坚持阅读，你的阅读会帮助你在教育与教学实践中变

得游刃有余，快速提升自己的各种能力，使自己更有想法，更

有创意。 

2、听书 

刚开始读书可能很难坚持，那就先从听书开始。听全书讲

解，如:樊登读书会，蒋勋说《红楼梦》，来增加读书兴趣，一

本书一个小时就知道了重点内容，很有成就感。听的多了，慢

慢的你就想更深入的知道这些书的内容，还可以听全书朗读。 

3、整本书籍阅读。整本书的阅读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书籍，

可以先从感兴趣的书籍开始阅读，其中也会有许多原理对我们

的工作生活是有帮助的，读完二三十本后再读专业书籍，就会

感觉很轻松了，最后读名人传记。书中有很多案例都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管理和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三、备课 

备课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借鉴一下三种方式。 

1、阅读和观看名师课堂的实录 

 阅读和观看那些的名师课堂的实录，收集下来进行参考。

把里面的一些案例、资源或方法整合到自己的教学设计中。在

备课时，完整地阅读实录，认真思考里面的逻辑与理念，把他

人的优秀做法变成自己的做法。这个过程是狠下功夫的备课过

程，但是当你看到学生因为看到与过去不同的新方法、新思想，

处于兴趣盎然的学习状态时，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 

2、微课研究与制作 

微课可以抓住章节要点，明确课程知识结构，以最直接明

了的方式让学生掌握知识要点。也更有利于我们熟悉课程架构

与知识点。微课研究让我们的讲课目标更明晰，方法简洁。 

3、案例研究 

我们手上都有名师教案，每次备课时，同一课找三篇名师

教案例进行分析，找出案例背后的逻辑与理念，看出作者设计

这个案例的价值取向与策略。不管这个案例是基于特色与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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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基于失败与缺点，都要从里面挖掘到它应有的意义，明晰

作者之所以选择此案例的目的与价值。如果有专家点评更好，

要好好领会专家提炼的思路与方法，这是理论与实践最直接、

最明白的结合方式，获得更多备课的灵感。 

四、积极参加各级业务比赛活动 

1、赛课。当你进入真正的学校教育生活，可能会遇到来自

教研组、学校，以及区县甚至省市的各种业务比赛，作为新手

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参加这些活动，经过研课、磨课后，可以

使我们讲课技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基于比赛案例进行反思，

学习他人的优秀做法，发现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短板和经

验上的欠缺。这些活动是你快速成长的平台和养料。 

我成长的信心就来自首次参加两个乡镇合起来举办的优质

课评选。那是刚毕业的第二年，记得得了个一等奖，这提振了

我的自信心，后来又参加了全县的优质课评选，并获奖。我们

收获的不仅仅是得了奖，更重要的是同事们在我试讲的过程中

一遍遍地提出修改的意见。这种同伴之间的互助是使我们逐步

走向成熟，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支撑。 

记得还有一次参加美术优质课大赛，我选择讲中国传统文

化《剪纸的制作》，试讲了几节课后，总觉得不满意，一遍一遍

的反思就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位老师说：“你看看这一期的《时

尚中国》杂志吧”，其中有将中国传统元素剪纸设计在了时尚的

衣服上的内容。我豁然开朗，原来我缺的是剪纸在生活中的运

用。那一节课的最后部分我设计了学生把学习到的剪纸艺术应

用于生活用品上，并在 DJ 音乐中展示，当时评课组对这节课的

评价很高，还荣获了一等奖。 

每一次讲课前，都要非常认真地准备，虚心听取同事们的

意见和建议，对着镜子一遍遍地试讲，录下来，一遍遍听，一

遍遍地修改，这样经过多次打磨过的课，教学效果和质量会有

很大的提高。 

2、行动反思。教师的专业水平分界线，在与“课后反思”

上，这是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这最后一公里。上完课，撰写一段

教后反思，或一两百字，甚至一两千字，这些反思性文字是我

们专业提升的佐证，更是下一步行动的催化剂，也是用于自己

课题研究的鲜活资料。 

现如今，信息技术发达，在参加各种比赛活动时，可以进

行录像或录音，回来后进行再学习、再研究，并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中进行探索尝试。将总结来的知识和方法在自己的课堂上

再实施一遍，然后就彻底领悟了很多道理，自己此时的感觉又

会不一样。 

四、努力争取外出学习的机会 

每一次外出学习，都能唤起你的课程改革之梦，让自己走

上成长的蜕变之旅。参加业务活动、外出学习，可以检验自己

的观点和逻辑，结交志同道合者，比如我认识了万淑兰老师、

陈莹老师，他们都成了我的榜样，他们经常在朋友圈发表工作

日志等，渐渐跟随他们学习，形成成长共同体，营造相互激荡

的学习、思考和成长氛围。 

五、跟名师名家学做老师 

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

巨人的肩上。”我信奉这句话。我是一名典型的来自农村的教师，

我的成长离不开名家与名师的指引。我有一个习惯：喜欢“偷

偷”向一些优秀的教师学艺。经常走进学校骨干教师的课堂里

听课，学习他们的特长与妙招，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批评，

对照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记得刚上班时，有位我非常佩服的

政治老师，她的复习课很特别，她先讲析卷子上的试题，学生

做笔记，家可以研究讲解的试题笔记之类的，第二天开始这些

试题，根据人遗忘曲线规律，第二天考试其实是对前一天知识

的复习，学生理解了并记住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觉得

这个方法很好，就偷回来试着用。 

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有幸能听到国内外许多名师的讲座。

如：通过国家教学资源云平台、网易公开课、中小学智慧平台

等，将许多名师的的声音、动作、方法、理念等多种观念与策

略融进入我们的大脑，经过整合、联系、取舍构成自己的想法

与实践，为我所用，你还怕自己不优秀吗?更重要的是他们唤醒

了我们成长的自信心，明晰了我们的成长方向与目标。教会了

我们做老师的一些经验与道理。黛安娜·塔文纳创办了美国萨

米特学校，那是一所以项目化学习为主要方式的高中学校，四

年制大学的升学率达到 98%；李镇西校长的教育理念：教育即

感染；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等，他们都是我人生当中的

贵人。 

通过阅读一些名师名家的论著，来与他们交朋友，参照自

己，获得进一步成长的动力，你会慢慢成为学校或教育领域的

中坚力量。 

教师们成长不易，没有捷径。困难就是资源，抓住了困难

就是抓住了成长和成功的资源。只要你有伟大、美好的梦想，

注重内求智慧和境界而非外求，善于创造并积累超常的经历和

体验，你一定会实现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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