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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师素质对于教育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重要性无需我们在此赘述。
正因如此，有关教师素质的研究一直是教师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而在有关教师素质的研究中，至少要回答两个大的问题：一是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二是教师怎样发展这些素质？
　　在众多有关教师素质的研究中，或是由于对这两个问题重要性认识上的差异，或是由于研究侧重
点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路向：一个是规范性研究，主要关注教师需要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
质以及如何培养或培训教师使其具备这些素质之类规范性、应然性问题；二是生成性研究，主要对教
师如何发展他们的素质感兴趣。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教师和教师教育研究中，规范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
生成性研究相对受到忽视。
日本学者藤冈完治在《成长的教师——教师学导论》一书的绪论中所说的以下一段话决不仅仅适用于
对日本教师教育研究现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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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众多有关教师素质的研究中，或是由于对这两个问题重要性认识上的差异，或是由于研究侧重
点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路向：一个是规范性研究，主要关注教师需要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
质以及如何培养或培训教师使其具备这些素质之类规范性、应然性问题；二是生成性研究，主要对教
师如何发展他们的素质感兴趣。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教师和教师教育研究中，规范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
生成性研究相对受到忽视。
日本学者藤冈完治在《成长的教师：教师学导论》一书的绪论中所说的以下一段话决不仅仅适用于对
日本教师教育研究现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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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东北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东北师范大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公民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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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以来，共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11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10
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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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教师既是知识的输出者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导航者　　教师作为教学人员，一个重
要的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从这个方面来说，教师仍然是知识的输出者和重要的源
泉。
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实现了信息储存、传递和
呈现的高效率和高质量，使教学活动极大地突破了时空限制，教育日趋向更多的学习者开放。
由于网络学习具有便利性、直观性和个性化等优点，学习者不但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而且可以根据自
己的特点来设计学习过程或方式，因而逐渐摆脱了传统学习中对教师的依赖性。
因此，自主学习将成为学生获取各种知识的重要手段，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教师角
色必须适应开放式教育的要求，适时地进行转换，教师实际上既是知识的输_出者，又是学生自主学
习的引导者。
教师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其主要作用在于：一方面，为学生整合和优化学习资源，为学生的
学习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学生在眼花缭乱的信息面前容易迷失方向，教师扮演“学生
的导航者”角色，为学生指明学习方向，帮助学生排除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惑等。
　　把处于信息社会中的教师角色定位于“学生的导航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作用
观，而且在师生关系的定位上也有了时代的超越。
导航者与水手、教师与学生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是“我与他”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
关系，是平等的关系。
教师和学生围绕共同的目标，进行对话和合作，最终达到学生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地遨游。
　　2．教师是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者　　信息社会里，教育的一个最主要任务是激发所有学生的创
新意识，培养所有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态度，进而成为整个民族的基本
品质和整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根本推动力量。
因此，教师必须变书本知识的复制者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者。
教师要顺利完成这个角色转换，就必须从自己做起，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自己的创造性工
作为学生树立榜样，并且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教育教学，让学生多参与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
　　3．教师既是知识的给予者更是学习方法的给予者　　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使教育发生了巨大变
化，传统教育的内涵与外延被大大地拓展了。
学校教育既不是教育的全部，更不是唯一的教育。
终身教育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人作为每一个人一生中的知识支柱。
学习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
因此，对于作为人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学校教育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传授给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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