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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师的七大特质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深圳市“年度教师”及相关人员的访谈分析

张 兆 芹,张 丽 霞,钟 淑 林
(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810600)

摘要:培养高质量教师队伍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选取7位深圳市“年度教

师”和2位深圳市某区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及1位研究教师教育的高校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试图从多角

度探究卓越教师的个人特质及其成长影响因素。通过对访谈稿进行类属分析发现,卓越教师有其独特的内

生力及外延辐射引领力。卓越教师的个人特质集中体现在:拥有自信执著、坚毅勤奋、积极向上的内生力;具

有热爱学生、热爱生活、高尚无私的师德品质;具备较强的学习力、领悟力、表现力;拥有系统思维方式、敏锐

洞察力与反思力;具有超强的创生力、信息捕捉力、传授知识的技能;关注学生生命价值、有同理心、共情力

强;具有示范引领的影响力。卓越教师成长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主体性因素和环境客体性因素。其中,主体性

因素起主导决定作用,客体性因素起支持促进作用。通过探讨深圳市“年度教师”的个人特质及其成长影响

因素,可以进一步探究卓越教师培养机制,以期为培养高质量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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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

提出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

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

教育家型教师[1]。2018年9月,《教育部关于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出台,指出

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

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

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含幼儿园、中

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2]。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坚持

打造全链条优质教育体系,成为先行示范区,

积累了宝贵的“深圳经验”。2015年,深圳市教

育发展基金会和深圳特区报社等单位联合主

办了深圳市“年度教师”评选活动,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7届,已有27位教师获得“年度教师”荣

誉称号。这27位“年度教师”分布在各学段、各

学科中。评选标准严格、明确,评选过程严谨、

公开,评选流程分为初赛和决赛。首先,初赛

时,由各区选出1名区年度教师,11个区共选

出11位候选人到市里进行决赛角逐;其次,决

赛时,会考核教师的师德、业绩和现场综合表

现能力;最后,以民主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深圳

市“年度教师”[3]。当选的“年度教师”要参与深

圳及全国巡回报告会,分享自己的教育历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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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故事,以便发挥对其他教师的示范引领作

用。“年度教师”评选活动已成为深圳市一张

靓丽的名片。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一是“年度教师”有哪些值得学习借鉴的

个人特质;

二是“年度教师”在备赛过程中的成长经

历是怎样的;

三是“年度教师”成长影响因素是什么。

(二)研究对象

“卓越教师”是指在教师群体中具备崇高

的师德修养和浓厚的教育情怀,拥有笃定的教

育信念、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精深的专业学

科知识,具备卓越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创造性开

展教研工作的能力,富有鲜明的个人特质与影

响力的杰出教师[4]。“年度教师”是深圳市十几

万教师的代言人,是卓越的教师群体。本文选

取了7位深圳市年度教师,2位深圳市某区教

育局教师发展中心主任,1位研究教师教育的

高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基本情

况,如表1所示。研究采取分层抽样法。研究

人员力图从多视角考察卓越教师的专业成长

历程,探寻卓越教师的发展规律,以揭示深圳

市“年度教师”的个人特质及其成长影响因素。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分类 姓名 性别 教龄 区域 获奖年份 学科 成就及贡献

深圳市
“年度教师”

W教师 女 15 龙岗区 2015 语文
探索出“原创式备课”的新路子,即不依赖教参,
不照搬教案,不重复自己,通过阅读深入研究文
本,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领悟语文之美

S1教师 女 15 南山区 2016 物理

创设了“3I”教学模式,即构建以培养创新能力
(innovationability)为 导 向、以 开 展 探 究 活 动
(inquiryactivity)为主线、以学科统整(integrated
curriculum)为特色的新世纪科学课堂教学模式

Y教师 女 21 南山区 2017 数学 开发创新课堂和财商校本课程

X教师 男 15 南山区 2018 英语

建构 了“5C”能 力 培 养 模 式,即 将 合 作 精 神
(collaboration)、竞争意识(competition)、创新能
力(creation)、批判思维(criticalthinking)和国际
视野(cross-culture)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
本维度

S2教师 男 35 罗湖区 2019 历史
提出“人文精神教育”理念。
创立任务驱动型项目设计教学模式

G教师 女 22 宝安区 2020 科学 “创学融合”的课程设计师

H教师 女 32 罗湖区 2021 思政
提出“生活德育”教学策略
构建“四真教学法”,即引入真事、鼓励真说、激
发真情、共享真思

深圳市某
区教育局
教师发展
中心主任

研究教师
教育的高
校教师 

Y主任 女 28 南山区

L所长 男 18 南山区

Z教授 女 35 深圳大学

/ /

高级 职 称 语 文 教 师,全 国 书 博 会“十 大 读 书
人物”

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管理博士

教育哲学博士,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深圳市
学习共同体工作室主持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
学和英国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注:相关信息来源《深圳特区报》(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6-09/09/content_3615387.htm.)以及深圳新闻

网(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1-09/28/content_246095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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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及过程

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力图通过访谈

深度挖掘研究对象行为背后的意义。研究思

路是基于访谈稿及其他资料提炼关键信息,再

运用归纳法自下而上地找出所研究问题的答

案,同时借助扎根理论方法,采用类属分析法

对访谈录音进行逐字转录分析[5]。首先,通读

访谈资料,对教师个人特质及其成长影响因素

进行总结,提炼出如“自信”“追求创新”“懂得

感恩”等102个开放编码;其次,在初步编码的

基础上,聚焦教师发展问题,又提炼出如“自信

积极”“善于反思”“师德为先”等37个轴心编

码;最后,对前两次编码进行归纳整理,再一次

提炼出卓越教师的特质及其内、外成长影响

因素。

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的基础数据进

行3级编码,即1级开放编码、2级轴心编码、3
级选择编码。具体示例如表2所示。

表2 3级编码示例

基础数据 1级:开放编码 2级:轴心编码 3级:选择编码

“我深受杜威先生影响。杜威先生曾说:‘如果我们仍然以昨

天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无疑就是掠夺了他们的明天。’其

实一位教师如果把一个教案用了5年、10年,那他就可能会跟

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学生、社会、知识每天都在变化着,教
师太需要与时俱进了。因此,教师要善于利用信息化手段来

更新知识。教师的工作不能局限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

书、一套教材,教师要有更开阔的思维,多想想国家的发展。
再过十几年,眼前这些学生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的中

流砥柱,国家将来能否兴旺发达就与这些学生将来成为什么

样的人密切相关。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

与时俱进、不断拓宽视野。如此,教师才能提高教育质量、丰
富教学智慧。”(SLC018)

信息素养

教育信息化

智慧启迪

坚持创新

信息素养

不断创新

具有超强的创生力

信息捕捉力

传授知识的技能

  另外,对提取的102个开放编码进行归纳,
总结出37个轴心编码(也称关联范畴),然后提

炼出卓越教师个人特质的7个3级选择编码

(也称核心类属),以及卓越教师成长影响因素

(含主体性因素和客体性因素)的3级选择编

码,经过整理得到表3。
表3 核心类属及其关联范畴

核心类属 关联范畴

个
人
特
质

拥有自信执著、坚毅勤奋、积极向上的内生力 自信积极 坚韧不拔 持之以恒

具有热爱学生、热爱生活、高尚无私的师德品质 师德为先 认真负责 教育信仰 关爱学生 热爱生活

具备较强的学习力、领悟力、表现力 热爱学习 现场表现力

拥有系统思维方式、敏锐洞察力与反思力 善于反思 系统思考

具有超强的创生力、信息捕捉力、传授知识的技能 信息素养 创新智慧

关注学生生命价值、有同理心、共情力强 同理心 公平公正

具有示范引领的影响力 社会服务与行业影响 人际关系

主
体
性
因
素

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 成长历程 教育历程

专业素养与能力 知识涵养 科研能力 教学成绩 品德修为

职业生涯愿景 专业愿景 职业认同感

客
体
性
因
素

政府统筹规划 政府的教育发展意识 搭建平台提供资源
各区名师培育计划

高校教师思维引领

 

为卓越教师定位 专家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 推动名师工作室的建立

学校及团队齐助力

 

学校领导的人文关怀 学校为教师成长提供路径支持
教研组共同体的带动作用

社会创新的生态环境 深圳氛围 深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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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卓越教师的个人特质

从访谈稿中归纳提炼出卓越教师的七大

特质:拥有自信执著、坚毅勤奋、积极向上的内

生力;具有热爱学生、热爱生活、高尚无私的师

德品质;具备较强的学习力、领悟力、表现力;

拥有系统思维方式、敏锐洞察力与反思力;具

有超强的创生力、信息捕捉力、传授知识的技

能;关注学生生命价值、有同理心、共情力强;

具有示范引领的影响力。卓越教师的这些特

质都体现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

1.拥有自信执著、坚毅勤奋、积极向上的

内生力

访谈分析发现7位“年度教师”都无一例外

地谈到了自信的重要性。S1教师在分析“年度

教师”必备素质时谈道:“我在学生时代,就参

加过很多演讲、辩论赛等活动,有很多上台展

现的经历,所以我现在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呈

现出自信和从容的状态。”(SLC001)S2教师也

提到:“教师有了底气、有了灵气、有了大气,我

觉得就没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但是,这些

‘气’都建立在你能上好课、能让学生佩服、能

让家长满意的前提下,只有这样你才能更有成

就感,也更有尊严。”(SDY002)教师的自信会感

染学生。自信的教师在面对任何事情时都具

有不屈不挠的韧劲。“教师在面对问题时,除

了要有积极的心态,还要学会自我调节、自我

疏导、自我适应,要冷静分析问题并快速作出

判断,调整好状态,迅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WXJ002)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分析,教师积极

的心理品质有益于自身发展和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6]。有研究表明,教师积极的心理品质与

自我效能感、工作投入度、职业发展意向、身心

健康水平、人际关系等呈正相关,与职业倦怠、

离职倾向等呈负相关[7]。因此,教师具有积极

的心理品质,有利于丰富课堂教学形式与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学生的

各类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8]。

教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要勇于担当、

吃苦耐劳,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教师是一份

需要付出、需要积累、需要探索的职业。正如

S1教师所说:“当教师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课

上好,当班主任就把自己的班带好,这期间要

肯吃苦。建议教师要多听名师的课,多向有经

验 的 教 师 请 教、学 习,厚 积 才 能 薄 发。”

(SLC003)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吃苦

耐劳的精神,教师很难有成长与领悟。正是拥

有实干精神,这些“年度教师”才能够脱颖而

出。教育的特殊性需要教师有足够的耐心和

信心,这就是内生力。教师在职业生涯中需要

“持 之 以 恒 的 精 神,才 能 不 断 克 服 懈 怠。”

(SDY004)X教师认为:“教师有内生力才能促

进个体成长。我们都知道,鸡蛋由外向内破壳

是食物,由内向外破壳是生命。我们教师亦是

如此。我们需要有内生力,要有内在发展的动

力,只 有 这 样 才 能 让 自 己 不 断 成 长。”

(XYH003)教师的内生力就像一辆汽车的引

擎,源源不断地给教师输送动力。教师内生力

有3个基本要素:学习力、思辨力和道德力。其

中,学习力是知识基础,思辨力是智慧支撑,道

德力是行动向导[9]。有内生力的教师,会更加

主动地促进自身知识的转化和变革;反之,没

有内生力的教师,则只会墨守成规、循规蹈矩。

2.具有热爱学生、热爱生活、高尚无私的

师德品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优秀品格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因此,教师除了要有

良好的学识,还要有浓厚的教育情怀、积极的

生活态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如果教师仅仅

把自己的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那么可能就会

缺乏责 任 感、使 命 感,就 很 难 成 长 为 卓 越 教

师[10]。研究发现,卓越教师都具备严于律己的

品质。正因如此,这些教师才能不断提升自身

的综合素质,使自己成为学生和同事的楷模,

从而形成独特的魅力,进而赢得尊重。有研究

表明,教师的个人品质与其教学效果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11]。情绪波动大、忧郁、冷漠、

死板、玩世不恭、专横跋扈、生活消极的人不适

合当教师,而内心充盈着幸福感、对生活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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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人更适合当教师,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

可以感染学生,使学生也成长为幸福的、懂得

生活的、积极进取的人[12]。Z教授在研究“提

升教师教学策略的顶层设计”方案时提到:“社

会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使教师幸福而

有尊严地教书育人,从而培育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ZZQ012)

办好教育需要教师有教育情怀、有使命

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格健全和身心

健康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教师不能只做

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还要成为塑造学生品

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13]。教师是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榜样。为未来社会发展培养

人才,为满足当下的社会教育需求,教育者应

当具备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育人思路。同时,

教师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把握学生

的个体成长发展规律。

3.具备较强的学习力、领悟力、表现力

研究发现,卓越教师都有主动学习的习

惯,能够较好地把知识转化为教学能力,他们

不仅学科知识基础扎实稳固,并且还有跨学科

整合的能力。X教师提到:“学习力是人一辈子

都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从开始的恐惧讲台到

站上讲台,又到熟悉讲台、站稳讲台,再到把控

讲台、站 好 讲 台,都 是 不 停 学 习 的 结 果。”

(XYH007)培育教师的学习力和反思力,可以

通过创设真实的学习环境、开展合作对话、驱

动问题解决等方式进行,这也有助于培育教师

终身学习习惯。殷玉新、王德晓总结到,美国

“年度教师”的知识能力基础包括:创新和多样

化的学科教学知识、能吸引学生的教学设计以

及创设情境化活动的能力[14]。教师丰厚的知

识是教育教学必要而不充分条件。教师还要

有独到的教学艺术才能促进学生学习,并能将

注意力转移到学生全面发展上。教师是“学科

专家”还是“教育专家”,这两种教育观反映了

不同的知识观。教师对知识本质和价值的认

识会影响他们的教学[15]。同时,教师对教育本

质和价值的认识会影响他们知识转化和知识

变革的方向。X教师对此这样说道:“我慢慢理

解了什么是职业教育,教师要想获得职校学生

的认可,就需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

的需求,要做到心中有学生。”(XYH012)教师

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因此,关注学生身心

健康是其职责应有之义。另外,在“年度教师”

评选活动中,教师的现场表现是其所有知识能

力观念积累的客观反映,是教师综合素质的集

中体现。“深圳‘年度教师’是对教师综合素质

的全 面 考 察,从 言 谈 举 止、思 维 能 力、教 育 机

智、随机应变能力和合作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

考察和评估。”(ZZQ011)

4.拥有系统思维方式、敏锐洞察力与 反

思力

教师专业洞察力被视为对具体教育情境

的觉察能力,它能帮助教师作出教学决策[16]。

X教师认为有良好洞察力的教师,在突发情况

下,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并掌握先机。“具有

敏锐洞察力的教师在上课期间的态度是积极

的、沉稳的、坦然的。”(XYH006)教师专业洞察

力是种不同寻常的预见能力,是教学实践智慧

的起点,是教师专业知识、信念与教学行为综

合作用后体现出的一种能力,影响着教师的教

学决策和课堂行为[16]。斯腾伯格(RobertJ.

Sternberg)等人发现,在问题解决上,受洞察力

的影 响,专 家 型 教 师 比 新 手 教 师 更 具 创 造

性[17]。另外,教师还要有系统的思维方式,对

职业生涯有前瞻性的规划,并始终本着教育初

心,对教育事业怀有炽热的追求。S1教师在谈

到自己的成长规划时说:“不管获得什么荣誉,

我都会一如既往地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依照

自己的发展规划不断前行。”(SLC013)教师能

坚守初心是非常难得的,同时还要做好职业发

展规划,这些对教师成长都极为重要。

教师反思能力是教师知识转化和科学决

策的重要影响因素。X教师认为,反思可以极

大地促进个体的专业成长。“我觉得在这17年

的教学生涯中,我得到了进步与成长。进步的

秘诀就是反思与学习。不管是教学还是班级

管理,我都坚持写教学反思、写管理反思,然后

总 结 经 验 教 训,进 而 在 反 思 中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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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H008)S1教师认为,教师反思还可以萌发

知识转化的意识。“我看完其他教师的现场表

现后,就 反 思 自 己 应 如 何 做 到 在 重 复 中 见 细

致、在 琐 碎 中 见 功 夫、在 平 凡 中 见 不 凡。”

(SLC009)教师敏锐地发现课堂教学中的问题

并及时反思,在不断探索与拓展中就会生成新

的学 科 知 识,这 个 过 程 便 促 进 了 教 师 的 成

长[18]。教育家叶澜曾说:“教学与研究成为他

(反思型教师)职业生命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反思与研究也成为他的一种专业的生活方式,

成为他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教师便在反思

与研究中获得了新生。”[19]90可见,教学反思对

教师的成长有多么重要。教师反思有心理反

思和书面反思两种形式。心理反思主要是一

种应激性的反思,缺乏系统性,建议教师尽可

能地进行书面反思。教师书面反思可采用专

题反思、反思集锦、专题性学习等方式,在反思

重建中打造自己更加独到的见解、更加成熟的

思想[20]。教师在思考问题时只有采用系统的

思维方式,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才能让自己

更有决断力,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迅速作出判

断,进而解决问题。

5.具有超强的创生力、信息捕捉力、传授

知识的技能

卓越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知识

的创造者与再生者,通过传授知识、启迪智慧,

为更多学生播下了创新的种子。S1教师在接

受采访时提到:“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批判、勇于

探究等 科 学 精 神,是 特 区 教 师 的 重 要 使 命。”

(SLC033)创新意味着改变与变革,变革中包含

着接受与转化。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会自然

而然地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S1教师认

为:“教师这个职业太需要创新、太需要跟紧时

代的发展变化了。”(SLC010)教师的个人成长

都要经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从“生

存层”到“享受层”再到“发展层”,不同的层次

反映了教师职业存在的不同状态,也显示出一

种由低至高的提升路径[19]94。发展层的教师会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H
教师在提到创生力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学

科教学就是要一直走在时代前沿,跟着教改的

脚步 走。教 改 是 促 进 教 师 成 长 的 重 要 契 机。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很强的信息捕捉能力,

要有与时俱进的勇气。”(HQ001)创新精神具

有与时俱进、自我更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特

点[21]。现代教师的创新性主要体现为:在生成

性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快速并准确地判断

可能出现的情境和问题;能够依据现实情况,

作出选择和决策,并调节自己的教育行为以适

应新情境的需要;能够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能够将新思想付诸实践,创造

性地把新思想和新方法渗透到自己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

6.关注学生生命价值、有同理心、共情力强

卓越教师的突出之处在于:他们视教育和

教学为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具有良好的

情绪管理能力和共情力,他们能非常敏锐地发

现每位学生情绪上的变化,并且关注到他们的

内心,有同理心;他们能为学生制订良好的发

展计划[22]。S1教师谈道:“学 生 早 上 来 到 学

校,教师就是他们的晴雨表:教师笑容满面,学

生们一天都是特别愉快;教师阴沉着脸,一副

很苦恼、黯然神伤的样子,学生们就会很敏感,

立马觉得不快乐。所以,我觉得从事育人这份

工作的教师都要牢记一个观念,即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教师心中始终要有对教育的爱、对学

生的爱。”(SLC008)

研究发现“年度教师”都有同理心、共情力

强的特质。心理学的共情力是指一方对另一

方内心世界的理解和体验。H 教师特别强调

了教师共情力的重要性,认为教师要站在学生

的角度思考问题。“教师要做教育的有心人,

要观察周围教育事件,了解身边每位学生的成

长需求,然后把这些需求融合到教育教学中,

这就是‘真课堂’的形成。我会让我的学生感

到每一节课都与他们的生活相关、跟他们的需

求相关。比 如:我 会 把 身 边 的 事 例 引 进 课 堂

中,这些都是学生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内容,因

此他们会很有兴趣。”(HQ003)在教学过程中,

共情力主要体现在,当学生出现不良情绪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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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教师要能做到积极接纳和尊重学生,并

通过疏导等方式引导学生正确建构心理认知。

Z教授谈道:“在‘年度教师’评比的过程中,我

们建立了由专家、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及基础

教育学校组成的学习共同体,有十几位成员参

与。我们给‘年度教师’提供书单,提供专业辅

导。我发现‘年度教师’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点:

特别谦虚、特别有同理心、特别能接受不同的

观点,甚至能接受很犀利的批评,抗压能力非

常强,心 理 素 质 很 好。同 时,我 还 发 现,这 些

‘年度教师’都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为人谦逊、

认真 好 学,这 些 都 是 非 常 宝 贵 的 品 质。”

(ZZQ039)

7.具有示范引领的影响力

卓越教师是善于打交道、善于协作的教

师,是具有合作共享意识的教师,是善于以一

个人的优秀带领一群人走向优秀的教师。因

此,他们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与影响力,主张师

生、生生及家长之间加强沟通与协作,共同参

与教育。S1教师表示:“‘年度教师’的评选活

动就是一个不同学科的优秀教师们在一起学

习交流、共享提升的大课堂。”(SLC011)另外,

“年度教师”普遍认为,教师之间要多方学习与

协调,共同形成成长的合力,使各自的思想在

交流中都得到提升。

影响力是引领他人、影响他人行为的能

力。“我分享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荣誉,而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大家的思想有碰撞、相互

之间有启发,这对我教书育人有积极的影响。

我想为基础教育做更多事情。这两年,我们去

扶贫、去 支 教、去 做 讲 座、去 教 育 薄 弱 县 市 上

课,这些活动都是团队成员一起参与进行的,

对彼此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SLC031)X
教师在解读“年度教师”内涵时,也提到了影响

力的重要作用。“卓越教师是对教育有执著的

爱、有 坚 定 的 信 念、有 宽 广 的 胸 怀、有 国 际 视

野、有教育情怀、乐学乐分享的教师,他们深耕

于教育领域并有一定影响力,他们不仅促进自

身发展,也影响周围的人,促进了共同发展。”

(XYH027)教师影响力是卓越教师人格魅力的

体现,会自发地、自然地对其他同伴教师产生

辐射引领作用。

(二)卓越教师的影响因素

教师是在个人主体性因素和环境客体性

因素共同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其中,个人主体

性因素起主导决定作用,外在环境客体性因素

起支持促进作用。有很多学者对教师发展的

内在动力、教师的内在特质等进行过研究,也

有学者基于教师共同体的外部环境对教师专

业成长的作用进行过探究[23]。研究发现,优秀

教师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还能带领或帮助其他

教师成长。所以,教师之间形成亲密团结、相

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24]。

优秀的教师不仅要善于自我学习,还要善于利

用共同体资源共同学习。本研究总结的影响

卓越教师成长的主体性因素包括:教育经历和

生活经历、专业素养与能力、职业生涯愿景。

客体性因素包括:政府统筹规划、高校教师思

维引领、学校及团队齐助力、社会创新的生态

环境。两者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卓越教师的专

业成长。

1.主体性因素

(1)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

教师的教育生活既具有专业性,又具有日

常性,是教师-学生、物质-精神、专业-日常等多

维一体的生活[25]。丰富的教育教学经历和生

活经历给教师带来丰富的实践基础。教师对

学校教育系统的整体把控,会对教育不同岗位

有新的认识,并逐渐具备教育大局意识。G教

师说道:“我的教育经历比很多普通教师都丰

富,我在班主任、备课组长、年级组长、中层行

政等岗位做过,在学校教学处、德育处、团委、

办公室等各部门也都工作过。基层工作经历

丰富,这对我的教学是一种帮助。”(GCY001)

教师生活史是教育生活史的一部分。从历史

大视角分析,可以梳理出“年度教师”的成长发

展路径。“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宝安区有过多

年代课的经历,从教坛新人开始就注定比很多

教师多一份压力,我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

才能立足三尺讲台。”(GCY002)的确,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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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所需决定了教育生活中的具体活动内容[25]。

X教师在表达感谢时特地提到家人:“在我整个

备赛期间,或者说在我任教的这几十年,家人

一直给予我最大的理解与鼓励,给予我很多的

力量和支持,也是他们成就了我。”(XYH028)

(2)专业素养与能力

教师需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正如 H教师所说:“立德树人,是我毕

生的追求,更是我一直坚守的工作目标。我担

任班主任24年,其中有5次‘临危受命’,半路

接手一 些 班 级。我 从 问 题 出 发,发 掘 学 生 长

处,热情鼓励引导学生,每次都能圆满完成班

级转化的任务。”(HQ006)S2教师也提到:“现

在我负责中小学德育教育工作。我们面对的

学生处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随着对中小学

生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我对立德树人的教育

根本任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SLC032)美国

著名 教 师 教 育 研 究 者 李 · 舒 尔 曼 (LeeS.

Shulma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学科内

容知识、教学法知识、学科教学知识等教师所

需的知识[26]。学习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学

习,也包括观念的更新、思维的发展。在访谈

中,S2教师提到自身的成长:“(比赛中体现出

来的能 力)是 平 时 的 学 习 和 工 作 中 积 累 的 成

果,我一直在专业上追求精进,我本人有历史、

中文、政治3个专业的大学文凭。”(SDY005)知

识积累是教师知识外化和能力体现的基础,重

视教师知识积累是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

一环。S2教师认为,“年度教师”有良好的教育

理念与独到的教学方法,有对未来教育趋势的

思考与探索,是育人的标杆和典范,这只有靠

平时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知识转化才能达到。

“‘年度教师’的选拔活动体现出:教师只有真

正深耕于教育,并经过长期积累,具备了独到

的教 育 智 慧 与 眼 光,在 先 进 性、示 范 性、创 新

性、引领性上成为优秀教师的代表,才有可能

当选为深圳‘年度教师’。”(SDY006)教师知识

积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践性知识的积

累,包括情境性知识、体验性知识等:另一类是

非实践性知识的积累,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知

识上。教师知识积累可以采用阅读大量书籍、

专注思考和同事间交流等方式。教育学中有

“教育临界点”的概念,是指教学活动量的积累

达到使教学活动主体的状态发生转化的关键

点[27]。这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积累也同样适用。

只有当量的积累达到足够多程度时,才能够实

现质的飞跃。教师知识积累可以完善教师知

识结构和体系,与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发展相

辅相成。

(3)职业生涯愿景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能够助力教师的个人

发展。S1教师说:“我觉得教师的成长需要多

方面共同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主动

成长的意识和成长的规划。”(SLC015)教师职

业生涯规划除了需要教师自身积极参与,还需

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与支持。重视教师职业生

涯规划,既有利于学校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

长期 的 可 持 续 发 展,也 有 利 于 教 师 专 业 发

展[28]。S1教师提到:“(深圳市)南山区教育主

管部门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是很重视的。南山

区有三大计划,即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精英人

才 共 享 计 划、先 锋 计 划。 我 都 有 参 与。”

(SLC016)重视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是增强教师

队伍稳定、促进教师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教

师只有在思想层面构筑起职业发展愿景,才能

制订和完善相应的规划方案,进而在执行层面

取得良好的效果[29]。

2.客体性因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实施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

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

系,推进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中小学“三位一

体”协同育人[1]。客体性因素包括4个方面:政

府统筹规划、高校教师思维引领、学校及团队

齐助力、社会创新生态环境。正如S1教师所

说:“通过比赛,凝聚各区名师,大家一起共建

资源、共享资源,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发展契

机。”(SLC017)

(1)政府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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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为卓越教师的发展提供政策支

持,这是培养卓越教师的有力支柱。政府需加

大资金投入,加强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并完善相

关基础设施和保障制度,探究 U-G-S协同育人

模式,推动教师成长。L所长谈道:“我们特别

乐意为教师搭建平台,加强政府机构和高校、

中小学 的 合 作 伙 伴 关 系,让 一 线 教 师 得 到 专

家、学者的引领。我们教师发展中心有一个信

念———让每一位教师都精彩。我们会为每位

教师量身制订成长计划,并引入高校教师来指

导他们专业发展。”(LSZ003)L所长认为,教师

发展中心主要扮演项目牵引人、单位联络者和

后勤保障服务者的角色。X教师说道:“‘年度

教师’的当选给我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最重要的

一笔。这一切除了自己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人

生路上所遇到的‘贵人’和‘高人’的帮助,他们

让我不断前行,让我不满足于自我和现状,让

我有了更浓的教育情怀、更广的事业前景、更

宽的胸怀、更大的格局。”(XYH016)

(2)高校教师思维引领

高校教师为优秀教师提供理论与实践指

导。教师发展中心Y主任说道:“从国家战略、

教育定位、城市追求上,我们都需要得到高校

教师的引领。”(YYL001)Y主任作为管理者,

格外重视高校教师对中小学教师的指导作用。

“在这几年‘年度教师’的备赛过程中,高校教

师在国家教育政策、教育趋势和教师的专业修

养、理论知识等方面,给予了中小学教师比较

多的引领。另外,还在赛事的点评、演练、问答

等很多环节上,提供了帮助。”(YYL002)高校

教师为教师群体提供理论指导,对教师理论素

养的提升和观念的引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X教师也认为,高校教师的指导对教师成

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备赛过程中,有幸遇

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得到了他们

的悉心 指 导,我 也 领 略 了 其 他 参 赛 选 手 的 风

采,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与其他教师的差距。”

(XYH013)S1教师也认可高校教师在理论与

实践指导方面的重要价值。“当时高校教师给

我推荐了很多书,他们会把在教书育人中积淀

的一些精华,跟我们分享,他们没有任何功利

目的,只 想 彼 此 思 想 有 碰 撞、相 互 有 启 发。”

(SLC019)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通过建立学

习共同体,将交流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高校教师为中小学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

能力的提升以及实际教学问题的解决提供指

导,这既加强了中小学教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的学习,又帮助中小学教师丰富了知识体系。

H教师提到:“我在深圳市教科院做兼职教研

员,深圳教科院的专家们在专业上引领我,他

们的帮助对我是非常有力的助推器,他们给了

我更大的平台去参与国家课程顶层设计项目,

这让 我 在 更 高 的 层 面 上 理 解 了 教 育 内 涵。”

(HQ008)高校教师为教师教研能力的提升提

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希望专家组做

的,是我们区域层面自己做不了的,也是我们

的研究领域达不到的。”(LSZ001)高校教师促

进了中小学教师成长,帮助中小学教师建立名

师工作室。名师作为协作共同体的一员,可以

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成员,从而

引领他们成长。X教师谈道:“在南山区教科院

教师研训部的带领和培养下,我有幸成立了自

己的名师工作室。‘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我要把自己的所学、所得分享给更

多成员,引领和带动他们成长。”(XYH014)S1
教师充分肯定了学习共同体模式带来的积极

影响,并希望这种影响一直传递下去。“我在

深圳市有一个工作室,有20多位特别积极上

进、来自不同学校和不同区的教师。在活动过

程中,大家互相启迪,也有专家参与我们的活

动,成员之间互相影响。回到课堂、回到班级,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启迪学生。就像雅斯贝

尔斯的名言:‘真正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30]。’”(SLC020)

(3)学校及团队齐助力

首先,学校领导为教师成长提供人文关

怀。S1教师认为,学校的支持对教师成长至关

重要。“‘年度教师’评选给全体教师树立了一

个榜样,只要你敢往前冲,学校就会提供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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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支持,这就是学校的态度。”(SLC021)学校领

导要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师成长提供精

神支持和物质帮助。“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这次

活动。由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负责安排日

常活 动;教 务 处 主 任 负 责 稿 件、脚 本 等 工 作。

两位主任还负责我的心理疏导工作。他们每

天都陪伴我,每次都会参与我的训练,并帮助

我总结提高,这是我参赛的底气。”(XYH017)

可见,学校领导对教师成长的帮助体现在促进

教师建立学习共同体并为参赛教师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上。

其次,学校为教师成长提供路径支持。S2
教师认为,学校的帮助对其成长起到了重要作

用。“(当选‘年度教师’)其中一个因素是学校

平台的作用以及学校点了我的将。”(SDY007)

另外,学 校 为 新 教 师 成 长 提 供 了 发 展 路 径。

“学校会以师徒结对(我科组的好几位年轻教

师跟我结过‘对子’)、以老带新、集体备课、教

研评课、参加校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参加业务

竞赛、继续教育、评优评先等形式促进教师成

长。”(SDY008)学校还为新手教师提供了其他

成长途径。“我校推行‘青蓝工程’,即老教师

以师傅的身份来带动年轻徒弟的成长。老教

师以身作则,从备课、听课、上课、磨课、反思等

各个环节深入细致地为年轻教师‘把脉’,给年

轻教师提供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另外,我校为

促进教 师 专 业 发 展,还 积 极 开 展 专 业 培 训 活

动,并鼓励所有教师参与。”(XYH029)在促进

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学校尽力为教师

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教师建立

和建设实践共同体,有效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

成长。

最后,教研组共同体为教师成长提供新支

点。教师在教研组内部共享资源,开展各种交

流协作活动,实现了启迪智慧、碰撞思想的目

的。有学者从教研组的基本属性出发,认为实

践共同体应当是学校教研组的基本属性,主张

学校教研组进行文化生态的变革[31]。S1教师

认为,教研组帮助了其成长。“我身边的同事,

同科组的这些伙伴们帮我一起总结梳理了过

往的一些经历,才使得我对自己的成长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在大家的建议下,我把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让育人、教学、教研统合起来,使得

自己 的 教 育 经 历 更 加 丰 富。”(SCL022)埃 蒂

纳·温格(EtienneWenger)在《实践共同体:学

习、意义和身份》一书中提到实践共同体的3个

构成要素:其一,成员共同参与活动,成员之间

互动并且产生对于某一任务的共享意义;其

二,成员合作完成任务,成员有共同愿景,相互

合作、共同努力;其三,共享知识库,包括物化

的资源以及成员之间用于协商和学习的惯例、

词语、工具、处事方式等[32]。在教师实践共同

体中,成员交流的内容成为教师知识的重要来

源,促进了教师知识和思想的更新,也激发了

新知识、新观念与教师已有知识、已有观念的

冲突,推动了教师自身成长。总体而言,教师

实践共同体激发了教研组的组织活力,其基本

属性为教研组建设文化生态提供了内容框架

和方向,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4)社会创新的生态环境

深圳作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心,非常注重

创新,孕育出了“敢于冒险、崇尚创新、追求成

功、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市场竞争意

识及契约精神等。深圳市正在逐步完善教育

资源服务体系,不断汇聚各级各类教育资源,

为全市师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并积极推动

各区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在卓越教师

的成长之路上,除了自身努力,大环境也很重

要。我觉得一方面是学校支持,另一方面是区

里和 市 里 的 高 度 重 视,这 一 点 尤 为 重 要。”

(SLC023)S2教师也提到:“深圳创立这个奖项

(‘年度教师’),被我们这一批教师赶上了。感

谢提议创立该奖项的市局领导和专家,让我们

有这个展现自己的舞台,大家的认可让我坚定

了教育理想,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坚信深圳教

育会越来越好。”(SDY009)深圳教育敢为人先,

善为人先。做有使命感的领跑者———这是深

圳教育的担当。为此,深圳广大教育工作者应

着眼于未来,坚守教育初心,心系学生发展,有

意识地借助科技发展浪潮之力,顺天时、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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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实践能

力的特区新一代青少年作为使命。

四、结语

培育卓越教师,不仅要激发教师成长的内

生力,还要激励教师做新时代“大先生”,这都

需要用心灌注、细心栽培。只有教师具备了全

人素养,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深圳作为

先行示 范 区,评 选 基 础 教 育 阶 段 的“年 度 教

师”,与其说是一次竞赛,不如说是一次树标

杆、指方向的具有教育影响力的活动。它促使

全社会都来关心教师、关注教育,促进了教师

培育链的形成,使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整体素

质向前迈出一大步。因此,研究深圳“年度教

师”群体,探究卓越教师个人特质及其成长影

响因素是非常必要的。探究卓越教师成长动

因,除了要把握教师生命成长规律,挖掘教师

自主发展内驱力,教育管理部门要搭建平台、

完善卓越教师培养制度,高校、市区教师发展

中心、中小学三方建立协同培养机制,各相关

方构建合作、共享、优质、开放的卓越教师培育

体系,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基于以上,

本研究构建了卓越教师专业发展融通融合模

型,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卓越教师专业发展融通融合模型

图1模型是以创新教育生态为基底,以“高

校-政府-中小学”(U-G-S)共同体的支持系统为

三大支架,包含高校的理论交流、技术指导,政

府的政策导向、资金支持,中小学的文化管理、

制度安排。该模型以教师教育为核心,重点关

注教师师德建设、教师成长、教师教学教研水

平提高和课程开发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以上要

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总之,通过搭建交流平台落实目标衔接机

制,探索教师成长的多方互助新模式,有计划

地开展卓越教师分享大会,成立名师工作室,

形成培育卓越教师的孵化链,展现卓越教师影

响力,这些举措有助于为祖国未来培育更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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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venCharacteristicsofExcellentTeachersandTheirGrowthMechanism:
BasedonInterviewAnalysisofTeachers-of-the-YearandRelatedPersonsinShenzhen

ZHANGZhaoqin,ZHANGLixia,ZHONGShulin
(FacultyofEducation,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810600,China)

Abstract:Cultivating high-qualityteachersisanimportanttopicto promote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education.Howtocultivatehigh-qualityexcellentteachersisworthexploring.This
articleadoptstheinterview method,selecting7Teachers-of-the-YearinShenzhen,2directorsfrom
theTeacherDevelopmentCenterofaDistrictEducationBureauinShenzhenand1university
professorwhostudiesteachereducationtoconductin-depthinterviews,soastoexplorethepersonal
characteristicsandgrowthmechanismoftheannualteachersfrom multipleperspectives.Bygenus
analysisoftheinterview manuscript,thestudyfoundthatoutstandingteachershavetheirunique
endogenousforceandradiationleadingmechanism.Thispapersummarizestheirqualitiescontaining
confidence,perseverance,positiveendogenousforce;theylovetheirstudentsandlifeandhavenoble
educationandethics;theyhavehighlearningability,flexibleunderstanding;theythinksystematically,
andhavekeeninsightandaregoodatreflecting;theyhaveabilitytocapturemajorinformation,can
wiselyimpartknowledge,andhavestrongcreativity;theyareconcernedaboutthevalueoflife,have
highemotionalintelligence,andstrongempathy;theyhavethecharismatoinfluenceanddemonstrate
leadership.Itsgrowthinfluencingfactorsincludeindividualsubjectivityfactorsand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factors,amongwhichsubjectivityfactorsplayadecisiveroleandenvironmentalfactors
playasupportingrole.Byexploringthepersonalcharacteristicsandgrowthinfluencefactorsofthe
annualteachersinShenzhen,andexploringthetrainingmechanism,thispaperhopestohelppromote
thecultivationofhigh-qualityteachers.
Keywords:ShenzhenTeachersoftheYear;excellentteacherscharacteristics;growthimpactfactors;
individualfactors;environmentalfactors;generic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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