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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质上说，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个体不断发展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
熟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来拓展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

  在启动和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了分外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教师专业
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而言，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技能、积累广
要的。教师水平层次的差异与自身能力的分野，使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举步维艰。要从一个分化的散
织性的规范群体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语文教师作为教师职业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性也使得语文教师能动地与语文课程改革齐头并进，树立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新型发展观。 

  一、可持续性发展适用于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提出至今，已经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发展。从1684年法国拉萨尔创办的教师训练
师范学校，再到1893年美国成立第一所师范学院纽约州立师范学院，发展到我国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
程，我国的教师培养也逐步向世界潮流追赶，教师专业化发展也逐渐成为一个时尚话题。从世界师范
的发展经历了“分化→统一→分化→统一”这样一个持续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分化中统
国的课程改革则是在原来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提升教师素养，对口支持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目都能和谐发展。如果要让整个课程教育和谐发展，这必须要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要建设高素质的
身出发，提高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等，并在此基础上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可持续性发展是经济学、社会学范畴内的一种全新发展观念，也是21世纪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最早是通
题的认识与关注，产生了这种新型的发展观，从而不断向外引申，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可持续的过程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内，通过适当的努力，永远保持下去，并且“
质量的衰减，甚至还可以有所提高。”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功用的不断凸显，在我国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的
理论引入到教育领域已成为必然。所谓教师专业化发展，“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依托专业组织
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名良好的教
程。”“中小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与试验”课题组：《校本课程资源开发指南》，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国为应对21世纪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新形势，教育部也对此给以高度重视，通过各种途径来保证
进，并清楚地认识到其长期性与连续性。“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教师专业化也是一
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倪文锦：《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
业化发展提出了一个指导性的意见，也是对教师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的认可和整体要求。在此基础上，新出台的《普通高中
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教师朝专业化方向持续不断的发展也提出了知识、素养、技能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如下表所示：

  类别具体要求 

  知识要求 
  学科知识：通识知识、专门知识等相关学科知识 
  课程开发知识：语文基础课程、校本课程等 
  教育基础知识：教育学、心理学、语文学科课程论与教学论 

  能力要求 
  语文课程设计与开发能力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 
  自我反思与终身学习能力 

  工作方式要求教师与教师、校长、专家的合作伙伴方式 
  对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完善方式 

  教学策略要求 



  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要求“学语文”的策略 
  注重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策略 
  注重全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树立典型相结合的策略 

  教学指导的要求 
  创设学习情境 
  开展综合性、研究性学习 
  增加学习实践 
  全面性和有针对性相结合 

  教师角色的要求 
  由“知识的占有与固守者”转变为“终身学习活动的组织者” 
  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 
  由课堂的“霸主”转变为平等对话的“首席” 
  由“知识贩于”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 
  由课程的执行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由课程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伙伴 
  由“教教材”的“教书匠”转变到“用教材教”的“教育研究者” 

  从上表分析可以看出：教师专业化对语文教师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渐进地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传统的教师观念，打破僵化的教师教育与学习模式，用全新的思维去迎接
立一种终身学习与持续提高的发展模式。 

  二、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阶段性与价值取向 

  在语文课程改革的大背景里，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了一个合理而且高标准的要求，但是
是在教师学习的每一个阶段来实现的，通过学习环境和学习性质的变化，通过知识的衔接，建构成连锁

  在理解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阶段时，应该保持语文教师教育的系统性与持续性。结合人的发展
关注”阶段相当于人的启蒙阶段，它奠定了语文知识基础，在专业发展的“虚拟关注”阶段形成了语
教学的“生存关注”阶段则不断提高专业发展与教学效能，而在“能力关注”阶段和“发展关注”阶
识，教师不断向终身学习者角色转变。 

  这几个发展阶段，对教师的要求是逐步提高的，如图所示： 

  语文教师专业化可持续性发展层次图示 

  从图示分析，左边为人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之相对应的右边为语文教师专业化可持续发展阶段，中
的不断提高，虚线为专业水平提高划分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划分不是固定的，应该视每个教师情况的不同
续发展层次图包含了职前教育与在职专业发展相衔接，“把教师职前教育和在职的专业发展联系起来
持续的专业化发展历程。”李瑾瑜等：《课程改革与教师角色转换》，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
师专业发展与整体的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致性，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转化，都会“使教师不断适应变
专业能力，从而胜任其角色，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李瑾瑜等：《课程改革与教师角色转换》，中
版，第69-72页。 

  无论在哪个阶段，教师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在教室里教导学生以提供教学服务的工作者，因此他
水平及扩张个人知识及技能为发展方向。”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人民
26-30页。在这种规范性的教师专业发展中，教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并贯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
于教师专业发展价值取向的理论来看，能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所认同的有三种：理智取向、实践——反思取向、生
理智取向来看，教师对自身的专业发展有明确的认识，对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的接受是主动的，对教
的。从实践——反思取向来看，教师专业化发展有了更多的主动探究成分，应该归属于创新型的专业发
发展得以顺利有序进行的保障。而生态价值的取向应该更科学更有发展前途。这里所说的生态价值取向不是一般意
它“对于教师专业的发展采取更为宏观的视角，在这里，常用的术语不再集中于‘知识’‘实践’或
(culture)‘社群’(community)‘合作’(collaboration／collegiality)与‘背景’(context)
《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0页。在这中间，强调的是一种
导、社区、家庭的沟通与联系，扩大自己活动的范围，在宽广的领域相互指瑕，不断改正，不断发展。

  这三种价值取向无可厚非，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进程中都有很大的指引作用。由于教师专业发展的
一种周期性的可循环的系统，教师的价值取向也是主观的，其专业性能决定着教师不断发现不足并予以



力型”“知识型”“研究型”并驾齐驱的专业模式。“从本质上说，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个体不断发
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教师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历程来
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
页。 

  三、探寻语文教师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模式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教师不断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该用怎样的模式去建

  首先，“传统发展模式”曾一度为大多数教师所青睐。它的提出把教师的属性置于理论性主导下的科
域内，认为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受学科内容的专业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的科学原理与技术所制约的。
教师，对中文专业与相关知识的涉猎是丰富的，但与教学技能的综合运用却欠缺了很多，对自身发展要
在技能上，只是单方面的提高，这容易造成教师显性素质的分化，会大大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提高。 

  其次，“实践科学模式”让教师教育教学走向科学化。这种模式“以自己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实
式紧密相连。在所遵循的‘科学主义——技术理性——技术专家’的逻辑基础上，认为教学很接近于
和技术型艺术也很类似。”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案例的解析与研究，通过教学中的心理沟通与暗示，形成自己个性化的实践教学知识，引入到下一阶
使得教师的思维发展过于直观化和功能化。 

  以上两种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在新课程改革的情况下的弊端逐渐显露，已经不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发
发展模式不断酝酿形成。 

  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反思模式”把教师专业认知水平的提高推上了一个新起点。如果说以上
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那么这种“实践——反思模式”则使教师从“什么样的知识对于教学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