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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
第一章 职业理念

第一节 教育观

1、教育观是人们对教育所持有的看法。核心是“教育为了什么”，即教育目的。                        
                       ①以提高国民素质教育为根本宗旨

                       ②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2、素质教育观的内涵    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创新教育是素质     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教育的核心）       ⑤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

               外延：连贯的、全方位的、全过程的、终身的教育活动

3、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

①国家政策保障

②推进新课程改革

③学校管理、课外教育活动、班主任工作（重要途径）

4、新课改带来的教学转变

①教学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

②教学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

③教学从“重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重过程”

④教学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人”

5、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

①发挥教师的作用

②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③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6、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

①全面素质与片面素质的区别（德育为先，五育并举）

②价值取向的区别（培养符合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人才）

③教育方针的区别（实施了党的教育方针）

应 试 教 育 素 质 教 育
教育对象 主要面向少数学生，忽视大多数学生 面向所有学生

教育目的
偏重知识传授，忽视德育、体育、美

育、心理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

德育、体育、美育、心理教育和生产劳

动教育全面进行

能力培养 只重视技能训练，忽视能力培养 重视各种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
以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训练为主，使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启发式、探究式教学，使学生生动、活

泼、主动地学习，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学生评价
筛选性评价，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

生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

发展性评价，评价方式多元，评价主体

多元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较难，过于偏重学科体系，

忽视综合性及应用性内容，存在着脱

离学生生活实际，忽视实践等问题

降低教学内容的深度和难度，弱化学科

体系，重视综合，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经

验、联系实际

教学着眼点 局限于学校 注重发展性，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7、素质教育的实施障碍

①对素质教育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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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沉重的课业负担

第二节 学生观

1、“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我国确立教育目的的理论依据

2、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

①人的发展同其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是相联系的

②旧式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③机器大工业生产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可能

④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

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3、“以人为本”的学生观

①坚持以人为本，必须面向全体学生

②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

③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

4、“以人为本”学生观的内涵

（1）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主体

①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

②学生具有个体独立性，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

③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具有主体的需求与责权

（2）学生是发展的人

①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规律性

②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

（3）学生是具有个性与差异的人

①人的全面发展是以承认学生差异和个性发展为基础

②学生的个性与差异要求切实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5、中学生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身心发展、主体性发展和具体教育内容发展

三个方面。

6、全面发展学生观的基本要求

（1）身心发展：中学生生理健康要求得以实现，中学生的心理健康要求得到充

分满足

（2）主体性发展：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培养起全面发展的人所需要的自觉发

展、主动发展的意识

（3）中学生社会文化素质：涉及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

几大方面的内容

①在德育方面，要使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所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民主与法律素质等

②在智育方面，要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掌握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具有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

环境意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③在体育方面，要具有强健的体魄、顽强的意志

④在美育方面，要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⑤在劳动与技术教育方面，要初步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职业意识、创业精神和

人生规划能力

7、教育公正与中学生的共同发展

①促进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要以教育机会均等（入学机会均等和教育过程中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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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原则

②有差异的学生的共同发展（性别、民族、地域、家庭背景、身心发展水平）

8、教育公正与中学生个性潜能差异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本质要求）

①分阶段教育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分阶段教育同因材施教的根本区别在于教育观念的不同。分阶段教育背后的教育观是，

学生有才能高低之分，因而给予学生的教育机会要按照才能的高低来分配。因材施教背后的

教育观是，学生的个性发展潜能不同，因而要给不同个性发展潜能的学生提供最有利于其发

展的教育机会。

②教育公正与中学生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9、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1）师生关系的功能：教育功能、激励功能、社会功能

                          ①放任型：无序、随意、放纵

（2）师生关系的基本类型   ②专制型：命令、权威、疏远

                          ③民主型：开放、平等、互助

（3）辩证统一的师生关系

①教学上的授受关系

②人格上的平等关系

③社会道德上的相互促进关系

（4）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的基本要求

①尊师爱生 ②民主平等 ③教学相长 ④心理相容

第三节 教师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1、教师职业的基本特性

①具有一定的职业声望

②需要经过严格的职前专业训练

③具有专业自主性

④有自己的专业标准

⑤教师实践是现代教育科学重要的专业研究领域

2、教师职业角色的特点

   传道者、授业解惑者、示范者、管理者、朋友、研究者

3、现代教师角色转换

①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生发展的促进者

②教师从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转变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③教师要从“教书匠”转变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和反思的实践者

④教师要从学校的教师转变为社区型的开放的教师

4、教师行为的转变

①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

②在对待教学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

③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④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5、中学教师的专业素质

（1）专业基础

①中学教师的通识素养，构成通识素养的知识是一般专业人员世界观、方法论方

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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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与中学教师专业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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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品质

①教育思想（基本特征：自觉性、深刻性）

②教育情感

              A、对待事业：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1.依法执教，严谨治教 2.爱岗敬业，廉洁从教

              B、对待学生：热爱学生

              1.全面关心学生 2.尊重和信任学生 3.严格要求学生 4.理解和宽容学生

③职业道德    5.解放和放飞学生

                C、对待集体：具有团结协作的精神

                1.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2.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3.弘扬正气，摒弃陋习

                D、对待自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1.高度自觉，自我监控 2.身教重于言教

（3）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①教师专业知识：包括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一般文化知识

②专业能力（核心因素）：包括信息能力、教学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和教

育科研能力

6、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1）教师职前专业发展阶段

①专业教育

②专业实践（方式：参观学校活动、教育现场观察和教育实习）

（2）教师入职专业发展阶段

①岗位专业的学习

②团队活动的参加

③岗位经验的积累（“教育反思”是教师岗位专业经验积累是否有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

（3）教师职后专业发展阶段

①终身教育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一种教育形态，具有时间的

延展性；二是包容了所有现存的教育形态在内的教育过程，它并非单一或纯粹的

教育形态更多的是一种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

②终身教育观念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

               1.不断更新专业知识

               2.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

教育观念方面   3.了解教育学、心理学发展的新成果，提高教育能力

               4.在互动式教学中向学生学习

（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育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的先导，也是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前提）

               1.加强学习，强化继续教育，拓宽领域

               2.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

知识能力方面   3.更新教师的智力结构

               4.更新教师的能力结构

7、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正规专业教育、非正规专业教育和校本专业发展

8、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法：专业知识学习、教育反思、教育研究（特点：理论

性、实践性）

9、中学教师职业责任

①针对学生个人：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首要责任）

②针对社会：推动社会进步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