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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

高质量的教师。新时代对教

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不

仅仅是知识传授者，更应是

人生好导师、情绪激励者、生

涯规划师等。本期《前沿观

察会客厅》特邀教育专家和

一线教师，在杭州市育海外

国语学校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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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主持人：怎样的教师是符合时

代要求的？能否给你心中的理想教

师画个像？

林 莉：我想不同时代、不同视

角的理想教师的画像是不一样

的。我曾做过一个有关理想教师

品质的调研，结果很有启发意义。

在家长看来，好教师最重要的品质

是拥有爱心、耐心；而在孩子心目

中，好教师最重要的品质是公平；

教师自身则认为教学能力、专业知

识最重要。

从知识垄断的信息贫瘠时代到

MOOC和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

时代，教师的职业形象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尽管早前有研究者乐

观地预测，教师职业被人工智能取

代的概率仅为0.4%，但要成为这个

时代不可替代的好教师，显然不能

满足于批改作业、讲解知识点这些

可复制的工作。如果说，教师作为

学生成长专业引领者的身份不变，

那么，今天的理想教师不再只是知

识的“信使”，而是“引人成人”——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引领提升自己，

陪伴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

觉得这个时代的理想教师，应该是

“有时指导，常常帮助，总是陪伴”的

那个人。

俞晓东：我认为理想教师应该

是会教、会想、会写、有格局。会教，

是教师的基本功，体现了教师的专

业能力；会想，是教师成长的必备条

件，想就是对自己每天平凡工作的

反思，反思自己的教学、反思自己的

工作，如此反思，每日必进；会写，是

教师成长的标志之一，把自己想说

的表达出来，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

来，非写不可；有格局，是教师成长

的基石，没有格局的教师，不可能成

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周 俊：这是一个流变的时代，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这样一

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教师应能够顺

应时代发展、应对时代挑战、满足

时代要求。当下人工智能已对很

多传统岗位造成挑战，某些学校已

经引入机器人开展教学活动。理

想教师，一定是不会被人工智能取

代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应具有两

个重要的特质，那就是爱与智慧。

具有“教育有法，教无定法”的教育

智慧以及“以心育心，以德育德”教

育情怀的教师，是我心目中的理想

教师。

楼 红：理想教师的第一个层面

是：做家门口的好教师，家长认可，

学生喜欢。第二个层面是成为不可

替代的教师，有自己生存和成长的

追求和能力，有对教育的纯真和热

情。理想教师追求的最高境界，就

是做有爱和智慧的教育，具备拨动

学生心弦的艺术，能点亮学生心灵

之灯。

周凡之：我想能在学生心里留

下痕迹的教师应该就是好教师。未

来需要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终身

学习者，其次应该改变教师的角色

定位，即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

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陪伴者。

潘云芳：我认为理想教师应该

是“教者必以正、知行合一、育人育

己、博学精艺”。“教者必以正”是孟

子说的，意思是教育人一定要用正

道正理。所以好教师必须自己要

先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才

能用正道正理育人，这是对社会的

责任担当。“知行合一”是陶行知对

教师们的要求，要育好人，教师要

以身示范。“育人育己、博学精艺”，

即教学相长，在教学生学的过程

中，自己也要拥有可持续的学习

力，只有拥有了可持续的学习力，

才能博学精艺。

主持人：要成为理想教师很不

容易，教师成长的关键是内驱力问

题，成长归根结底是自身的事，教师

自身可以如何努力，能否结合自己

的经历和经验谈谈？

林 莉：OECD学习框架2030

提出，应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自我导

航的人，教师也是如此。有一个

教师专业发展模型，认为教师的

发展可分五个阶段：非关注阶段

—虚拟关注阶段—生存关注阶段

—任务关注阶段—自我更新阶

段。也就是说，教师发展的最高境

界是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

的人，并能付诸行动。从个人成长

历程来说，我觉得，找到好的同路

人对克服惰性、坚持长期主义，真

的很重要。除了正式的组织，像学

校的春雨学院、青苗工作室等，这

些非正式的团体都很好。一个进

取、有着共同旨趣又相对宽松的非

正式共同体，其积极影响不会给教

师很大的压迫感，却能给予相互支

持的力量。

俞晓东：我始终认为，教师的成

长要靠自己，如果教师自己没有成

长的需求，那外部力量是无能为力

的。教师自我成长的路径有很多，

著名教育人李镇西曾经说过，如果

年轻教师做到“四个不停”，想不成

功都难。他说的“四个不停”是指

不停地实践、不停地思考、不停地

阅读、不停地写作。我个人认为，

教师目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教学自

我监控能力，进而提高自我教学效

能感，只有达到了这一点，才能使

自己的工作有条不紊，才能使自己

的工作有深度、有效度、有广度。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开

展教育教学研究，所以进行基于问

题解决的课题研究，是教师成长的

好路径，也是好多名师成长的经验

之谈。

周 俊：《大学》中提出的“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是非常好的修

行指导思想。教师专业知识的增

长、专业能力的提升，不要企图一蹴

而就，而应持之以恒。健身如此，写

作也如此。我的博士论文有29万

字，这么大的篇幅，是如何完成的

呢？我的做法是分解任务。我要求

自己无论如何每天必须写1500字，

结果顺利完成了。每天更新，每天

进步一点点。这应该成为教师打败

懈怠和拖延，保持旺盛成长内驱力

的法则。

周凡之：成长就是一个伴随

痛苦的过程，并且人都是有惰性

的，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

持续激发自己内驱力的方式。

内驱力的激发需要正向反馈，所

以我想持续的内驱力需要我们

合理地设定目标，制订行动计

划，取得有效的成果，从而获得

源自内心的满足感，产生正向的

良性循环。

潘云芳：第一，教师要有强烈

的需求，并确定清晰的目标。第

二，有志同道合的不断成长的伙

伴，他们的进步会激励自己的进

步。第三，要有发自内心的教育情

怀。只有有情怀，才能让自己心甘

情愿地付出，才能坚持不懈地去发

现、去创新，自然也就激发了自己

的内驱力。

记得我刚刚工作那会儿，学

校建议新教师每课写反思，我最

多只能坚持写三课，之后就是应

付。偶然一次备课时，我给自己

确定了课堂教学达成的目标：在

市级比赛中争取获得优质课一

等奖。从确立目标开始，我自主

琢磨目标达成的有效方法，写教

学反思也就成了自觉行为。在

这个目标达成后，我突然发现，

优质课一等奖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成长，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是在为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自己的反思，自己对数学和教学

的思考，以及自身对教育的理

解。自然而然地，写教学反思也

就成为自己教学生涯中的自觉

行为。所以，可见的清晰的目

标，是可以激发教师自我成长的

内驱力的。

郭进贵：我觉得教师的成长

要经历三个阶段，也可以说要扮

演好三种角色：一是学习者，二是

反思者，三是创新者。年轻教师

要做好学习者，向书本学习，向名

优教师学习，努力学，用心学；要

做好教学反思，努力用笔记录思

考内容；要创新，大胆进行理论实

践，大胆表现自己的特色。如此，

教师在成长的道路上才可以走得

更加坚实。

吴 婷：教师成长特别需要环

境。人就是最好的环境。在一线教

学的我们常常会感觉疲惫，消磨了

很多教育热情。那么，我们要好好

建设自己的“后山”。当热情缺失的

时候，需要智慧的时候，回到自己的

“后山”休养生息。

我观察到，优秀的人的“后

山”中有三种“专业”。第一是专

业阅读。阅读，尤其是专业阅

读，让我们可以站在大师的肩膀

上前行。第二是专业写作。阅读

是输入，写作是输出，写作可以

不断反思自己。第三是专业交

往。像集体备课、教研课、论坛

等这些都是专业交往，我们在集

体交流中飞翔。这些都可以让我

们在“后山”更安全，更好地进行

自我更新。

何群丽：人不管处在什么样

的环境里，都不能放弃学习的机

会，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不是师

范专业毕业的，我自学参加了教

师资格证的考试。白天工作晚上

学习，我终于投身于自己一直向

往的三尺讲台。我做到了“吾日

三省吾身”。每天工作结束后，我

都会复盘当天的工作内容，思考

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第二天争

取能够做得更好，也会肯定自己

做得好的地方，鼓励自己继续保

持。我相信只要保持热爱教育的

初心，付出自己的努力，那么我们

一定会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不

断成长。

怎样的外部环境才能
激活教师的自我发展

主持人：教师成长离不开外部环境和自我发展。教

师成长需要什么外部因素？

林 莉：怎样的外部环境才能激活教师的自我发

展？我想，有利于教师成长的外部环境可能离不开这四

个要素：有规范、制度确保最低标准，有不断迭代的经验

抬高实践标杆，有挑战刺激成长需求，有平台提供持续

的精神和专业支持。其中，规范和制度不宜过多、过密；

标杆是基于问题的最佳实践，应鼓励教师充满主动性的

微原创、微迭代。平台提供专业支持和精神支持，决定

教师的成长质量。挑战可能来自外部，但最终要变成自

我挑战才能真正促进教师成长。

俞晓东：教师成长确实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

境，这就是名校教师成长速度快于一般学校教师的道

理。影响教师成长的外部环境有很多，我觉得，教师

能碰到以下这些，就是成长的幸事：碰到一位好导师

（师傅），好的导师（师傅）可以影响教师的专业成长、

思想意识、做人做事格局；进入一个好的教研组，一个

讲业务、有正气、善合作的教研组对教师的成长产生

的正面作用很大；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比赛活动，学校

组织对教师成长有帮助的活动，尤其是比赛活动，很

重要，名师是赛出来的，只有通过大赛的锤炼，教师的

基本功才是扎实的。

周 俊：的确，教师的成长需要平台的搭建，需要机

制的建设，需要资源的注入，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这是

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学校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

让教师意识到，真正优秀的教师，除了外塑的因素之外，

自我的修炼非常重要。我们要思考如何把外部的制度

建设、机制建设等和激发人内在的自我修炼的动力做到

很好的整合。

楼 红：教师成长需要有孕育成长的环境，比如同伴

的互助、专家的引导、校本的研讨等。在相同的环境、相

近的学生、相似的问题面前，校本研修是对真实共性的

问题探究，对教师成长的帮助更有价值，对学校发展的

意义更为深远。

要重视备课组的校本研修。离教师最近的专业团

体就是备课组，研讨思考就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包括

一道作业题的解答、一节公开课的交流、一个教育细节

的探讨等。优秀的备课组的同伴们有共同目标，有分工

合作，有互相督促，追求对真问题的真研究。因此，教师

成长有赖于同伴的丰富经验和实践智慧。

周凡之：需要注意的是，对正向反馈的认知是存在

个体差异的，因此从学校角度也需要个性化地给予教师

来自外部的正向反馈，持续激发教师的内驱力。另外一

方面，成长是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空间的，我们要适当地

缓解教师的情绪压力，从空间和时间上，给予教师一个

好的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潘云芳：教师成长需要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了确

定的目标，才能有足够的动力采取行动并坚持下去。在

目标不是十分确定的前提下，自我修炼需要很强的意志

力，这时更需要外部平台来推动自我修炼的力量。学校

领导要坚信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教师，要高度关

注教师的培养，要给教师提供个性化发展的平台和岗

位。做到“把好脉”（了解教师的特长、学生和家长的需

求、学校的品质定位等）、“搭好台”（搭建各种教师成长

平台，创建培养机制）、“唱好戏”（让教师站到学校的中

央，成为主角）。

主持人：教师成长需要好的环境，需要学校文化、

自由氛围、支持机制、展示平台、校本研修、知识管理

等，更需要自己的内驱力。请嘉宾们给教师们一个成

长建议。

林 莉：我们想要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成为

那样的人。

周 俊：做拨动学生心弦的教师，过有意义的教育

人生。

楼 红：教育是一次次美好的相遇，让我们彼此相

融，丰盈自我，成就学生。

周凡之：找到让你最舒适的成长轨迹，陪伴你的孩

子们找到让他们最舒适的成长轨迹。

潘云芳：找到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坚定地去做一件

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给理想教师画个像

让教师成为一个自我导航的人

嘉宾：

林 莉：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俞晓东：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研究员

周 俊：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浙江省教育学会德育分会

副秘书长兼班主任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

楼 红：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发展研究学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省特级教师

周凡之：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

潘云芳：杭州市育海外国语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省特级教师

郭进贵：杭州市育海外国语学校教师，省特级教师

吴 婷：杭州市育海外国语学校教师

何群丽：杭州市育海外国语学校教师

主持人：言 宏

前沿观察前沿观察前沿观察前沿观察
会客厅会客厅会客厅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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