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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转变 
——基于即将从教的师范生视角 

◆陆  彦 

（长江师范学院  408000） 

 
古人云“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目今，互联网时代扣

开了世界的大门，传统的更迭愈发明显。对一名即将从教的师范
生而言，假以充使两耳不闻之角，只愿图得传统的表形浅理，而
惰性于动 时代下自我认知、各方发掘、思维整合及创新超越的
过程体验，显然是对新时代教师角色的认知有了缺失的迹象。那
么，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该如何转变？这也理所应当地成
为了即将作为教育一线新鲜血液的师范生们该加以思索的问题。
于此，笔者基于一名即将从教的师范生视角，主要从信念层面、
思维层面及行动层面浅陋地谈谈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
如何转变。 

一、角色如何转变 
1.教学理想的建立 
在当今，早已将“不是不思，时候未到”履行尚佳的师范生

们，在真正的教学实践之前，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具体
的教学理想？笔者想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毕竟如今的师范生们
早已习惯了在临近 后期限的时域内活跃，习惯了思想为前的缺
失，习惯了短期成效的追求，习惯了瞬遇刹求的欣欣然，同时也
习惯了亦发浮躁的自己。如此看来，教学理想的建立对即将从教
的师范生接下来教育人生价值践行显得格外意义非凡。 

对于教育理想，笔者于此谈谈自己的。其一，宁为摘桃人，
不做乘凉人。笔者回顾自己在大学实习的经历，发现自己在教学
上拘泥传统的现象明显。尤其是对学生们常见的问题，自己的很
多处理方式依然遵循过老教师们简单直接的方式，先不论这方式

终成效如何，自己在教学上已然有了“乘凉人”之嫌，于树荫
的庇护之下心安理得，殊不知自己早已化地为牢。试问树荫何
来？不正是历代传承的教育之式!永恒似乎成为了它不变的主
题。永恒的树荫，其在笔者看来正是诸多教育工作者画地为牢的
幻想。学生记词，教师布置抄写；学生背不了书，教师罚留……
于笔者看来，教学问题的很多处理方式似乎变得固定不变，教师
们对其也用得心安理得，这不正是一个乘凉人的极致表现吗？对
此，笔者认为要意识、实践蓄势，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树荫的变
换，在其中，笔者深知自己因蓄势而变，树荫因自己而变象，待
于某一个结晶之日，何必等苹果砸头之即，此时该纵身一跃，勇
摘鲜桃，践行传统的超越，实现自主的创造。其二，吃桃不拘吃
与桃。笔者于自身大学实习时发现，学生们对开放性的语文阅读
题 不知道怎么下笔。据笔者了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已经
习惯老师提供模板，自己照着模板做。于此，笔者将其归结于学
生开放性思维受到了限制。因此，笔者期望在自己以后的教学中，
尤其在教学情境的创设及问题的提出上，多注重引导学生发展自
身的开放性思维，此一开放性思维主要表现在立足物本身的性
质，突破思维界限，自主去发现、探究物本质的所关联。就像论
吃桃，笔者认为，试论者意识上不该拘于“吃”与“桃”，而应
力求在“吃”与“桃”之上论出新鲜，在其中得以践行发现、解
决问题的过程，终而发展自身的开放性思维。 

2.功利淡化 
如今论及生活频率的代言词，“快节奏”成为了大家不假思

索的答案。置身于各种快速变幻的生活片段，大多数的我们似乎
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浮躁不已，珍视功利为太阳的存在，哪怕使尽
了浑身懈数，只为终身与时间赛跑。诸如以上的表现真的适应于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扮演吗？ 终笔者给予自己的答
案是否定的。教育是具有公益性的，这已然决定了教师角色的本
质是奉献。当然，奉献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情 ，作为即将从教的
师范生，或许对其本质的理解还显得很稚嫩。于此同时，若是即
将从教的师范生将教学作为自己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立足爱生
活的本念去爱教学，以教学兴趣作为动力源泉，运用一次次的尝
试去追寻交付心底的信念，力求活在当下的实在感。笔者想，这
基本无关乎所谓的功利，仅仅是追求内心所期盼的自己，定能收
获精神的满足与人生的价值。 

（二）思维层面 
1.土壤沃化 
万事万物皆有变理，人固也如此。时代在快速发展，人如果

不顺应发展，必定被社会淘汰。普众随着时代在变，但这种适应
社会变化的能力是有高低的，而决定这种能力高低的关键在于你
是否不间断的学习和思考。就教育领域而言，于互联网时代快速
变迁的背景下，学生在各方面发展上趋向不可预料性明显，这对
当今教师的教育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终身
学习必不可少，思维的发展尤其重要，固然只有如此学思兼备，
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我们未来教育人生路中的一切挑战。 

2.创本认知 
“创本”一词，其中，“创”为创新，那么如何创新呢？“创

新源于生活，用于生活”，这是笔者在冉老师的课上对创新所产
生的体会。具体来说，“凭空臆想”等同于创新是普众意识上存
在的误区，创新真正的本质是改善生活的不足所在，而这种不足
很多源于我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显现于我们敏锐的问题意
识中，改善于我们在不断积淀下逻辑思维的再造活动中。笔者想，
创新本质的理解对于即将从教的师范生而言，其是有极大的启发
意义的。 

3.娱乐领会 
当代人所谓的娱乐常 ，很多都是闲暇的消遣，图的是短暂

的精神快感，多是直观可感的享受。与此同时，大脑自动处理呈
现的产物居多，其真正源于一种思考动力下的结晶，想是没有踪
迹的，就算有，也只是浮萍影迹，瞬息间变幻，接着是不加思索
的无用论。笔者认为这不是娱乐，只是单纯的放松。在此，笔者
想，对于即将从教的师范生而言，将教育作为我们热爱生活的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学会于娱乐中做教育。其关键就在于立足自身
教育，力图在乐中学会去聚焦，学会去联想，学会去散射，学会
去总结，学会去尝试，学会去反思，学会去改善，以终得“乐”
字一说。 

（三）行动层面 
如今，互联网已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大数据资源库。因此，

即将作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教师的师范生们，若还拘泥于“一
桶水”、“一条河”等自身知识储备的问题，难免箭脱靶心。毕竟，
在互联网巨大的数据资源库面前，个人怎样的学富五车都不及其
些微。在这样的现状之下，笔者认为，以一定的知识储量作为基
础，形成有效的思考力，继而践行思维再造的过程才是重点。于
此，在行动实践上，可以做好以下三个“如何”。 

其一，如何有效获取知识?这其中，教师们要注重处理好检
索技术的理论发展与运用之间的矛盾。其二，如何有效运用知识?
在其中，教师要克服懒怠，针对于此，多进行思考，思后做到尝
试，尝试之后再思，如此循环往复，力求以可量化的思维逻辑活
动促进自身思考力质的提升。其三，如何完善知识的建构?在其
中，笔者认为，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教师要学会批判，以补充、
删除，原有基础上改变等方式完善知识的建构。 

二、结语 
近一段时间，笔者常常想，或许很多即将从教的师范生常

常追问自己，怎样走好面前的这一条教育路？在进入工作岗位之
后，对于自己教育的初衷，自己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吗？一想到
这儿，或许自己也是愈发后怕，在这个时候，自己当定是不断地
告诫自己，假使自己的人生若同样成就了随波逐流的戏码，这样
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许，自己只有不断扩充自己的见识，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深自己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提升己身关乎
教育的思想境界， 终自己才会真正拥有那一份对教育 真实的
坦然，而不困于其他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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