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知识·能力·素质

———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探索提升教师

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

顾问 聂向山

主编 史 历 朱婷婷

吴立霞 李新毓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能力·素质 : 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探索提升教师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

/ 史历等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4
ISBN 978-7-206-08725-7

Ⅰ. ①知…

Ⅱ. ①史…

Ⅲ. ①教师素质—师资培养—研究

Ⅳ. ①G45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2781号

主 编：史 历 朱婷婷 吴立霞 李新毓

责任编辑：吴兰萍 封面设计：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信阳铁路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2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725-7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１　　　　

前

言

前　　言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小学、中学

《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在这三个标准中都明确指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关键在教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教育改革发展的

全局，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是当今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应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放眼世界，重新审视和丰富教师专业

素质发展的品质特性，要求教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通过终身教育

的专业化训练，使教师养成热爱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勇于实践探

索的反思性研究精神，逐步达成精通学科专业知识，熟练掌握灵活

高效的教育教学艺术，怀有 “爱满天下”的高尚师德等目标。总

之，应按照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及其不断内化升华过程，

使一位普通教师逐步成长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知识是能力产生和素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提升教师的

专业素质，就必须通过不断的读书学习获得扎实而宽广的基础知

识，先进而现代化的专业知识，从而建立起最优化的动态性的知识

结构。素质是把从外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于人的身心而升华形

成稳定的内涵品质和思维智慧。一个人的综合素质高低，对于一个

人一生的前途和事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教师教育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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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发展与提升的过程中，切莫陷入只重视专业知识技能素质的发展

与提升而忽视教师职业道德素质发展与提升的误区。我们要清醒地

认识到，高尚的师德素质是教师综合素质之灵魂，师爱是做一名合

格人民教师最基本的职业要求。正因为如此，师德教育是永恒的主

题和重点。在三个 《教师专业标准》中都明确强调 “师德为先”的

基本教育理念。

本书坚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问题，既能深入浅出地论

述最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又能紧密结合当前教育界在教育教学实

践中创造出来的大量鲜活事例，尤其是精选出一些活跃在教育教学

改革第一线的 “名师教学案例”，对当前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与提

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因此，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贴近生

活，贴近实践，易学、易懂、实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为

了学习和实施 《教师专业标准》而撰写的，本书的内容是紧紧围绕

着 “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而展开阐述的，可以说，本书是各级教师

和在校师范生学习和实施 《教师专业标准》的 “及时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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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真学习和实施教师专业标准，

　逐步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的质量关系到学生一

生的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希望，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为了促进我国教师发展，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借鉴国际经验，

充分考虑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小

学、中学 《教师专业标准》，明确了一名合格教师的道德坐标、认

识坐标与能力坐标，它是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

碑，这将有力保证我国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地位，有效提升中小学教

师的专业素质。学习和实施 《教师专业地标准》是今后我国教师教

育和培训的重要内容。

一、制定教师专业标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育部研究制定了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征求意见稿）、《小学教师专业标

准 （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征求

意见稿），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近日，教育部师范教

育司负责人就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回答了本报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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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研究制定教师专业标准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在教师。改革

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为

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师资保障。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总体上还有些不适应。

教师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亟待进一步增强，教师

资源配置亟待改善，教师管理机制亟待完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关系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教

育改革发展的全局，关系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

制定教师专业标准，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一项重要紧迫任

务。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

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

“国家颁布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制定教师专业标准，明确教师专

业素质要求，是健全教师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必将大力促进

我国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建立教师专业标准体系，严格实施教师

准入制度，对于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制定教师

专业标准也符合国际上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问：现在制定的教师专业标准的主要框架和内容是什么？

答：教师专业标准定位为国家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合格教师

的专业基本要求，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是引领教

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

重要依据。

教师专业标准框架由基本理念、基本内容与实施建议三大部分

构成。基本理念提出教师要以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

身学习。基本内容由维度、领域和基本要求组成，分别对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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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提出６０
余条具体要求。实施建议分别对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育机构和幼

儿园、中小学及教师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教师专业标准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突出师德要求，要求

教师要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强调学生主体地位，要求教师要尊重

学生，关爱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学生提供适宜的教

育，促进每个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发展；三是强调实践能力，要

求教师要把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不断研究、改

善教育教学工作，提升专业能力；四是体现时代特点，要求教师要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要求，不断优化知识结构，不断提

高文艺修养，做终身学习的典范。

问：标准制家后如何实施很重要，教育部在实施上有什么

要求？

答：教师专业标准颁布后，在实施方面提出如下要求：一是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教师专业标准作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建

设的基本依据，根据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教师专业标准

引领和导向作用，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建立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不断提高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质量；二是开展教师教

育的院校要将教师专业标准作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的主

要依据，完善中学教师培养培训方案，科学设置教师教育课程，改

革教育教学方式，加强教育实践，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三是幼

儿园和中小学校要将教师专业标准作为教师管理的重要依据，制定

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完善教师岗位职责和考核评价制度，健全教师

绩效管理机制；四是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要将教师专业标准作为自

身专业发展的基本依据，制定自我专业发展规划，增强专业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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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性，主动参加教师培训和自主研修，逐步提升专业发展水平。①

二、制定并实施教师专业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师是履行教育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与

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

师专业标准对教师的专业伦理、工作态度、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及

实践水平等，确立了质量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可

以依此来衡量与评价教师专业发展水准。

教师专业标准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双重特点。基础性表现在为

教师专业伦理、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方面所应必备的素质规定了基

本标准；导向性表现在规定合格教师基础标准的同时，还具有发展

性功能，起到引导教师朝着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方向发展的作用。

教师专业标准大致可分为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所谓通用标

准，就是国家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统一规定的标准，即政策性标

准；所谓专业标准，是指为教师制定的具体的专业发展标准，包括

教师专业标准等内容，即业务性标准。

制定教师专业标准，是教师专业化的迫切呼唤，是城乡教育均

衡化的客观需要，是一切以学生为本的必然要求，是国际教师教育

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更是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年）》（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的现

实需要。

近年来，教育部十分重视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召开了一系列

专题会议，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组织开展了多项课题研究。分

别制定了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和 《中学

① 刘华蓉：《制定教师专业标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１２日。



５　　　　

第
一
章

认
真
学
习
和
实
施
教
师
专
业
标
准
，逐
步
提
升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水
平

教师专业标准》，在具体工作和操作层面得到了细化与落实，完成

了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为中国教师教育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和 《中学教师

专业标准》，在基本理念上，注重 “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

力为重”、“终身学习”。在基本内容上，注重 “专业理念与师德”、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标准的 “专

业理念与师德”里，都包括 “职业理解与认识”、 “个人修养与行

为”。在每个标准的 “专业知识”里，包括 “学生发展知识”、“学

科知识”、“教育教学知识”、 “通识性知识”等部分。在专业能力

里，主要包括 “教育教学设计”、 “组织与实施”、 “激励与评价”、

“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等部分。当然，幼儿园教师、小学

教师与中学教师，尽管都是教师，对象是儿童与青少年，从事的都

是基础教育工作，但毕竟各自还有自己的侧重与特点，因此，每部

分的具体表述也略有不同。如，幼儿园教师的 “专业能力”方面，

对教师要求 “环境的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游

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激励与评价”、

“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等要求相比，明显有所不同。至于

各自部分具体内容的差异，那就更大了。仔细对照阅读，可以看得

更为清楚。

制定并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是当前教师队伍建设中一项十分紧

迫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它有助于加快教师专业化的步伐，促进教师专业化，使

教师像工程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一样，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

工作人员，具有不可替代性。教师是一种职业，但不是一般的职

业，具有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作为履行教育职责的专业人员，教

师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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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尚的专业伦理。制定并实施特定的教师专业标准，为教师提供

专业发展的方向和指南，能够正确引导教师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真

正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第二，它有助于城乡教育均衡化的客观需要。要实现义务教育

城乡均衡化的目标，除了在校舍建设、设备设施等硬件方面达到均

衡化之外，最重要的是实现师资力量的均衡化。而要实现城乡、东

西部教师的均衡化发展，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只有

全国各地按照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加强教师教育，推动教师教育

专业化，才能培养出一支为城乡与东西部教育均衡发展服务的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

第三，它有助于贯彻一切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构建和谐

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理应贯彻一切以学生为

本的理念。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教师应当提高综合素质，

在各方面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同时，教师要从内心深处真正树立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建立教师专业标准，可以帮助教师树立以学生

为本的教育理念，搞好教学工作，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四，它有助于适应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１９世纪中叶，

欧美教师专业化已经开始起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取向，之后欧美及

日本均将教师教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作为提高教师质量的主要途

径。与之相适应，各国纷纷建立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专业

标准。我国建立教师专业标准，正是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具体体现，也有助于教师培养与国际接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有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 《教育规

划纲要》精神。《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教

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严格教师资质，

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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