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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教师队伍建立

欧阳文，杨润生，唐宝庆

（长沙理工大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从精品课程建设中对“五个一流”的建设要求出发，着重探讨了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

提问热情、包容学生的错误、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使学生最终达到学会学习等方面，指明了创新性教学理念

是建立一流教师队伍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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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Preeminent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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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five-preeminent"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courses, mainly studies the aspects as
following, student-centered, inclusive of students errors, inspiring students to ask questions, respect for students' indepen-
dent personality and making students know how to learn knowledge. Finnally proposes that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 is the
soul for constructing outstanding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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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建设应当体现“五个一流”[1]，即具有一

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一

流的教材和一流的教学管理。虽然不同学科、专业具

有各自的课程体系和特点，但精品课程的核心内涵是

永恒不变的，即建立以现代创新性教育思想为核心、

以适应相应层次的优秀教材为先导、以高素质教师队

伍为前提、以优化的教学内容为基础、以现代教育技

术为平台、以科学规范管理体制为保障的课程体系，

这是集教育理念、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制度于一身的整体建设，是实现素质教育与专业

教育并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举、教学活动与科

研创新同步的教育目标的基本保障。

根据创新性教学理念及精品课程建设经验，提出

建立一流的教师队伍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本文结

合教学实践谈谈想法。

1 创新性人才培养与一流教师队伍

所谓教学理念，是对教学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

以及所形成的教学观念。它的内涵包括教师为什么而

教、教什么、怎么样教，学生为什么而学、学什么、怎

么样学，以及在教学过程中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有

学者认为，创新就是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教学

创新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解决教学问题，主动

更新观念，学习先进教学方法，并创造性的应用于自

己日常教学的活动过程。

学校应是塑造学生个性、发展学生能力的场所，

而不是把不同人培养成同一种人的地方。对今天这个

科技发展迅猛、新知识产生频繁、社会变革加剧的时

代而言，传统继承式教育显然有太多的不适应。评估

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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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教师的标准是什么，教师应该教什么，是知识还

是创新思维，在教学中应如何定位。党中央关于素质

教育早已提出了明确要求[2 ]，这说明创新人才的培养

是国家对教育培养人才的殷切希望，教师应以此为工

作的最终目标，培养人才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没有正确的思维过程和使用知识的技能，知识将

毫无用处，当今教育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思维的过程和

技能，教学重点应放在发展学生主动探究的能力上，

教育有对文化的承传、改造和创新的作用，其基本目

的是引导学生在“使用知识”“欣赏知识”与知识“打

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当下教学

的任务应该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让学生为发展自己的创新思维而学，教师为发展学生

的创新思维而教。

怎样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托兰斯[ 3]提出了应遵

循的 5条原则：1）尊重与众不同的疑问；2）尊重与众
不同的观念；3）向学生证明他们的观念是有价值的；

4）给予不计其数的学习机会；5）使评价与前因后果
联系起来。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传递教学观”，改变

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状态，实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的教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的智能和创

新性得到发展，而不仅仅是让他们积累知识；教师应

利用自己的感染力激发学生的心灵，使学生有探究的

渴望，找到学习的动力。那么，怎样才能在课堂上真

正实施创新思维教学呢，下面谈谈笔者的几点体会。

2 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发现学习

发现学习指学习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探索、实验

和思考，认识问题情景或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找到

问题答案的过程。教师通过加强对比，要求学生做有

知的猜测，鼓励积极的参与，唤起对问题解决过程的

认识等。发现学习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

或如何获得他一生中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的知识。

传统的教学模式造成了学生对教师的迷信，思维

活动总不能跳出教师预先设计好的“圈子”，因此学生

已习惯于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知识，不敢向教师质

疑，更不敢向课本质疑。因此教师应该积极创设情境，

让学生质疑，使质疑成为学生的自身需要。

由于学生对在困惑中获得的知识会理解得更透，

印象更深，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积

极创设情境，使学生乐于提出自己的疑惑。另外，教

师在教学设计中还要对学生的质疑有充分的考虑，做

到心中有数，给学生的质疑创造良好的机会，提供充

足的时空，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学生质疑。对学生质疑

的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应给予适当点拨，

让学生拨开疑云，疏通障碍，变阻为通，从而使学生

进一步理解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教师导之有方，常

导不懈，学生便能自获其知，自增其能。

教会学生创新思维，就是让学生能创造性地思

考，不仅会解决所给的问题，而且要自己发现新问题。

发现学习使学生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探求知识的过程

中，着眼于学习过程的本身而不是学习的产生物或成

果，可以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的自主性，激发学

生的首创精神，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观察能力，提

高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发现学习是把教会学生怎

样思维作为首要目标的一种教育理念，是今天的教育

应当努力追求的。

3 创设有利于创造性发挥的环境

教师在教学中应为学生创造一个能高度容忍错误

的环境，在了解学生错误的前提下包容学生的错误。

这是因为，学生在认知方面的错误回答、错误见解、错

误观点等，都是经过一定的思考之后提出来的，可以

说，“犯错误”是学生主动、自主参与教学的表现之一，

这比不假思索地接受教师提供的“正确答案”更加可

取。深思熟虑的错误比无需思考的“标准答案”更有

价值，而只有在宽容的课堂氛围之下，学生的错误才

有其存在的空间，才有其发挥价值的平台，民主宽容

的教学氛围是学生积极主动性发挥的前提，它能消除

学生的紧张心理，迅速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

富有创造性思维的教师意味着能以挑剔和批评的

眼光去观察周围的现象，去考察他人的意见和观点，

学会用批评的眼光去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教学的合

理策略。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教师，应是允许别人有

创造权利的教师，应敢于使自己的观点接受别人的批

评，让自己的意见受公众的考验，同时，教师对待他

人的观点和意见需保持宽容的心态，在学习中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确评价有创造力的学

生，改变只看学习成绩，忽视学生的智力，特别是创

造能力的片面观点与做法，鼓励学生正确表达自己的

观点，发展他们的创造力，给学生以心理上的安全感

和自由创造的空间。为了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教师应鼓励学生尝试创新，允许出现错误，让学

生在错误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

设，对学生的创造性行为及其结果应该“延迟评价”，

在班级中造成一种重视创见、互相鼓励、倾听和接受

别人发言的氛围。一个具有宽容品质的教师，他的学

生将更能自由、大胆地、有创见地思考，因此，发展

创造性思维时，教师应考虑转换视角、改变立场，从

“指导者”转换成“旁观者”、“参与者”，不必急于指

导和展示自己的见解，而为学生提供思考的时间和空

间，在必要时甚至可让学生陷入思维的疑惑状态，以

使学生养成自己主动思考、决策的思维习性。《学记》

中早就有：“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



第 1期 77欧阳文，杨润生，唐宝庆 一流的教师队伍建立

开而弗达。”为给学生独立思考创造宽松的氛围，准备

适宜的心理状态，甚至可让学生自己在迷惑的困境中

设计问题，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探究学习的材料，

但不轻易给出问题的答案。

4 尊重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

霍姆林斯基说：“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现代

教育其终极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

健全，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创造的快乐，奋斗

的成就，一切的一切目的就在于自我发现，自我完善，

自我超越，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

胆、自主性、自我实现等，强调创造性的态度、创造

性的人，而不是其成就。教育只有在尊重、培养学生

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自主性，致力于培养

学生的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才能使学生以积极的态

度参与到自身发展中来，其创造性潜能的充分挖掘和

发挥才会成为可能，因此，独立人格的塑造是学生创

造性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内容。

每位教师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培养学生学会是前

题，而让学生会学才是目的。教师要教会学生在概念

的形成过程中、算理的推导过程中、理解思路的分析

过程中等进行大胆质疑。在此同时，教师应该鼓励学

生会说有创见的话，当学生在提问过程中出现一些诸

如逻辑不清、表述不当等情况，教师不是立即打断学

生的话语，而是在学生说完之后，再针对出现的问题

进行指导或者请学生补充、订证，使学生学会用恰当

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疑惑。要让学生明确质疑问题必须

勤学善思，有创见；认真观察，善比较。当然，一个

可能发展学生创新思维的教师，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

具有反思性的教师，自己就应学会创新思维，改变传

统的教学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

5 改变教师的思维观念

传统的教师地位正在悄悄发生变化[4]，在“传道、
授业解惑者”“管理者”“示范者”的基础上，又要求

教师是“父母和朋友”及“研究者”。首先必须承认教

师有自己的“理念”，承认教师有“研究”能力，只有

教师自己才能改变自己，只有在教师努力转化自己的

习惯思维的过程中，在反思和自我批判中，才有可能

不断地获得挑战和改造，教师的教学观念才会相应的

转变，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改变教师思维，实际上是教师使自己的思维永远

处于变动的改造中，处于不断反思和自我挑战的过程

中，教师在教学前和教学中需敏感地关注那些可能发

生的教学问题，之后又不断地反思问题是否已经被解

决或得到了暗示，由于问题的不断出现，教师就必须

变换自己的思维策略来寻找解决方法。最好的创新思

维是教师持续地处于反思中的思维，最好的教学是教

师不断挑战自我的教学[5 ]。当然，有时必须借助同行

或专家建议后，才能逐步成为独立的创新性教学者。

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通过多种形

式，使学生由被动质疑逐步转向自动质疑，帮助学生

认识自我，建立信心，从而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

性，使学生在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多方面得到发

展，这才是一流教师所具备的素质，而创新性教学理

念则是建立一流教师队伍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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