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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孙丽霞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要：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同构性。一方面，课程变革虽为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一些挑战，但也为其提供了专业发

展的平台；另一方面，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课程变革的重要保证。没有教师的专业发展就不会有课程变革的成功，没有课程变革的成功，

也不会有教师专业发展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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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

发展，核心任务是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

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

程。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

过程，应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

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方式

的变革。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

而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是课堂教学。新课程

改革要求教师对待学生要尊重、赞美、帮助、

引导他们；对待自我，要学会反思自我；对

待其他教育者，要强调合作。这一系列的要

求，都需要教师具有更加专业的教育能力，

需要教师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师角色，重

建教学方式，改善知识结构，掌握新的技能，

学习新的技术，积极参与课程开发，通过研

发提高自己。课程变革在为教师带来挑战的

同时，也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

传统教育背景的影响，让教师在短时间内无

法适应课程变革的要求，无疑为教师带来了

一些挑战与困难，面对新的课程变革，他们

必然会存在茫然期与无所适从的应对反应，

但为了职业生存，教师在课程变革中，必须

要提高自身专业能力，积极参与、适应课程

变革并深入推进课程变革，从课程变革的被

动执行者转变为课程变革的主体，他们必须

不断发展自我，使自己的专业结构得到进一

步的丰富与完善。

一、课程变革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舞台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

他们只注重对教材知识的传递，而忽视对课

程效果的反思，这不仅阻碍了教育发展，还

阻碍了教师自身专业的发展；新一轮的课程

变革要求课程目标具有人性化、课程内容丰

富化、课程实施包容化、课程评价深层化，

要求教师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转变教师

角色，丰富自身知识结构，不断反思自我，

加强自身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完善自我；

要求教师在传递书本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

提取多种智慧资源，能够在教学中不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促进自身实践性理论的生

成，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走向专业成熟，

否则他们将无法顺应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

无法适应课程变革的发展进程，长此以往，

他们必将被淘汰。课程变革无疑为教师专业

发展搭建了舞台。

课程变革丰富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

课堂是课堂实施的主要渠道，教师是课堂的

实施者，课程变革要求教师转变学生观，不

再视学生为“认知体”,而是把学生视作“生

命体”。“更换教材，增减教学”，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课程变革的主要表现形式，再者，

受“学者即良师”传统教育认知的影响，人

们往往认为那些具有高学历的教师才是专业

教师，所以教师以往的专业发展仅限于对知

识的掌握，学历才是教师是否具有专业性的

标志，学历达标即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教师只注重自身知识的掌

握，即对教材知识的掌握，他们只注重“如

何教”，不考虑“教什么”；而课程变革立

足学生的自主独立发展，注重学生学习的过

程，唤醒了教师的课程意识，不再推崇教材

至上，让教师认识到自身课程能力建设的重

要性，他们开始关注“教什么”，开始研究

课程论，他们关注课程的生动性与学生对知

识的接受性以及适用性，把学生当作主体，

因材施教，不断增强课程能力，从课程与教

学出发传道授业解惑，这些都为教师的专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专业内容。

课程变革使教师专业发展逐步走向成

熟。教师是课程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课程

变革的因素。作为课程变革的重要力量和因

素，教师要深刻理解课程，要抛开学科本体，

对教育怀有敬畏之心。课程变革促使教师

树立新的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促使他

们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反思自我，从而走向

专业化发展道路。课程实施即是教师在复杂

动态的课堂环境中展开反思性实践的过程，

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是靠教师在长期的教学

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对经验反思而形成的

实践性理论；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也是自

身专业发展的主人，他们必须自觉的承担起

深入推进课程变革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责

任。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不断更新、丰富其

内在专业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

用更加专业化的标准要求、审视自己，使自

身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不

断的学习和研究中，形成良好的专业发展循

环，促使自身的专业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二、教师专业发展成为课程变革有效实

施和深入推进的持续动力发展

课程变革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舞

台，而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推进了课程变革的

有效实施和深入推进。课程变革的有效实施

和深入推进需要明确教师作为变革主体的地

位 , 要赋予教师课程变革的相应权利，加

强课程变革的能力建设 , 这样才能充分发

挥教师专业自主性 , 推动课程变革真正的

深入推进。

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课程的有效实施。

课程变革要求课程结构多样化、复合化，

课程设计新颖化，课程内容创新化，这些

都离不开教师的参与，特别在如今教育现代

化的大背景下，教师要正确理解国家课程意

识和学科课程标准 , 积极参与规划学科课程

变革路线，践行立德树人的学科课程实施目

标。 教师不仅需要具备高尚的思想品德、

遵循“以学定教、教中有人”的原则，把课

程内容转为教学内容，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把课程内容转为学生的学习内容：而且必须

要具备现代化专业教学理念和水平、掌握灵

活和富有实效的教育方式、掌握先进的教学

手段。而这些都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

业发展水平，较高的课程理解能力和课程实

施能力，同时具备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断适

应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唯有这样，课程

才能被真正的实施，课程变革才能在不同时

代针对不同学生的发展不断的深入推进。

教师的专业能力促进课程变革的深入推

进。课程变革具有阶段性的特点，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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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感受的方式来开启“项目引导”，学习

怎样创作旨在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学生需

要针对项目理解、项目分析、项目概念、项

目形成、项目参考，展开对咖啡厅设计概念

的形成，通过如思维导图、图解思考与手绘

等信息归纳手段，从为咖啡厅取名、定位到

咖啡厅的布局、氛围，初步形成创意设计概

念。“定性”信息的感受训练，是培养学生

创意能力的核心，学生需要通过 PPT 汇报的

形式将梳理出的“定性”信息系统化，不仅

要有可实施性还要具有新意，此处为设计教

学的难点所在，教师的悉心引导成为下一步

教学“项目表现”的关键。

（三）“定量”信息的演练

当经过梳理、汇报、调整、确定后，咖

啡厅设计概念初步形成，进一步高阶应用能

力的培养，即围绕创意概念进行综合设计表

达。高阶部分分别以第四单元“项目表现”、

第五单元“成果展示”两大块内容展开“定

量”信息的演练。

1. 项目表现

重在以项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全套咖啡

厅空间设计图纸，需要学生运用施工图深化

技能表达出自己此前对咖啡厅的创意设计概

念。学生此时需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少、“定

量”技术信息繁多，同时也是系统原创的转

变过程，学生悲喜交加的心情成为教师教学

观察的新动向，教学中应重视这种变化，帮

助学生走向设计成功以过度到项目实现的喜

悦心情。

2. 成果展示

是对学生对《公共空间室内设计 I》课

程学习成果的包装与总结。同时，也是教师

总结课程教学设计、综合评价教学成果的最

佳方式。主要通过课程答辩与展览展示的形

式，实现“定量”信息在本单元的应用。

三、结语

“定性”或“定量”的概念并不新鲜，

然而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将“定性定量”

信息经有序拆分后自然融入到如公共空间室

内设计这样复杂的专业体系中，并应用于高

职专业课堂教学单元成为高职学生易于接

纳的教学方式也算是对一种新教学理念的大

胆尝试。同样，相关其他设计专业课程，也

可以尝试将这种“定性定量”信息植入到所

需教学的项目任务中，或许也会有不一样的

收获。

【作者简介】胡曦（1975-），男，本科，

讲师，研究方向为室内空间与展示设计。

【基金项目】2017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

与建设项目（浙工商教〔 2017 〕 210 号，

kc2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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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成为人们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在任何

社会中，法律都是约束行为的首要参照物，

它用文字条例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可以为、

什么不可为以及会受到何种惩罚。但是，法

律并不能约束到行为的方方面面，而精神支

撑行为，道德教化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能力不

容小觑。因此，《朱子家训》作为家训的典

范之作，给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诸多宝

贵见解，有助于改善各类社会关系，树立良

好的社会风气。

三、结语

《朱子家训》内容丰富，朱柏庐在待人

接物和自身品德修养方面颇有一番自己的了

解，勤俭质朴、未雨绸缪的为人之道，家门

和顺、伦常有序的治家之道，亲邻戒讼、求

善忌恶的处世之道，无不体现出朱柏庐精辟

的教子良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家国情怀，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

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作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

治思想，亦对文人墨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时期，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反思，

人们开始倡导“务实”之风，因此《朱子家

训》在体现了孔孟的“仁”“义”“礼”“孝”

的同时，还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

家训是古代家族发展和家庭文明建设的

重要理论基础，只是到了现在，经济发展、

国外思潮涌入、家庭规模缩小的等诸多变化

使得家训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不及以前。对

待传统家训文化，我们不能对老祖宗的智慧

全盘否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要依

托家风家训建设，要将传统家训文化的优势

最大化，并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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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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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课程变革必须关注与适时满足教师专业

发展需要，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越高，越

能够促进课程变革的深入推进。课程改革要

求教师在主动调整自己的态度、技能和行为

并进行自我反思中开展课程教学，从而在发

展自身实践能力的同时不断发展自身的专业

能力。课程变革要求教师更加关注自身专业

发展。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自身专业知能、

专业情意、专业自我形成的过程，当教师们

具备了课程开发的专业能力后，开始更加关

注课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将自己作为研究

对象，发现课程问题，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

源，在课程实施和深入进行中持续推动课程

变革。

三、小结

教育信息化给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和危机，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课程变革，

要求教师要有新的课程教育理念，掌握现代

课程教育技术，适应新的课程教学模式等，

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不断丰富加强自身的

能力建设，加强教师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成为课程的设计者和开发者，基于教育课程，

顺应教育发展需求，强化实践和理论的结合

运用能力，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方式。教师的

专业发展有效的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

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课程变革的目标与重

点应该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特点和社会需

求，新的课程变革要求教师更具有专业发展

能力，课程变革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舞

台，而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深入推进课程变革

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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