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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名师的内涵及其专业发展特质
罗 潇,刘 义 兵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规律性等特点。厘清教学名师的概念和特质、分析教学名师

的成长轨迹,无疑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三位著名教育家型教学名师成

长路径的分析,试图探讨我国教学名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期望为我国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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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学习型社会及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教师只有不断

地进行知识、技能、思想的更新与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教师个人的

事情,还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大事,因此需要外部力量的促进与推动,而教学名师就是引领教师专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三位教学名师(于漪、邱学华和李吉林)作为个案,在分析其专业成长轨迹与

专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总结三位教学名师的核心特质,以期为我国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借鉴。

一、教学名师的内涵

2017年1月15日,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遴选工作的通知》(教师厅函〔2017〕2号),明确提出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学

校在职专任教师遴选教学名师的重要举措,确立将师德风范、教学能力与水平、教学梯队建设与贡

献、科学研究与学术水平、企业经历与行业影响力、社会服务能力等作为教学名师的遴选标准,具体

要求根据学校层次和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2017年5月27日发布了

《关于开展第十三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暨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

的通知》(京教高〔2017〕9号),提出评选教学名师优先考虑长期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教学效果好、
学生评价高、同行专家高度认可的一线教师,特别是为低年级学生授课的优秀教师[2]。除了上述国

家“万人计划”中提到的遴选标准之外,北京市的教学名师评选还强调教师的外语水平。随之,重庆

市教育委员会也于2017年6月27日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三批中小学学科名师评选工作的通知》
(渝教师发〔2017〕3号),规定参加中小学学科名师评选的教师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政治思想素质

过硬、教育教学业绩突出、教育科研能力较强、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坚守教育教学一线岗位[3]。
何谓“教学名师”?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确切定义,但研究者们对其内涵的讨论还是有迹可循

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樊小杰和南京大学张红霞教授将教学名师概括为“教学投入足、科研和教学

融合好、教学质量高的优秀老师”[4]。海南师范大学王标副教授和西南大学宋乃庆教授将教学名师

分为教学型、研究型和教研型三类。所谓“教学型名师”,即教学名师,往往是在教学方法和教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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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有突出成就或取得显著教学效果及影响的教师,深受学生爱戴[5]。研究者张妍和孔繁昌等人

认为,教学名师“是能够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开展教学思

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和创新的教师”[6]。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蔡琼教授和

宋洁绚副教授认为:“高校教学名师则为长期奋斗在教学一线,具备高尚师德、拥有睿智教育主张、
学术造诣深厚、教学技能精湛以及教学效果优异,为高校教育教学事业作出独特贡献的教师。”[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学名师除了应具有较高的师德修养、先进的教育思想、出众的教育教学

能力、卓越的教学科研能力、较高的社会评价之外,还应拥有在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中淬炼出的独

特思想、信念、技能和造诣等。

二、教学名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教学名师的专业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的成长过程。自1969年

美国学者富勒编制“教师关注问卷”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伯

顿从实践出发,将教师专业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生存阶段、调整阶段、成熟阶段。休伯曼根据教

师职业生命周期将教师的职业生涯过程归纳为五个时期:入职期、稳定期、实验和歧变期、平静和保

守期、退出教职期。费斯勒通过研究将教师的职业周期分为八个阶段:职前准备阶段、入职阶段、形
成能力阶段、热心和成长阶段、职业受挫阶段、稳定和停止阶段、职业懈怠阶段、职业生涯结束阶

段[8]。本文将以伯顿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生存阶段(survivalstage)、调整阶段(adjustmentstage)
和成熟阶段(maturestage)三阶段论理论为基础,探讨三位教学名师的专业发展轨迹。

(一)选择“高尚”的于漪

于漪,江苏镇江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是我国首批教书育人楷模、语文特级教师,
现任上海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教

师研究会会长,而今已是耄耋之年,却依旧活跃在教学一线、研究一线。于漪老师的专业成长历程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典范。

1.信念坚定的生存阶段

按照于漪老师的自述,她刚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那段时间里,尽管已具备了较为广泛的教育理论

知识和心理学知识,但却没有较强的学科基础,这对学科教学来说是没有多大优势的。“无论教哪

个学科,都得从头学起。”[9]她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起初,
学校缺历史课教师,于是安排于漪老师教中学历史,可正当她充满激情地学习历史知识、梳理历史

脉络时,学校领导又让她转行教语文,这对于当时的于漪老师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这

意味着她又要重新开始学习语文学科知识和语文教学知识。虽然很惋惜,但于漪老师并没有气馁,
她下定决心努力学习,教好语文课,但又苦于“无师之学”。老教研组长来听课的时候,她“腿不自觉

地弹起了琵琶”[9],一句“语文教学的大门儿,你还不知道”[9]的评价,对于初入讲台、充满斗志的于

漪老师可以说是“剜心”的评价了。

2.善于反思的调整阶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于漪老师已然踏进了语文教学的大门,但仍然存在一个个看似很小却影

响巨大的教学问题。某次,一位课上不爱发言的男同学对她说:“老师,我喜欢上语文课,你讲得很

好听,可惜我不会!”[9]这无疑又是一记“重锤”,“教”是没问题了,可为何学生“学不会”呢? 于漪老

师苦苦思索,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教学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于是,于漪老师将工作重心放

在了解学生身上,她通过访问家长、和孩子们聊天、课堂课后观察等途径来重新认识学生。经过耐

心细致的了解和沟通,于漪老师拉近了与学生们的距离[10]。她认为,教学最重要的应该是“以心教

心”,教师如若没有真诚的情感和全身心的投入,便不可能创造出卓越的教学成果[11]。动乱十年并

没有浇灭她的教学热情,这一阶段的努力让她收获了“全国首批语文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于漪老



师的名号也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打响。

3.教研结合的成熟阶段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于漪老师多次拒绝了优厚物质条件的诱惑,坚守在教学一线岗位

上[12]。于漪老师认为知识是无价的,人不能做知识的“贩卖者”[9]。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她潜

心投入教学科研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当中,发表了许多关于语文教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培养了大批

优秀的青年教师。尽管取得巨大的成就,于漪老师也没有放弃对“如何做一名好教师”的探索。她

说:“与其说我是一名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都在学做教师”[13]。她真正地将“活到老,学到老”付
诸了实践。如今已八十多岁高龄的她,仍然还在坚持自己的教学理想,她说:“选择了教师,就选择

了高尚;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理想”[12]。
(二)“尝试”一生的邱学华

邱学华,1935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本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任中国教育学会数

学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兼职研究员、南京师范

大学兼职教授,是一名从乡村教师成长起来的数学教学专家。他通过四十多年的思考研究和教学

实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尝试教学理论,为我国数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敢于实践的生存阶段

为了探索理想的教学方法,邱学华老师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主动请求到华东师范大

学附属小学任教,进行教学改革实验[14]。在调查研究中他发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主张虽然

已经提出了很久,但并没有取得较满意的成效,究其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先讲后练”教学模式,使教

师完全主导了课堂,学生没有自主学习的机会,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参与教学的积

极性。由此,他提出了“先练后讲”的设想,并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了初步试验,后因十年

动乱开始而被迫中断[15]。此后,邱学华老师的家人都回到故乡———常州,他也被分配到常州市教

师进修学校担任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16],并在此期间进行被迫中断的“先练后讲”教学实验,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并将此教学方法命名为“尝试教学法”。

2.坚持科研的调整阶段

邱学华老师在开展尝试教学实验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撰写了论文《尝试教学法的实践和理

论》,希望借此把尝试教学法推广到全国,形成独特的尝试教学理论。他集中精力进行尝试教学的

研究,逐渐地尝试教学法受到教师们的青睐:不只是数学教师,甚至某些语文、外语教师也在使用尝

试教学法;不只是中小学教师,甚至某些大学、中职教师也在使用尝试教学法。这引起了邱学华老

师的深思,尝试教学法是起源于小学数学的一种教学方法,为什么其他学科、其他阶段的教师都运

用得风生水起,这必定有什么未待发现的教育规律藏于其中。于是,他申请了“尝试教学理论研究

与实践”的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家教委和中央教科所的支持,经批准成立了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
经过多年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近60万字的论文集《尝试·成功·发展》。此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尝

试教学理论的初步形成。

3.成果颇丰的成熟阶段

关于尝试教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愈演愈烈,但邱学华老师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于1999年主编

完成了《幼儿尝试教育活动设计》,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展至今,“在大规模实验与教学理论

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教育理论的逻辑建构有序展开、自然生成”[17]。
(三)充满“童心”的李吉林

李吉林,1938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56年从江苏省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南通师范

第二附属小学至今,现任中央教科所、华东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南通教育学院兼职

教授,是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与其说李吉林老师是一代宗师,不如说她是“长不大的儿童”。她用

爱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了能让儿童更愉快而有效地学习,她不辞辛苦地进行探索。她说:



“我不是农民,却是一个播种者,播撒‘童心’,收获健康。”[18]

1.勇于探索的生存阶段

李吉林老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后,被分配到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任教,
这是她教学生涯的开端。为了探索语文教学的奥秘,她主动放弃小学高年级的教学工作,转而从一

年级教起[19]。在教学过程中,她发现以往教授汉语拼音的方法效率太低,一遍遍地重复消磨了孩

子们的耐心与好奇心,联想到中学时期外语教师的“情景教学”,她便设想将此方法迁移到语文教学

中来。果然,“情景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此后,她将“情景教学”与自己感兴趣的

“意境说”联系在一起,将“情景教学”改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情境教学法”[19]。这便是情境教学思

想的起源。情境教学法通过营造生动具体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与求知欲,极大地促进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李吉林教师还将情境教学法应用于写作训练和阅读教学中,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2.创新“教”法的调整阶段

2010年,在其撰写的《积淀的飞跃》论文中,李吉林老师探讨了情境教学促进儿童发展的五个

要素,即:“以培养兴趣为前提,诱发主动性”“以指导观察为基础,强化感受性”“以发展思维为核心,
着眼创造性”“以激发情感为动因,渗透教育性”“以训练语言为手段,贯穿实践性”[20]。在她看来,
情境教学法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那么也应该适用于其他学科的教学。为此,李吉林老师开展

了更大规模的实验,将情境教学运用到思想品德课、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中,而后又向理科学科

拓展,成效颇丰。
随着情境教学走向各个学科,情境教育也随之构建起来。李吉林老师的探索从未停止,她对教

学工作的“野心”也并未得到满足。她希望将情境教育推广至全国,让情境教育变成大众化的教育,
于是新一轮的情境课程探索活动又开始了。经过李吉林老师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由

学科、主题、野外、衔接四大板块所构成的情境课程教学体系,并确立了“以‘美’为境界、以‘思’为核

心、以‘情’为纽带、以‘儿童活动’为途径、以‘周围世界’为源泉”的情境课程教学操作准则[20]。

3.关注“学”法的成熟阶段

情境教育解决了教师“如何教”的问题,但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一切“教”都是为了学生的

“学”。因此,李吉林老师并没有停止专业成长的步伐,而是转向探讨学生在情境教育背景下“如何

学”的问题。2007年9月,由李吉林老师主持的“情境教育与儿童学习的实验与研究”课题正式在

华东师范大学开题,这是她专业发展的新起点。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此课题及其子课题都取得

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为儿童愉快而有效的学习创造了新的方法。
通过对以上三位教学名师专业发展阶段的梳理和初步分析,可以获得一些基本认识:在生存阶

段,教学名师总体上都缺乏学科教学知识,教学经验不足,因此重点解决学科教学法的问题;在调整

阶段,三位教学名师都勇于打破藩篱、突破学科的桎梏,转而关注教育教学规律问题;在成熟阶段,
三位教学名师都将关注点落脚在学生身上,更加关注学习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

三、教学名师的特质

名师之所以为名师是在其专业发展的过程中自有突出的表现与特点,对于其他教师的专业发

展也具有示范作用。当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困难、无所适从时,在与同事交往中感到疲惫、力
不从心时,在专业发展道路上遭遇瓶颈、无法突破时,就需要教学名师这样的榜样作为引领者。三

位教学名师尽管经历了不尽相同的专业成长轨迹,但都具有共同的核心特质。分析其核心特质,对
于其他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示范意义。

目前,学者们对于教学名师特质的看法不尽相同。湖南师范大学教务处程大琥认为,名师应

“热爱教育,投身进步的教育事业;艰苦奋斗,创造丰硕的教育成果;生前身后,形成广泛的教育影响

力”[21]。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王毓珣强调名师要具备名副其实、绩效显赫、人人可及、自然而然、



诲人不倦和风格独特等特性[22]。情智教育创立者孙双金认为:首先,名师要有自己独特的教学主

张,这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学观点、教学思想、教学信念的凝练;其次,名师应具备独特的教

学风格,深受家长信任、学生爱戴、同事尊敬、领导夸赞;最后,名师应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名

师之所以为名师的基础[23]。
分析教学名师的特质可以采用不同的结构框架。为了便于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本研究依

据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BernardCattell)的观点,将特质层次分为表面特质

(Surfacetraits)和根源特质(Sourcetraits)两个层面。表面特质,就是指处于人格结构的表层,通过

个体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特质,如学历、职业、爱好等都属于表面特质;根源

特质,就是指处于人格结构的里层,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个体内部驱动力,如信念、智力、能力、勤奋、
独立性等。一切表面特质都是由某些根源特质外显而来。

(一)教学名师的根源特质

1.坚定的教学信念

三位教师在其专业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阻碍,但他们都能坚持下来,
这源于他们坚定的教学信念。于漪老师在初入教坛时历经坎坷,消化道胃溃疡和重症肝炎不期而

至、“相伴”而来,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不适交相折磨着她,但坚强的于漪老师并没有退缩,尽管

那段时间度日如年、万分难熬,但坚定的信念还是支撑着她走了过来。信念之于头脑正如细胞之于

皮肉。人如若没有了信念,便没有了精神食粮,只剩一个空洞、笨拙的躯体。心理学上将信念视为

个体外部行为的内部动因,心理研究领域也探讨、证明了个体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教师

拥有坚定的教学信念,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都持有坚定不移的积极看法,对于教师的教学实践

具有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2.良好的师德修养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4]教师是以自己的人格

塑造他人人格的高尚事业。正如李吉林老师那样,年近80岁仍然在继续她的专业学习,时常和青

年教师探讨教学问题,和少年儿童交谈个人理想,她觉得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变得年轻了[25]。
可见,教学名师自身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里所说的道德包括公民道德和教师专业道德。
教学名师首先作为国家的公民,应该热爱祖国、诚实守信、尊纪守法、乐于奉献;其次作为教师,应当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团结同事,以及不断地学习以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3.出众的教育教学能力

教学名师首先是一名教师,要承担起教书育人、传授知识的使命。因此,教学名师要让学生们

信服、同事们尊敬、专家们认可,其自身要具有出众的教育教学能力。本研究中的三位教学名师,都
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长与发展起来的,都具有出类拔萃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师的教

育教学能力包括理解教材、驾驭教材的能力,掌握课堂、创生课堂的能力,专业学习、知识更新的能

力,以及处理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家校关系的能力。

4.较强的行动研究能力

李克强总理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由此在我国掀起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

浪潮,形成了“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教师若要跟得上社会发展

的步伐,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知识积累、知识更新和知识创新。知识创新要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

求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导向,这就需要教师具有较强的行动研究能力,善于发

现并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将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上升为教学理论研究的层面。正如邱学

华老师一样,花费多年的时间坚持教学研究与实验,通过不断进行尝试与推广,最终形成了自己的

尝试教育理论,成为了影响我国一代师生的教学名家。



(二)教学名师的表面特质

1.丰富的教学经验

教学名师并不是凭某次偶然的教学事迹一朝而成、一蹴而就的。即便因某次事迹得来了“名”,
也很快会被人淡忘;相反,教学名师是在历经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无数次的教学科研磨练而逐渐生成

的,这样的教学名师会影响一代甚至多代学生的成长。因此,教学名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2.卓越的教学成果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教学名师主要有两种生成机制:一种是通过各类教师评选活动遴选出

来的;一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在本文看来,通过各类教师评选活动遴选出来的教学名师,之所以

会入选,是因为在评选活动前已经具备了教学名师的各种特质,而这些特质就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

中自然生成的。那么,教学名师是如何自然生成的? 如何成为别人口中的“教学名师”的呢? 那就

需要教师有卓越的教学成果,通过一次次的教学活动、取得一次次成就,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知道

的人多了,“名”就自然而然来了。

3.崇高的社会评价

教学名师中的“名”字,不仅含有“知名”“卓越”的意思,还含有教师的专业成就获得了社会各界

广泛的认可和崇高的评价。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途径认识教师、了解教师的教学事迹,并在此基

础上认同该教师的教学理念、效仿该教师的教学方式、赞扬该教师的教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被称

作“教学名师”。

四、教学名师案例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一)对教师角色的新解读

1.教师即课程

根据我国当代教育家叶澜先生的“交往起源说”,教育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学校语

境中则体现为教师和学生的交往。交往过程中的心灵唤醒与人格关照是教育进程的最大推动力。
因此,教师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将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正所谓“智如泉涌,行可以为仪表

者,人之师也”(《韩诗外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就是“课程”、就是“教材”。于漪老师在《教
师专业化与新课程标准》报告中提出了“课程即教师,教师即课程”的核心教学理念,并以身作则,将
这一理念付诸于实践,是新一代年轻教师们学习的好榜样。

2.教师即研究者

当下社会对教师职能的定位和期待,决定了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学习的促进者,更是教

育教学的研究者。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不仅有助于发现具体教学情境中的问题、关注学生

的发展需求,更有利于提升自我更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要学会把握教

学工作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即教学工作是科学研究的实践基础、科学研究为教学工作

提供理论指导。
(二)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再认识

1.教师是专业发展的主人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每个个体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处于人类需要的最高层次。
因此,在基本的需要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人人都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超越。教师专业发

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教师的自我实现需要,外部的激励力量只起辅助的作用。只有主动而非被动

的发展才具有积极意义。所以,教师不仅仅是专业发展的对象,更是专业发展的主人。

2.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阶段性

发展是事物从“现世”开始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

过程。美国学者富勒(Fuller)首次提出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将教师专业发展分为“任教前关注、



早期生存关注、教学情景关注和学生关注”四个阶段[26],每一个阶段都有多个层次的内涵与任务,
但其核心都是教师的成长。可以说,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与挫折,只有坚持走下去的人,才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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