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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关于教师应对课堂教学变革的理论思考 
◆邢黎明 

（芜湖市南陵县三里镇中心小学  安徽省芜湖市  241314） 

 
摘要：变革是永恒的，但纷繁复杂的课堂教学变革，易让中小学老师迷

失方向，不知所措。只有在永恒的课堂教学变革中抓住相对不变，才能

以不变应万变，推进课堂教学变革的良性发展。课堂教学变革中的相对

不变应包含：教师的职责相对不变；学生的发展相对不变；知识的传递

相对不变；人才的选拔相对不变；规范的教学相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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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纷繁的教育教学改革已经让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
的中小学教师，感觉无所适从，感觉天天在变，好像又什么都没
变。变来变去，迷失了自我，更迷失了教育的根本使命、迷失了
教师的神圣职责、迷失了给人以力量的知识、迷失了人才选拔的
标准、迷失了规范的教学。不论课堂教学怎样变革，都会存在相
对的不变。中小学教师，只有把握课堂教学永恒变革中的五个相
对不变，方能以不变应万变，推进课堂教学变革的良性发展。 

一、教师的职责相对不变 
教师的职责相对不变，变的是如何促使教师尽职尽责。唐代

思想家韩愈在其名篇《师说》中指出：师者，之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矣。时至今日，教师作为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
书育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在教师专业化快速推进的当下，教师完成教书的任务似乎已
不是问题，因为教师的学历越来越高，教师继续教育的形式越来
越丰富，教学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层出不穷，这些都为教师“学术
性知识”和“师范性知识”的获得提供了丰富的途径。从全球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及我国的起始阶段来看，教师专业化
似乎只是在让教师如何更好地向学生传递知识和培养技能，而如
何教学生如何做人的问题却依然难以解决，而这无疑是教师面临
育人职责时的巨大挑战。正如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所一再强调的
“教育性教学”[1]。教育的根本特征就是教育性，这个教育性又
集中体现在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方面。所以，没有育人的教育就等
于取消了教育。因此，教书育人是教师永恒的使命与神圣的职责。
无论课堂教学如何变革，教师这一称谓永远与教书育人的职责相
伴。 

二、学生的发展相对不变 
学生的发展相对不变，变的是促进学生什么发展？如何促进

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发展到什么程度？ 
促进学生的什么发展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不

是平均发展而是协调的、和谐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应是扬长避短
的，应是合格加特长的。这个合格与特长，尤其是特长是内有的、
引导的，而不是外加的，强迫的。正如孟子所云：“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如何促进学生发展呢？学生，是一群有着发展的连续性与突
变性、发展的阶段性与个体差异性等特征的特殊群体，是一个个
充满无限发展可能的鲜活生命体。每一个学生都会拥有不同的禀
赋和个性特征；每个学生的发展在来源上有先天、后天之别，在
阶段上有共性、个性之别，每个学生都是复杂唯一的个体，教师
面对的则是这些复杂唯一个体的集合体。教师只有沉下来钻研自
己的工作对象——每一个具体学生，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才能促进学生有差异的个性化发展。 

促进学生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学生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个性
的完善有其循序渐进性。人为的加速或强化某个方面的发展进
程，通常会以牺牲、丧失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破坏学生和谐
发展的正常进行。从长远看，在特定阶段过分的促进学生发展，
无异于“揠苗助长”。 

三、知识的传递相对不变 
知识的传递相对不变，变的是知识的具体内容、知识传递的

过程与方法、知识传递的目的。 
从“两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到“三基”（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基本态度与情感）、“四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态度与情感、基本价值观）。无论是实现两基、三基还是四
基，其基础就是知识，其中介就是“过程与方法”；其目的是人
性的回归与超越。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疑，知识是属于信息
的，是属概念。但是许多的信息未必是知识，而且非但不是知识，
可能还是有毒害的垃圾。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即美德。所以，作
为老师一定要经常的询问自己，我今天给学生知识了吗？还是给
了无用的信息，甚至是有毒害的垃圾。 

四、人才的选拔相对不变 
人才的选拔相对不变，变的是衡量人才的标准（从抽象意义

上也不会变，仍是德才兼备）；人才选拔的制度；人才使用的制
度。面对新课程、新教材的众多创新之处，教师一定不要忘记中
小学是“基础教育”，无论课程怎么改，打牢基础始终是中小学
阶段的首要任务。那么基础教育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教育的基
础应是（1）奠定好健康身体的基础；（2）奠定好公民品德素养
的基础；（3）奠定好专门建设人才的基础；（4）奠定好未来从事
劳动的基础。[2] 

对于中小学来讲，为何要淡化教育评价的甄别功能、选拔功
能，注重评价的发展功能呢？那是因为在中小学阶段（或基础教
育阶段）搞选拔还早了点，易于变形走样、变味。在基础教育阶
段应是奠定人才的基础而不是人才本身，一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培
养人才本身较困难，难于实现；二是若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人才
本身易于伤害“人才”。易于过早地将人才定型，将教师、家长
等成人或社会的人才观强加给学生等。 

五、规范的教学相对不变 
规范的教学相对不变，变的是规范的具体内涵。有的老师说

教学改革，如新课改，校本教研等增加了教师的教学自由，增加
了教师对教材的灵活处理，是否意味着教师就享有绝对的自由，
没有或不需要限制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有限制，这个限制就是
学生的健康发展、就是教师职责的履行、就是知识的传递、就是
人才基础的奠定。从绝对意义上讲，自由永远是对限制的打破，
从相对意义上说，限制（合理的限制）是对自由的保护。从终极
意义上说，合理的限制就是自我的自觉约束，而自我的约束就是
所谓的“良心”，这个“良心”就是高尚的“人性”。但在今天物
欲横流的社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相当盛行的社会，良心的
作用往往是微薄的、苍白的、低效的；而代表最起码良心的制度
和规范往往是立竿见影的、高效的。但这又构成了对教师的良心
和人性的漠视，被认为是对教师的不信任和不尊重。这似乎是一
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是制度的制定方面与良心的矛盾。因为
作为一种完善制度的制定者，他的价值取向是“人之初，性本恶”，
可能有人是没有“良心”的。简言之，只要在理论上有人可能会
没有或丧失“良心”成立，那么制度的制定就必须要关照到这一
可能，做到建章立制不留空白。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即制度的执行
方面与良心是统一的、不矛盾的。作为制度的执行者，他的价值
取向应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制度的执行也必须对此要给
予关照，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制度为准绳，注重客观证据，杜
绝主观臆断，注重深入细致地调查，杜绝简单随意地形而上。 

广大中小学教师只有在纷繁复杂的教育教学改革中，保持一
份清醒，固守一份理性，以五个相对不变应万变，方能更好践行
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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