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知识观、学生观、教学观着手分析，认为教师教学知识素养包括教师钻研教材的能力、研究学生的能力、科学

施教的能力。其中，教师钻研教材的素养，就是对所教知识“是什么、如何是”的深刻理解和整体把握能力。从

加强校本教研和培训方面提出提升教师知识素养的对策，即校本培训要聚焦理论学习、理性思考；关注“思”和

“研”，强化教师用理论指导教学实践的专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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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知识素养的问题分析与管理对策

 师教学知识素养的提高是实现优质教学的基

础，也是学校管理的重心。中小学校长首先要

具备指导教师提高教学知识素养的能力，并

且要将提高教师教学知识素养作为办学的中心议题和主

要工作。那么，在学校管理中，校长应该从哪里入手分析

教师教学知识素养，又该怎样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呢？

一、问题分析：从知识观、学生观、教学观着手

教师的教学知识素养包括三方面：一是钻研教材的

能力，这涉及教师的知识观；二是研究学生的能力，这涉

及教师的学生观；三是科学施教的能力，这涉及教师的

教学观。也就是说，校长可以从教师的知识观、学生观、

教学观着手，对教师教学知识素养进行分析。

我们以教师钻研教材、理解所教学科的知识内容为

例，讨论如何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教师理解教材，主要

包括认识学科性质、把握所教知识内容的内涵实质及其

知识结构、设计教学实施过程、评价教学效果等，这是做

好教学工作的第一步。教师钻研教材的素养，就是对所教

知识“是什么、如何是”的深刻理解和整体把握能力。

笔者曾多次对教师理解课程性质、认识所教知识

“是什么（性质）、教什么（实施）、怎么教 ”的能力做过

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一方面，很多教师对学科的认识，

对课程的目标、结构、价值等问题，存在着思之不深、不

多、不准确的现象。如有的教师对其所教学科性质是这

样回答的：“数学学科的性质是思维训练，自始至终要教

教
学生怎样锻炼人的思维”；“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培养人的

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感觉，语文教学要教学生如何观察

社会、思考人生”；“政治学科的性质是解释分析人类社

会的三大社会现象，要教学生正确科学地认识分析社会

现象的思维方法”；“历史学科的性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

基本规律，古为今用，历史要教学生探索历史的基本方

法”……由此可以看出，教师们对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

学科边界不清、对学科的特有功能认识模糊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对所教知识具体内容的理解方面，教

师的业务能力也参差不齐。比如：小学一年级教材中有一

首题为《登山》的儿童诗：“一二三，一二三，林文孙燕去

登山。林文登到半山腰，风儿给他擦擦汗。孙燕登到山顶

上，白云夸她意志坚。”在听课时，当笔者问教师“意志”

一词怎么理解，除了“坚强”，还能有哪些理解；“意志”

看不见、摸不到，怎么给学生讲“意志”等问题时，教师

无言，或者少言，甚至理解错误。如果一线管理者稍加调

查分析，常进课堂听听课，问一问教师对一个个具体知

识的认识，比如：“什么是善”、“什么是价值”、“什么是

磁场”、“什么是力”、“什么是作文”、“什么是性质、实

质”、“什么是原子观”、“怎样形成原子观”等，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教师们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对怎么教的认识

等，是普遍存在问题的。已往我们认为，教师都是带着专

业知识来到教育岗位上的，对本专业的知识掌握应该没

有问题，现在看来，这样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教师只有知道“是什么”，也就是在理解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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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内涵实质的基础上，才能思考“教什么”、“怎么

教”的问题。如果教师理解不深、认识不到位甚至错位，

那么他们就很难将本学科的知识正确、高效地传授给学

生，很难保证教学的高质量。 

教师理解课程、理解教学的专业功底不扎实，对所

教知识不能深刻理解、整体把握、精熟拥有；不能科学

理性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研究，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不能将知识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以知导行，

自然而然地形成学生的素质，这是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

所在，也是派生诸多教育问题的“病灶”。这个问题不解

决，那些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以及办优质教育、一流学

校的美好期望，都将成为空中楼阁，或者功亏一篑。 

二、管理对策：校本培训聚焦理论学习、理性思考

在对教师的教学知识素养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的基

础上，校长要有针对性地思考、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

策略。这里仅从加强校本教研和培训方面提出相关的对

策和建议。

1.修炼教育理性素养，提升专业素质

提高教师的教学知识素养，首先要加强教师在理解

知识、了解学生、研究教学方面的理论培训。一方面，教

师要不断加强本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拓展知识面。另

一方面，教师更需要学习怎样理解知识、怎样教知识的

理论，要在学科专业之外下工夫。我们常说，教师的知识

结构应该是“T”型的。但是，一般来说，教师对研究本

学科知识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教育学知识的重视程度。

因此，学校管理者要将重心放在后者的学习上，通过组

织教师参加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的业

务学习，通过提升教师的教育理性素养，提高教师理解

教材、认识学生、因材施教的专业素质。

我校在实践中探索了以下做法：（1）建立领导班子

“逢会即学”的制度。（2）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作专题报

告，帮助教师理解课程与教学的相关理论。（3）要求每

个教研组围绕某一学科的性质、内涵实质进行专题教研。

（4）组织全校教师编辑理解学科性质、统一教学思想的

专辑，并且汇编成册，供大家学习交流，引领教学实践。

（5）建立教育哲学研学小组，研究的重点是以哲理认识

教学原理，启发教学实践智慧。该小组由学校具有博士、

硕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及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组成，任

务是先行学习、研究，然后形成辅导报告，对其他教师进

行宣讲。（6）与高校学者合作，建立教师发展学校，让学

者的理论在学校“接地气”，促使教师进行理论指导下的

教学实践。

2.关注“思”和“研”，强化用理论指导教学实

践的专业意识

我们注重强化教师以理论准备状态进行教学实践

的意识，从而以理性智慧催生教学实践的硕果。我们仔

细分析了现在教师开展教研、上课、听评课时的常规做

法，认为现在有很多行为还是比较表面化、流于形式的。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组织大家作深入的思考。

比如：仅仅对上课时间进行切割，将更多的时间还给学

生，就是高效课堂了吗？仅仅在教师教学基本功方面加

强训练，就能提高教师的专业内涵了吗？在评课标准上，

只强调教师的教态好、板书好、导入好、学生活动多、技

术手段使用多、PPT制作精美，就是一节“好课”吗？经

过仔细分析，我们认为，上述做法虽然是必要的，但还不

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促进教师优质教学的根本是提高

教师的内涵素质。

教师内涵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能力培养来实现，

主要包括钻研所教知识的能力、研究学生认知规律的能

力、将知识自然而然地与学生认识有机融合的能力。促进

教师教学知识素养的提升，要在他们具备一定的教学经

验的基础上，将他们的兴奋点引导到理论学习、理性思考

上，要强化教师用理论指导教学实践的专业意识和行动

自觉。

我校的做法是：对教师提出明确的要求，要求教师

在教研、上课、听评课过程中，以所学理论为指导，将理

论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在教之前，要做好教学设计，并

且要有教学原理作依据；在教之中，要强调直接、直观意

识，将直接、直观教学贯彻始终；在教之后，要有良好的

素质养成，要用反思意识指导教学评价、巩固教学成果。

为此，笔者曾提出12条指导教学的一般原理，并写了《教

师上“好课”的学问系列谈》供教师参考。

（编辑　谢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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