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专业素养、肩负起人才培养的重任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许多深刻变革。有关高等

教育的根本任务、定位等问题得到了新的阐释。2018 年 6 月 21 日，

教育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

会议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召开的首届全国性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立德树人和师德师风建设将成

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重要标准。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如何将这一精

神与自己的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教学是“教与学”相互对立又彼此统一的矛盾结合体。长期以来，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

的学生。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不断

加强自身修养、精心组织课堂教学，扎扎实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一、高校教师的自我素养 

当今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人类社会越

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整体性、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教育全方位地开

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养与创新精神的人才，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人才特质的转变需要教师首先完成从知识到理念的更新。 

㈠适应时代发展，及时更新理念 

当前，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要求

我们每一位教师保持继续学习的动力，尽快更新教学理念。教师教学

观念的转变包括教育理念转变和教学手段转变两个方面。 



在新形势下，“以学生的发展为主”、“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

学生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变师生关系”、“培养学生终

生学习的能力”等等，都是新课程下的教育观念。教师要勇于转变“以

教师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教育观，主动探索和营

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和解决问题的欲望，尊重学生个性，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

人格，以宽容、积极的态度对待学生，努力使自己成为与时代共同进

步的学者。 

在教学手段转变方面，近年来，随着“慕课”、“翻转课堂”等新

兴教学手段的普及，很多新技术可以被运用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之中。

鉴于教学方法的运用不免受到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的制约，不同的课

程可以选择的教学手段难免会有差异。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尽可能

地采用新手段更新课堂展现的内容。实践表明，单纯的文字和图片展

示很难让学生保持长久的注意力。相反，一些动感十足、活泼新颖的

表达方式越来越受到学生们喜爱。我们在观摩课上也发现，优秀的教

师一般都善于采用新颖的现代技术更新教学内容，这种方式虽然在教

学准备的过程中显得有些费时费力，但在课堂教学中对教学效果的提

升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转变教学理念还体现在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方面。教师要在教学

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给每个学生提供思考、创造、表现以

及获得成功体验的机会。做这一点，教师要学会欣赏每一位学生，发

现每一位学生的闪光点，在与教师的互动中，不仅会喜欢老师，喜欢



上课，而且会产生一种和谐融洽的师生情感，在课堂上积极表现快乐

的学习。 

㈡提升专业素养，营造甘于奉献的良好氛围 

有人说：“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它把野蛮变成文明，把无知变

成渊博。”教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又是一个甘于平凡且无私奉献的

群体，他们承载着千千万万人们的幸福。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既然选

择了这个职业，就应当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热爱我们所从事

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积极进取，努力奉献，珍惜自己的荣誉，不

求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力求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教学工作，不求

最好，但求更好，不断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

话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高校教师仍具有指导意义，它弘扬了一种甘

于奉献的精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每个

人都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心理层次。从学校层面，培养教师的敬

业精神，积极弘扬优良的风气，有助于促使每个人通过自我修养，约

束本我的行为从而达到超我的境界。如果没有高度自律的优秀教师群

体，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目标就可能是空中楼阁，难以最终实现。

只有创造各种物质或精神条件，使每个教师都能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

业，教师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生观就比较容易调整到位，教师才会

自觉地站到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并努力将成为合格教师作为自己的

奋斗目标。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需要内外部环境的

双重作用。 



㈢宽容对待学生，激发学生持续学习能力 

成功教育的评价不在于当下，而在于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换言

之，成功的教育并不在于今天我们培养了多少课程成绩优秀的毕业生

或者手持众多荣誉的佼佼者，而在于能够促使学生养成终生学习、持

续向上的优良品质和能力。教育面向的是人，培养的是社会需要的人。

大学的学习生涯是短暂的，而毕业后的社会学习和提升是长期的。一

个好的教育过程，不仅要教会学生现有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培养学生

终生学习的能力和始终不竭的奋发激情。激发学生形成自我学习、自

我教育的内部学习动力机制，激发学生的自我学习潜能，使其成为学

习的成功者，进而使其成为社会的成功者。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可

以视为专业教师的使命已经完成。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的教师，

在课堂教学的同时，有意识的灌输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摒弃

传统的外压式强制教育方式。通过教师创造成功机会，鼓励学生做出

新的探索，对学生的“奇特”想法给予足够的宽容，让学生主动参与

到知识的获取和创造过程中，帮助学生体验成功，改变其消极的被动

接受格局，形成互动良好、师生相长的局面。 

二、教师课堂组织 

在广东金融学院，不乏非常优秀的教师。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

学经验和特定的教学风格。在评价教学风格方面，其实无所谓优劣。

作为一位在高校教师岗位上坚守了二十余年的老教师，在这里谈谈自

己对课堂教学组织的看法。 



我校是一所财经类的高校，课堂教学以理论知识的传授为主，这

就决定了课堂成为展示教师教学准备、传输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主

战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平台上，教师的课前准备、课堂展示、课后

反馈就成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环节，需要认真对待。 

㈠创设高效课堂 

要想上好一堂课，完成课程设定的目标，就要创设高效的课堂。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充分的课前准备、精挑细选的课堂展示

和必要的课后总结等环节入手。一般而言，课堂教学时间总是有限的，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具体可以结合每门课程的特殊性，构建从案例起步到分析阐释，然后

上升到理论讲授，进而引出课后思考的逻辑推演环节，让学生一步一

步走进即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当中，唤醒学生的求知欲，发现学生眼睛

里的闪光点。另一方面，图文并茂的课件、教师端庄得体的形象、教

师声情并茂和热情洋溢的赞誉都有助于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有

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学生因亲其师而信其教，变苦学为乐学，将单

纯的知识传授变成双向的情感交流，使教者亦乐，学者亦乐。 

㈡课堂展示 

课室是教学的主战场，课堂展示是教师对课程知识进行组合之后

的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一位知识渊博、侃侃而谈的教师，再加上新

颖有趣的教学素材和活泼生动的语言，会将书本上“静”的知识成为

学生眼中“动”的体验。高尔基曾经说过，“只有满怀自信的人，才

能在任何地方都怀有自信”。 



教师应当尝试创设一种良好的课堂气氛。这是因为，课堂气氛直

接影响着课程的教学效果。在课堂上，教师是教学内容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其知识、人格和威信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很大

的教育作用，进而成为影响学生情感、制约课堂教育气氛的关键要素。

在课堂上，争取每节课都有创意，从而形成个性化教学风格，使学生

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才能始终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更高效的传输知

识、传承文化。 

教师所拥有的授课激情是促进教学效果提升的催化剂。很难想象

一个沉闷的课堂里，会有多少学生会专注于课堂听讲。这就要求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保持“激情”，以满腔热情的积极状态，将知识技能传

递给学生，使学生的心随着教师的情感而奔腾澎湃，让学生从中潜移

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良好的课堂气氛自会形成，从而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㈢课后反馈 

教学效果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日常教学工作通过准备实践，加

上反思解决，就上升到了教学研究的高度，很自然的也就实现了教研

与备课、上课的有效统一。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教师之所以优秀，其

特点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每节课后及时反思自己的教学，不断改进

教学，增加课堂教学魅力，达到及时调控学生的情绪，使学生获得更

好的发展和更大的收获感。学生获取知识的结果远远不如他获取结果

的过程更有趣。要让学生在学习上有所发现和体验，重要的前提是给



予学习和研究过程以主动思考和积极探索的空间，这样的体验才是最

完美的。 

从历史上看，教师的历史使命，光荣而艰巨。“振兴民族的希望

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民族希望之所托，肩负着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而大学教师又以其特定

的历史任务，担负着特殊的社会作用，构成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教师

职业之所以崇高，不仅因为它的光荣，还在于它的无私奉献精神，更

在于其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最高的人生

价值观。如果一个教师能够尽心尽力地教育和培养学生，并以自己的

崇高道德、品质言行一致地做学生的表率，使学生成为对社会、对国

家、对人民有用之材，那么教师将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群体。从这一角

度出发，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质，既是人民

教师的崇高职责和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我们教师自我完善的要求，

它对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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