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公众号 微报纸及官方APP 今日头条号

h t t p : / / w w w . s x j y b k . c o 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61－0030 邮发代号51－8

2024年10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4版 第3290期

责编/薛小琴 美编/陈 玲

jsb_wb@126.com 029-8733755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我们
从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视野和
世界教育发展的使命共识中洞
察学习。

教师，始终是教育质量提升
的关键。人们对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期许基本都会转化为对教
师的全新期待。随着世界急剧
变革，教育实践的场域正在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的角色、
意义以及教学行动的价值体系
也正在悄然发生系统性变革。
教师成为知识生产者，是这种变
化趋势最为关键的特征。

世界教育变革对教师的
八大期待

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能
够应对正在急剧变化社会的合
格教师呢？怎样才能帮助教师
成长为更高效能的专业人士？
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围绕教育
议题展开了密集研讨，对重视教
育作用和有效调动教育力量寄
予极大期望。2015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布《仁川宣言暨2030
教育行动框架》，教育被纳入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4），
成为实现联合国 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
要组成和关键支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作为推动全球实现教
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导者和
协调者，相继发布《反思教育：向

“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2015 年）、《一起重新构想我们
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
约》（2021 年）。在《一起重新构
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
社会契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倡议，将教学重铸为一项协作
性职业，将教师视为反思性实践
者和知识生产者。2022年，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联合国极
为罕见地专门组织召开“教育变
革峰会”（TES），将教育置于全
球政治议程的中心，号召各国领
袖、社会各界和教育同仁采取

“势在必行的紧急政治行动”
（urgent political imperative）推动
教育重回发展正轨。2023年，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
美国联邦教育部召开主题为“为
未来而教”的国际教师专业峰
会，提出教师可持续发展、教育
数字化转型、关注社会与情感能
力发展三大议题。上述国际会
议的主要研讨成果和倡议，凝聚
了国际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最新
认识，也是理解变革中的未来教
育者角色的重要基础。学校教
师需要理解和回应世界对未来
教师的八大新期待：

未来教师需要重新认识学
校。学校是学生“进行冒险、应
对挑战和尝试可能的地方”，是

孕育创新的开始，教师应当保卫
学校的这一使命并改造学校，以
更好地保护学生探索和创新。

未来教师需要加深对人脑
的理解，以学习科学指导教育教
学。对教育影响最大、与人的学
习紧密相关的神经科学和脑科
学发展日新月异。教育离不开
对学科前沿探索的反馈和相关
研究成果的指导，教师需要加深
对人脑构造及学习过程的理解。

未来教师需要改革传统课
程教学模式，让学习者成为知识
建构者。课程是帮助我们发展
和完善与知识互动能力的工具，
教师应当邀请学生参与到对知
识的共同建构和进一步创造中。

未来教师需要加强关注社
会与情感能力。社会与情感能
力是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动力来
源，是获得成功与幸福的基础。
教师应当超越学科知识传授的
单维目标，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
与情感能力。

未来教师需要参与教育数
字化转型。教师需要具备良好
的数字化教学能力，从而有效地
利用数字工具推进个别化教学，
在参与的过程中推动数字教育、
服务教育发展。

未来教师需要增进国际理
解。在全球化环境下，教师应着
力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帮助
学生建立由个人到社区（集体）、
国家、国际乃至全球生态的国际
理解链层序次，以便他们更好地
为未来投身于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等国际合作事务做好准备。

未来教师需要推进学校在
知识社会中的学习方式变革。
在知识社会中，创新创造是学习
的最高追求。为了培育有创新
精神和动手能力的未来社会主
人，学校将更多地以生产知识产
品的模式推动学生开展学习。
教师需要适应这种学习方式变
革，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教学设
计，为学生学习并形成知识产品
成果的全程提供专业帮助。

未来教师必须成为知识生
产者。“教师必须成为知识生产
者、学生发展的引领者和认识
复杂现实的阐释者”，“让他们
成为变革的主体”。这是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22 年教
育转型峰会《关于教育变革的
愿景声明》中的发言。这是对

“教师成为知识生产者”的阐
释，也是前述诸项期待的旨归
和落脚点，最能代表《关于教育
变革的愿景声明》对教师勾画
的未来图景。

教师作为知识生产者的
角色新意蕴

教师主体性空前重要，成为
一切变革发挥作用的前提。教
师主体性被置于空前必须的位
置，根源于教育与人类自身的

两个复杂性。由于教学情境内
容的复杂与学生个体的差异，
仅仅依赖原有的教育学、心理
学知识已远不能满足教师工作
的需要，教师既需要扩展学科
知识支撑，又需要保持对现实
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反思，通过
反复的理性判断与实践尝试，
不 断 优 化 教 育 教 学 行 动 。 同
时，知识生产背景下的教师更
加需要发挥团队合作能力，通
过 建 构 与 分 享 来 改 善 教 师 群
体、学校乃至社会的教育行动。

教师的生产性嵌入在教育
的场域和教学的过程中。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师将始
终是教育专业知识的主要创造
者 。 教 师 作 为 问 题 发 现 者
（Problem discoverers），总是首先
面对教育教学问题并发现、转
变为教育研究议题。教师作为
经验探索者（Experience explor-
ers），总是不断面对问题并反复
判断、试误、形成新的尝试和经

验并从中发现隐性知识。教师
作为合作生产者（Co-produc-
ers），总是在与同事和专家合作
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共同建
构理论。同时，教师也越来越
有条件自设课题、开展研究、改
善行动并生产和传播知识，成
为研究者和创造者（Researchers
& innovators）。今天，教育的全
过程都嵌入了知识生产，教师
的价值因其专业成长能力而备
受青睐。

教师的生成性是可持续、可
预期的。第一，要提升教师的
文化储备，使教师成长为具有
阅读热情和探索兴趣的人，这
既是作为知识生产者持续发展
的基础和动力，也是对某些不
能“言传”只能“身教”的习惯、
偏好乃至人格形成的文化再生
产。第二，要培养教师反思研
究的能力，使教师掌握专业认
知 和 知 识 生 产 的 必 要 方 法 工
具，推动师范生和在职教师在

持续学习、不断精进中思考“教
什么”“怎么教”乃至“怎么研究
教和学”。第三，要鼓励教师积
极拥抱数字技术，充分考虑并
积极利用技术与文化对知识生
产 和 传 播 的 关 联 与 影 响 。 第
四，要培育教师的协作精神，培
养教师进行知识生产的意识和
勇气，形成教师自觉进行知识生
产的责任担当。因此，适应未来
需要的教师专业发展，不仅要从
精通学科知识、教育教导知识以
及专门的教学知识方面提升其
教育教学专业水平，更要从文化
储备、反思研究、数字技术、勇
气责任等方面提升教师持续生
成专业知识的能力。

教师成为知识生产者是通
向未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中小学校、大学乃至整个
社会都应作出努力，支持校长和
教师进行研究创新和知识生产，
转型成为知识生产者。

（据《中国基础教育》，有删节）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拓石
镇第二九年制学校，是一所农
村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学
生全部住宿，学校拥有全天候育
人的独特资源优势。为办好农
村寄宿制学校的思政课，助力学
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我们以
第三学段学生为主体，开展智
慧思政教育，着力培育农村寄
宿制学校学生的心之力。

心之力与学科核心素养的
内在一致性

毛主席在《心之力》中指
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
事未有难成者”，可见心之力在
个体成长中的重要性。培育学
生的心之力，就是以可感、可
知、可用、可晓的特色思政微活
动，激发学生的心力，实现“扶
智+扶志+扶直+扶知”的目
的。心之力不是一种单纯的物
理力量，而是一种充盈浩然之
气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发端
于学生内心，亟待为人师者的
开发引导，通过教师的有效点
拨，以及教师的不断唤醒，让学
生在自我成长之路上，恪守本
心，渐次成长。

智慧思政，其智慧来自于
农村寄宿制学校数十年的育人
实践，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实干成就，来自于
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来
自于中华文明无比深厚的文化
自信。以智慧思政培育学生的
心之力，促其学以成人。

农村寄宿制学校智慧思政的
“四梁八柱”

“智慧五问”，让心之力持

续发力。农村寄宿制学校第三
学段学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特
殊群体，我们的智慧思政教育
是幼小中一体化开展的。一年
级学生入校，我们会让学生问
自己：“九年后我要去干什么？”
有了方向才会有航向，入学第
一问，让学生学会了解自己，知
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六一入队
时，我们会引导少先队员问自
己：“我在少先队能做什么？”成
功在于平台，能力来自于积累，
在集体中成长，就必须学会奉
献在先。五四入团时，我们会
让团员问自己：“我能为这个时
代贡献什么？”朝气蓬勃的青年
人才是国家的希望，洞察天下大
势，和时代同频共振，才能赢得
优势，赢得未来。每天晚上休息
时，我们会让每一个学生问自
己：“今天我收获了什么？”时间
如白驹过隙，只有勤反思才能快
进步。九年级离校时，我们会让
学生问自己：“我九年的学习成
果是什么？”善于总结才能轻装
前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智慧机制”下的师生发展
共同体，让心之力得以培育。
六年级处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转
型时期，学生们急需更多关心、
关爱和指导。面对六年级这个
特殊的群体，我们建立了师生
发展共同体，要求老师走进学
生内心，以独特的智慧担当学
生的引路人，在和学生的接触
中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以自
己的学识和能力助力学生个性
化发展，教学相长，为学生蓄
力，成为学生前行的引航灯塔。

“智慧实践”，让心之力植
入学生内心。智慧思政，以微

活动实践的方式达到启智润心
的目的，我们开展的“红领巾法
学院之模拟法庭”活动，在真实
的审判实践中，让学生知道法
不可违，违法必担责；“环保小
卫士大地美容”活动，让学生在
躬耕实践中知道爱护环境靠大
家，透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定期开展通石梁研学
实践，将思政小课堂搬至社会
大课堂，聆听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英雄故事，引导学生学好党
的历史，知道盛世中华的来之
不易；走进长乐塬抗战工业遗
址，了解家乡的工业发展史，厚
植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报国情
怀；学耕园劳动，将节约粮食的
理念，转化为种植作物的滴滴汗
水，方知粒粒皆辛苦，让学生知
道14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
和国家的头等大事，端牢中国饭
碗，需要我们接续奋斗；我们邀
请优秀校友欧世雄等分享励志
经历，激发学生自强不息的内驱
力，让学生深刻理解“知识改变
命运”的真正含义。

“智慧养成”，让心之力永
葆蓬勃生机。以科技支撑智
慧。学校以第三学段学生为受
众，申请的“众为数字人才培养
计划”编程教育，让学生学习信
息技术，以科技视角审视《山河
诗长安》的密码，让学生接触虚
拟现实技术，萌发探究的浓厚
兴趣；“航母社团+航拍家乡通
洞”计划，让学生能够学以致
用，体会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
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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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思政培育以智慧思政培育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心之力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心之力

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要
求“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强化高素质
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高水平阅读
是涵养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
队伍的重要途径。

爱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

爱读书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全民
阅读习惯和读书氛围，提升民族精神
素养，提升人们幸福指数，促进和谐社
会发展。

一个民族没有先进科技，一打就
垮；没有精神和文化，不打自垮。读书
无疑对人生、对教师职业成长、对民族
的发展意义重大。对人生而言，阅读
可以学习知识，丰富自身；增加内涵，
提升气质；感悟生活，抚慰心灵；给人

快乐，使人成长。对教师来讲，读书可
以帮助我们领悟教育真谛，反思教学
行为，改变精神气质，增长职业智慧。
对民族而言，读书可以提升民族素养，
涵养民族精神。

新时代，读书虽然已经不是学校
和教师的专利，但无疑对学校和教师
尤为重要。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
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学校就是读
书的地方，读书是学校最清晰的本来
面目。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文化传
承者，是学生成长的心灵引领者，是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承载者，立身以立
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淡淡书
香在教室里弥漫，在校园里飘散，在家
庭中播撒，在血液里流淌，是教师最好
的修行，是校园最美的风景。

作为教师，要在养成阅读习惯的
基础上，把读书上升到教师职业素养
的层面，有计划地把阅读纳入工作范
畴，让阅读成为教师的生活方式。

读好书：世事洞明皆学问

经史子集，传承中华文脉；诗词曲
赋，侵染沁人书香；晨诵暮省，倾听生
命拔节。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次
阅读，就是一趟心灵之旅。读史使人
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
学使人善辩。

孔子说“有教无类”，我认为“好书
无类，开卷有益”。在社会出版刊物严
格管理的今天，我们在书店或者网上
看到的书籍，大多是一般意义上的好
书，但对教师而言，哪些才是好书呢？
我个人的好书排序榜是这样的：

思想哲学类书籍，能培养人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洞察事物的本质。人物
传记类书籍，能滋养人生信仰，培养人
坚韧不拔、不折不挠的毅力和品格。
文学类书籍，能满足不同人的精神需
求和兴趣爱好。教育教学专著类书
籍，能使学科专业知识更新迭代，弥
补、纠正、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革命
文化著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读本等，可以让我们凝练
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素材，更好地
回望走过的路，眺望未来的路，走好当

下的路。

善读书：知行合一传薪火

善者，美好也。泛指至善至美、纯
净的内心与美好的行为。“善读书”可
以理解为：读书是人间美好；读书能把
人带到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读书能
使人的心更纯净，从而善行天下。喻
意我们要好好读书，走进书的世界，领
会书的思想，创新自己的思维，解决实
际问题，在知行合一中提升素养。

弘扬教育家精神，我们会对“阅读
涵养教育家精神”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从阅读经典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要通过阅读经典，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从阅读革命文化中涵养正气和底
气。教育家精神熔铸于红色革命文
化。通过阅读人物传记类书籍、革命
文化书籍，学习革命前辈开阔的胸襟、
博大的胸怀、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
志、敢为天下先的追求，能为我们的工
作注入正气和底气。

从阅读榜样著作中获得勇气和力
量。教育家精神凝练于榜样的力量。
通过阅读于漪、窦桂梅等人民教育家
的书籍，学习他们乐教爱生、甘于奉
献、启智润心的躬耕态度，能从中获得
工作的智慧与勇气。

从先哲思想中明确职业操守和规
范。教育家精神备载于先哲思想。仁
爱学生、为人师表、因材施教是教育家
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职业道德
和职业规范，备载于各类先哲的思想
文化书籍里。

在知行合一中坚守育人初心使
命。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求实创
新、与时俱进是教师职业与民族复兴
强国梦紧密相连的时代命题，是教育
家精神社会发展的深刻内涵。阅读生
智慧，实践出真知，研究新情况，形成
新思路，开拓新境界，培育新赛道，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既是我们教师职业
的追求，也是人才培养的目标。

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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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人工智能教育水平，加强学校间交流学习，近日，江西省瑞昌市实验小
学组织开展了科创教育跨区跨校交流活动。图为实验小学袁浩煜老师上《人工智
能应用——语音识别智能分类垃圾桶》示范课。 王超龙 吴艳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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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2024年10月27日—2024年11月5日（共10天）
举报电话：029—85223130、85223101（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新闻单位举报电话：029-87315318
《教师报》编辑部
2024年10月27日

《教师报》关于换发第七版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2024年第七版新闻记
者证统一换发工作的通知》（陕新出函〔2024〕71号）精神要求，我编辑部对持证人员的政
治建设、遵纪守法、履职尽责和合规上岗等方面情况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拟通过换证
人员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和群众举报。

拟换证人员名单（共计23名）：
郭 鹏 毋晓丹 吕志军 刘 帅 何 颖 谷新明 孙永涛 任小朋 鲁维娜
唐李佩 白 萌 李 静 刁巧燕 陈 栋 刘 琰 马 亮 许 川 杨 乐
杨 希 胡文强 聂 蕾 胡晋瑜 薛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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