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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课程下教师角色的转变
黑龙江省北安市第八中学 魏秀华

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知识观、学生观和评价观的变革呼唤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的任务不再局
限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要“启智、陶情、冶性、锤志”。面对新课程，准确认识与全面把握教师新角色已
成当务之急。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角色应该实现以下转变：

一、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强调：“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作为传

统传授者角色的教师，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他们是唯一的知识拥有者，学生是知识的授受者。教师拥有绝
对控制课堂教学的权利，学生在教师的控制和监督下进行学习，信息的交流是单向传递的，即教师讲、学生
听。人们普遍认为:教师讲得越多、越细就越好；学生越“听话”、越安静、越能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就越好。这
种教学模式只注重教师怎样“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忽视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忽视了对学生获
得知识的方法与过程的评价。

学会学习已成为学生未来生存的必要条件。作为引导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精心设计问题情境，引
导学生质疑、探究、发现，引导学生主动、合作、富有个性地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走
出教科书，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充分利用校外各种资源，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在社会的大环
境里学习、探索，培养学生学会学习与自我教育的能力和习惯。

二、由管理者转变为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组织者
在以住的教学中，教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学生是不懂事的，生来就需要教师

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根据自己的设计思路进
行教学，根据自己的教育观念进行管理，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现成的知识，处于被管制的境地，基本上丧失了
作为独立自主个体的地位。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在漫画“教育”中，用诙谐生动的漫画语言警醒教育人
们：“千人一面出自同一个模子”的教育真的是我们要的吗?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是失败的教育！我们再也
不要干这种“做泥人”的蠢事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

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
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
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如何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发现每个学
生的独特性，并通过教学与评价促进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是新课程实施中每一位教师必须思考和研
究的问题。教师必须将学生看成是有个性的学习者，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善待差异，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得
到充分的发展。教师转变角色，成为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组织者，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条件，为学生营造
宽松愉快的成长环境，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由应试教育的执行者转变为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者
“素质教育是在教育方针指导下，从学生身心发展不同特点出发，因地因校制宜，着眼于教育教学全过

程与各个环节，运用多种方式着力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促进学
生生动活泼地全面成长。”应试教育把升学考试作为唯一目的，教育内容片面，怎么考就怎么教，怎么教就
怎么学，学生成了一架“考试机器”，扼杀了学生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特长。“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对社会

[摘要]教育要以人为本，尊重、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在他们
身上既体现着发展的共同性特征，又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教师要从传统的角色中走出来，从教育教学的
规律出发给自己的工作和作用定位，了解社会对教师职业的新期待，进而形成新的教育教学行为。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
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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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用的人。”全面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教育必须面向 21 世纪，着眼于 21 世纪人才
规格的要求，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从而适应未来的需求。

新课程要求教师要从传统的教学中转变出来：由重传递向重发展转变，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
转变，由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重单向信息交流向综合信息交流
转变，由居高临下向平等融洽转变，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教师要从传统的角色中走出来，不仅
需要从教育教学的规律出发给自己的工作和作用定位，而且需要了解社会对教师职业的新期待，进而形成
新的教育教学行为。

四、由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
课程作为系统的学科知识，是由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设计的，教材也是由国家统一编订的，教师的任

务只是教学，只是按照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考试试卷和标准答案去教，教师只是消极和被动的课程执行
者。在新的课程改革中，教材不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具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该打破常
规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使课本上的知识“鲜活”起来、“生动”起来、“立体”起来。导演对剧本的处理是一种
再创造，同理，教师并不是教材和参考书的“留声机”，而是要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已有知识对教材进行
科学和艺术处理，从而形成可以操作的教学思路，完成由“教教材”向“用教材教”的转变。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教法上的编排、设计和加工，克服组织形式的模式，要当好组织者和引导
者，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地利用教材为自己的学习服务。教学创造性上教师要富有独特的个性，要结合自身
实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突破和创新。

五、由教书匠转变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一位具有适应能力的好教师，不但应有能力通过相关理论掌握教学情境变化的可能性，理解各种教育

现象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而且能够将正式的理论与个人的专业经验进行转换、修正与反省，以获得理论与
实践的高层整合。教师可以建构并持续发展个人的专业实践理论，有效地将个人的专业经验转化为专业知
识，并将作为进一步反省与提高自身的基础。教师要实现专业的深入发展，必须突破目前普遍存在的教师
彼此孤立与封闭的现象，学会与他人进行合作，教师必须走出在结构上趋于封闭的教室设计，与来自不同
教室及学校的教师进行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使自己的专业视野更加宽广，扩充个人专业实践理论的内
涵。

六、由“知识权威”转变为终身学习者
过去，由于知识更新速度慢，学科内容和知识相对稳定，教师教上几年书后，大致熟悉了教书的套路，

便把自己的教学方式变成了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长年累月只念“一本经”，教师也俨然成为了“知识权
威”。而今天，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知识更新速度急剧加快，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逐步深
入，教育理论、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新课程要求教师不但要具有渊博的学识，还要有主动
学习的能力，教师要随时针对自己所处的情境以及个人专业能力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了解个人与环境间
的动态关系，并能制定与修正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促成个人专业潜能最大化的发挥。新课程要求教师要
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与意识，保持开放的心态，将学校视为自己学习的场所，通过工作与学习的结合，不断
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进行研究，对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进行重组，解决自身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着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
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教育是一门艺
术，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很多做法也不是唯一的，朋友、伙伴、好的倾听者、战友、队友、母亲、师长……
适合孩子的就是最好的，这就需要教师更加灵活地做到角色的转变，引导家长给予孩子正确的教育，培养
孩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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