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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在教学过程之中培养教师的”育人“精神 
◆肖玲春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石期市中心幼儿园） 

 
随着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现代社会力求通过由应试教育转

变到素质教育来回归到教育以人为本的初衷和内涵。如何正确发
挥以扶贫、扶志、育人等系列讲话精神，积极发挥教师队伍优势，
这同样离不开每一位教师的努力。这也启发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
在日常工作之中积极培养育人精神，以实现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
的教育初衷。 

一、育人精神的基本内涵 
（一）以人为本 
由于大多中小学课堂都是一言堂模式，所以很多教师常常忽

视学生在课堂之中的主体地位。而育人精神的基本内涵则是以人
为本。教师应该适时在教学过程之中降低教学的强势属性，让讲
台不再成为强势的工具，教师和学生可以在一种较为融洽的氛围
之中进行自由对话，二者不再是单向沟通，而是一种双向沟通。
教师可以想学生所想，并时刻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天性解放。 

（二）立德树人 
在日常教学之中，教师应该通过立德树人来培养和强化自己

的育人精神，并打造出一个有”爱“课堂，让学生可以在其中感
受到爱的教育。传统的中小学教学之中，很多教师仅仅将书本的
内容作为全部教学内容，而忽视了课本之外的生动教学，这是不
利于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和参与感的。在学校和课堂之中，学生往
往是以学习者和感受者的身份来参与到教学之中。而中小学生普
遍处于认知能力较低和生理年龄较小的阶段，教师应该以身作
则，以良好的一言一行来帮助他们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因为学习是一个终身成长的过程，除了学习必备的文化
知识，学生还需要学习是高尚的品质和良好的审美品位等，这是
可以帮助他们脱离低级趣味的有效途径之一。只有这样，学生才
可以在这种良好的熏陶之下自觉学习良好的品质和具备高尚情
操，这是有助于他们后天人格的培养的。 

（三）美育 
素质教育早已脱离传统教育的框架束缚，并具有较强的艺术

性，那么，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部分，育人精神的特征也不可避
免地具有一定的美育价值。传统的中小学教学往往并不遵循学生
的客观认知发展规律，而是将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当做主要
目的，过分重视教学结果而非教学过程。这样一来，教学的功利
性色彩增强，过分重视教学的工具性而忽视审美性，是极为不利
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的。 

大部分中小学课程设置比例严重失衡，语文、数学、英语等
主要科目占用过多时间，而美术、体育等课程则被占用。越俎代
庖的现象屡禁不止，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很多教师忽视了美育
在育人过程之中的重要性，课堂变得较为枯燥和死气沉沉。因此，
在日常教学之中，教师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在育人精神培养过程之
中的美学价值，增加教育的可视性和体验性。 

二、培养教师育人精神的具体策略 
纵观当前中小学教学发展现状不难看出，无论是从“教书匠”

到“教育工作者”，从“机械教学”到“灵活教学”，还是从“照
本宣科”到“因时制宜”，新时期、新背景下，如果想切实有效
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初衷，培养和深化教师育人精神，增加现
代教育的活力，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需要完成三个转变，即
意识转变、教学内容转变和角色转变。本文从多维度论述了培养
中小学教师育人精神的现实意义。 

（一）意识转变 
当前大多数的中小学发展陷入同质化，城乡教学资源分配不

均、“教师”队伍有短板，这都是制约教学创新的重要限制性因
素。而在教学创新的过程之中，如何做到以育人为教育根本，首

先要做到教师的意识转变，即尊重学生的主体位置，以日常教学
为基点、以多元教学形式为主要驱动力，让学校、教师、学生可
以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可以做到“有话想说”“有话就说”
和“有话说完”。 

教师不能绝对否定或者全班照搬照套别人的教学经验和教
学成果，而是应该自觉摒弃这种绝对观念，应该积极从扭转传统
教学观念，即”为成绩论“，减少甚至杜绝教学过程之中“形象
工程”的出现次数，以增强教学活力，实施多元化的教学手段，
打造多元化的教学情境和使用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机制等来实现
开放式教学和特色教学。量体裁衣、看菜吃饭的做法同样适用于
教育之中，尤其是针对于很多农村中小学，通过此举同样有助于
引导农村中小学将地缘劣势转化为地方教学优势，让学生的主体
位置得以凸显。 

（二）教学内容转变 
在传统的中小学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该兼顾教学形式和教

学内容的双重创新。而教学内容的创新应该从回归育人主题开
始。教师应该主动养成充电意识，并全部摒弃照本宣科等机械性
教学方法。能动地增加教学内容的广度、宽度和深度，只有懂得
这样的教师才可以做到与时俱进和尽得人心。教师应该清楚认识
到教学内容的连续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在日常教学之中，通过
联系生活来进行教学等方法具化教学内容，使其生动化和形象
化。 

（三）角色转换 
在日常教学过程之中，若想培养自身的育人精神和育人能

力，应该自觉完成”理论——实践——理论“的深刻转变，并自
觉扮演引导者参与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味处于强势地
位，做讲台上的绝对发言者和示威者。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往往主要聚焦处于“贫困线”
之上的学生，即学优生，对于处于“贫困线”之下的学困生却采
取漠视态度。这是极为错误的做法。单纯依靠成绩去衡量学生，
而没有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天性，这会在不久之后，形成闭合的死
循环，学生难以对教师产生亲近感，师生粘性大大降低。因此教
师可以通过使用角色互换、游戏法等方法，成为学生的知己、朋
友和伙伴，以多种身份来走进孩子的世界，倾听他们的诉求，了
解他们的真实意愿。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只有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创新，才可
以实现育人目的，培养和深化教师的育人精神，以更多的爱心、
耐心和细心等去感染学生，并对他们的终身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