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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现代教育下教师角色的转变 
◆李  颖 

（哈尔滨市淮河小学校  黑龙江哈尔滨） 

 
21 世纪的曙光已依稀可见，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全面推进以培养创新能力为核心
的素质教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项改革紧迫任务，这
牵制着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现代教育理论为这场变革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多媒体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
的现代教育技术又为这场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支持。这使得这
场革命一定成功，现代教育思想得以实现。然而这其中必须要借
助的是教师角色的转换，教师角色能否扮演好，是现代教育能否
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现代教育给传统教师角色提出的挑战 
专职教师的出现曾经导致了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从

此，教师成为教育过程中特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教师主宰
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教师成为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被誉为“万
事皆知的超人，句句真理的圣人”。教什么、怎么教、甚至教得
如何，几乎都由教师决定，学生的主体作用被作为“形式语言”
很难真正体现。传统教育的这些问题由于现实的原因确实成为不
是问题的问题。然而，随着世界知识经济的到来，随着信息技术
的飞速发展，这些问题已渐渐显露，必须解决，而且也有可能解
决。如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书本加黑板
的口授集体教学形成鲜明的对比；丰富多采的生活、娱乐多媒体
信息与教育的单媒休、枯燥的教学组织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
导致学生对枯燥乏味的学习兴趣不高，而被游戏机、电视、电脑
游戏、 VCD 娱乐或网上休闲等所吸引，他们学会了急功近利、
热于享受、追星、时髦、失去了青年人的朝气、热情、坦诚和伟
大的理想，安于死记硬背，极其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中国教育报于 1999 年 9 月 1 日、2 日连载了其编辑部组织
人员历时一年对新时期中小学师生关系问题进行的大调查报告.
本调查报告反映了许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有教育专家对此曾用一句话概括:知识传授的渠道在拓
宽,感情沟通的大门在缩小。中国教育报对此评论说：这决不是
危言耸听，仔细一想，这个概括真的很准确,很生动。在教育过
程中,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只
有做到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亲密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这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前提。所以，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
不仅是一种传递知识的教育，也是一种爱的教育。因此，上海有
校长提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
办学思想。 

现代教育的总目标应该是育人，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主要包
括：素质教育观、终身教育观、双主体教育观、情感为主教育观
及四大支柱教育观（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生存）。
我国现代教育的中心要意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三个发展：全体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会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提供可能。因此，在现代教
育思想的指导下，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教师积极转变自己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的角色，现代教育才能得以成功。 

二、现代教育下的教师角色 
教育观念是教师一切工作的逻辑起点，现代教育的教师要有

现代的人才观、质量观、师生观、教学观，才能处理好自己在现
代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角色。总之，现代教育中的教师越来越从台
上走向台下；越来越从知识教学法走向能力教学，从重视智力转
达向重视非智力；越来越新教学内容的讲授者、知识的主要传播
者转向知识的组织者、设计者、教学资源的优化者，成为学生接
受知识的向导、学生与信息世界的中间人、信息传递的控制器。
教师一定要在认真分析教学对象（学生）的基础上，针对其特点，
不仅要决定教什么、怎么教，还要考虑教学环境、教学媒体、科
学的评价方法，应致力于准确判断学习者的需要，精心设计教学
目标，诱导、激发学习动机，推动、寻求、组织和运用知识，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教师要勇于摆脱传统教育中的家
长式角色，教学活动的中心，一切由教师决定的局面，不要认为

不站在讲台上，所有学生听自己讲，自己就没有了权威，因为时
代已经变化了。现代教育中的教师要做的更多是设计教学法过
程，组织教学活动， 启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即主要可概
括为引导、个体疏导、情景诱导、操作辅导、监控指导。这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教师的作用更重要了，意义更大了。 

三、现代教育技术非常有利于教师角色的转换  
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指导下，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于教育中

为特征的现代教育技术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国
家教育部领导人言）。在如今信息极大丰富多采的世界中，学生
有丰富的获得知识信息的渠道，教师的角色不再以信息的传播
者、讲授知识的呈现者为主，其主要职能已从“教”转变“导”
从知识的讲授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者、 发者，教学活动的组织
者、调控者，学生情感的调动者、协调者，学生品质的示范者，
教学评价的参与者。其具体表现为：第一，随着电子图书的大量
丰富，尤其是光盘以其大存储量、检索方便、声形并茂、视听结
合，以及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极大发展、网上教育资源的极大丰富，
使得教师有可能从繁重的重复的传统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把
更多的精力用于如何分析学生、如何优化教育资源、如何诱导组
织学生活动、如何发展学生能力上，闭路电视、局域网、校园网、
互联网的教学完全可以使传统教学中绝不可能的集体、小组、个
别教学结合的事情成为可能，且收效甚佳。当然教师要很好学习
有关知识，掌握利用它们的技术及资源，而且在如今教育软件、
资源不大丰富的今天，有能力的学科教师还要力争在教育资源的
建设上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教师的角色有可能从“教书匠”
转向“研究型”的教师、“教育家型”的教师。第二，教师要更
多地利用教学设计方法引导、帮助学生决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并
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 佳途径，指导学生利用适宜和学习策
略，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培养兴趣。电子教材以其极大的表现力呈现给学生大量的
教学内容，有益于丰富学生的认知世界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交互性可尽可能让学生参与教学，决定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难度，
可能效实施因材施教；自动评测系统既可准确评价学生学习的情
况，又可解决教师既繁重又不科学的评价问题。 

总之，在现代信息技术下，现代教育思想会得以充分体现，
现代教育的教师角色会得到很大的转变。教师要在现化教育思想
的指导下，很好设计教学，了解学生，掌握大量教育资源，组织
好教学，从而优化教学，帮助学生真正发展，使我国尽快真正实
现素质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工作直接
关系到祖国的未来，教师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下个世纪民族
的命运。全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及教师角色成决
定现代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因而，教师的角色转换成为素质教
育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