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老师 03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主编：冀晓萍 编辑：孔萌 设计：白弋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14 邮箱：646811874@qq.com

卞姗姗

教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
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必
须具备专业知识素养和创造性。而优秀
教师还常常兼任其他职务，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如何不断实现专业化成长？

下面，我就自身经历聊一聊教师专
业成长所必备的“三力”。

内驱力
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的产

生除了个人兴趣外还有许多因
素，如教师对职业成就感的追
求等

内驱力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一
种内部唤醒状态或紧张状态，表现为推
动有机体活动以达到满足需要的内部动
力。内驱力首先来源于兴趣，这也是教
师专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就我而言，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何时开始迷上历史，
只记得大约从初中开始，学校图书馆中
为数不多的与历史相关的书籍都被我读
了个遍。报考高考志愿时，我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历史专业。我一直认为，一个
人能够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追求结
合起来，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情。因
此，工作之后，我也将各种历史知识融
入教学之中，努力让我的学生喜爱历
史、喜爱课堂。只要是有课余时间，我
都会坐下来翻翻历史书。正是这份喜
爱，为我的专业发展铸就了坚实基础。

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是一件很艰
难的事，也是一件趣味无穷的事。当
然，有的教师可能会有疑惑：如果自己
对所教学科并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那
是不是就无法走专业发展的道路？其实
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的产生除了个人兴
趣外还有许多因素，如教师对职业成就
感的追求等。可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内驱力都是专业发展的必备之力，因为
只有极强的内驱力才能驱使教师在教科
研这条路上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规划力
规划力不仅仅是简单的时

间安排，还包括对目标的明确设
定、对事物整体走向的预测、预
防错误的能力以及在面对突发
状况时及时应对困难的能力

真正的专业发展和兴趣还是有区别
的，专业发展需要合理的规划。规划力
是一种综合能力，它涵盖了思考力、判
断力、应变力等多个方面，它不仅仅是
简单的时间安排，还包括对目标的明确

设定、对事物整体走向的预测、预防错
误的能力以及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及时应
对困难的能力。

在刚步入学校站上讲台时，与许多
年轻教师一样，我对未来也比较迷茫，
根本不懂得职业规划，经过了三年一轮
的教学实践后，才对教材和学生熟悉了
起来，对如何应对高考复习也有了一些
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开始
做“五年规划”，后来发展到“三年规
划”。

每年的年初，我都会给自己制定一
个目标：今年要写几篇论文，项目怎么
推进，开几节公开课或讲座，有可能参
加什么比赛，等等。等一年结束，回头
看看自己完成了多少，再调整来年的目
标。对于一些专业领域内的评比，更要
做好事先的规划，因为一旦错过，也许
就要迟滞很多年。所以，我们要事先了
解清楚哪一年需要参加什么评比，如果
确定参评，需要提前准备好材料。对一
些有用的资料我往往会留三个备份，需
要用时找起来会非常方便。

总之，有心的规划会让自己的专业
发展有条不紊地持续。其实，对于绝大

多数教师来说，踏上工作岗位就意味着
一直身处学生管理的第一线，备课、上
课、改作业、管理班级、开会……下班
后可能还面临家务和孩子的接送、教育
等，想要协调好工作、家庭和生活，平
衡好教师、儿女、父母等角色，规划力
就成为专业成长的“不二法门”。

执行力
取得专业成长的成效，需要

我们在面对困难和突发情况时
可以落实规划、实现目标

取得专业成长的成效，不但要求我
们建立清晰的职业规划，还需要我们在
面对困难和突发情况时可以落实规划、
实现目标，所以执行力是成就教师专业
成长的第三项要素。

执行力是个人把命令或想法变成行
动、把行动变成结果、按时完成任务的
能力。现实中教师们出现执行困难的一
个重要阻力就是时间短缺。

教师工作繁重，以我自身的经历来
看，工作 22 年间我连续 19 年担任班主

任，其间兼任备课组长、年级组长和教
研处的行政工作，每天很少有整段的时
间。因此，做事的效率就非常重要。

以写论文为例，一线教师在学校不
可能有完整的一天或半天坐下来写作，
那就用任何可以利用的零碎时间写，除
去上课、备课改作业等各种事务，一天
中的零碎时间加在一起绝不会少于60分
钟，写 600 字是没有问题的。一篇论文
若以一万字为限，大概两周多就可以完
成，完成后停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反复修
改，前前后后两个月就能交出一篇论文
进行发表或评审。我的所有论文包括发
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都是利用零碎
时间写成的。当然，要能写出质量，平
时一定要多阅读。只有广泛有效阅读，
不断拓展知识视野，教师的学科思维能
力才能有所提升，才能积累丰富的专业
素材，形成清晰的逻辑、规范的语言。

总之，高效率地执行，充分地利用
时间，专业发展与工作繁忙是可以共
存的。

（作者系南京市中华中学正高级教
师、江苏省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和江
苏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中层干部不能
丢“专业之心”

安徽省合肥高新创新实验小学副校长朱林芳问：
我是教师，又是中层管理者，经常被行政事务缠身，

时间和精力有限，如何高效地实现自身专业发展呢？
湖北省松滋市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荆州市“科研

型校长”黄华斌答：
中层工作久之，极易陷入“勤了岗位，荒了专业”

的窘境，不丢“专业之心”非常可贵，中层干部最重要
的魅力来自教学领导力和专业影响力。不论你在哪个岗
位，都要坚持站在教学和育人一线。当行政事务缠身
时，我们一定要学会“时间优先级”策略。

其一，只要不是迫在眉睫非我不可的事，坚持教学
为大。

其二，站稳在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等研
修活动中的专业权威地位，尽力发挥引领、示范、把关
的关键作用。

其三，守住一个学科阵地。在湖北省松滋市松滋实
验小学，每一名中层干部都要联系自己擅长或过去教学
的学科组，以“每周一次集体备课+双周一节‘双创双优’
公开课+每周一次学科集体研修”的方式深度参与学科
建设，既能及时掌握学科教学的动态，又能及时传导学科
的教改意图，还能在议课、研究时发挥行政干部的指导作
用。比如，今年松滋实小推行“行政干部公开课”项目，所
有行政干部均要面向全学科教师执教一节课改研究课，
以课为媒，阐释对学校课改范式的理解与示范。

当然，中层管理者也有专业素养模型。我认为关键
是要善学善思，实践工作中要学会“四解”：会解码高
层信号，会解码政策文件，会解码领导意图，会解码学
校战略规划。通过“信号+政策+意图+规划”的解码，
运用SWOT （态势分析法） 分析工具，通过创造性谋
划，把学校愿景和项目实施的价值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具
体细节，从而确定一个部门的年度目标、工作重点、实
施策略、创新项目，使工作始终处于一个清晰可见又与
众不同的位置。最重要的是，中层的专业能力提升不限
于书本，要多奔赴实践，要尝试跳出固化思维和既有成
果的牢笼，追求常态工作的新意义、新境界：

其一，见微知著，善于“微变革”。以问题为导
向，从优化视角聚焦细节进行“微变革”和“小改进”。

其二，常中出新，学会“新表达”。传统工作可以
有不同“表达”，今年做的和去年做的不一样；大家都
做的工作，可以努力寻找“可以表达自己的句子”，我
们做的可以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其三，学习借智，融创好项目。关注本领域的全国
各地动态，发现好经验、新模式、金点子，通过“融
创”化为己有，进行校本化创新，变成自己的好项目。

可以这样说，学校中层管理者是从优秀教师出发、走
向办学者的过程，所有的纠结都源于挑战和新的工作要
求。直面挑战，将两个角色综合起来考量，积极学习实
践，就一定能在学校环境中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层管理者。

刘艳娟

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早晨，我在教室角落发现了
一个“小茧蛹”——总用刘海儿遮住半张脸的小
雨。每当被提问，她就像受惊的蜗牛，恨不得把整
个身子缩进课桌。即便在四人小组讨论中，她也只
是低头绞着衣角，把校服布料拧出细密的褶皱。

“今天我们来玩个特别的游戏。”我在讲台上举
起印着卡通兔的保温杯，“这是刘记者的话筒，对
着它说话会获得神秘勇气！”在孩子们的笑声中，
我模仿记者腔调走到小雨面前：“现在连线第四组
特派观察员！”当小雨用气声吐出“想回答问题”
时，后排突然冒出一声“根本听不见”，让小雨刚
露头的勇气又缩了回去。

“哎呀！忘记装电池了！”在全班屏息中，我变
戏法般掏出两颗玻璃珠，“这是‘勇气宝石’。”重
新递上“话筒”的刹那，我听见了破茧的声音：

“这学期我要勇敢回答问题！”声波撞碎沉默的瞬
间，掌声如春雷乍响。

那天起，各科教师都默契地守护着这个萌动
的“小茧蛹”。数学课上举起的第一只小手，升旗
仪式上主持台前攥紧的话筒，课间操领操时挺直
的脊背……每个重要时刻，小雨都会朝我晃晃那
个虚拟的“魔法话筒”。而最动人的魔法，发生在
上周的全校演讲比赛上，当聚光灯打在她流泻着星
光的马尾辫上时，那个曾经怯懦的女孩，正用清泉
般的声音讲述着“玻璃珠话筒”的故事。

每间教室都有这样的“小雨”，他们需要的或许
不是惊天动地的教育创举，而是教师捕捉成长信号
的敏锐，是教师守护细微信号的耐心。当我们俯身
倾听花开的声音时，教育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教师）

魔法话筒里的“勇气”课堂

在中小学校，中层管理岗位一般是由教师兼任的。他们既是学校管理的执行者、学校发展的“中流砥柱”，又是教育教学的示范者、
教师群体的领雁者。但是，他们也往往因双线作战、双重压力、时间短缺，陷入专业发展的路径困惑。本期聚焦中层管理者关心的角色定
位与专业提升难题，帮助他们澄清思想困惑，寻找发展动能，明晰发展路线，突破发展困局。 ——编者

教师专业成长的“三力”模型

管理要守护好教师眼里的光
杨志伟

如今，教师减负增效已成为教育改
革的关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部
分学校中层管理者陷入被动执行上级指
令的“工具化”困境：简单拆分任务、
机械传递压力，加剧基层负担；忽视资
源整合，将主题教育简化为“拍照留
痕”，将安全教育异化为“台账竞赛”；
单向沟通导致教师信任流失，形成管理
服务与教学需求间的匹配失调。

作为中层管理者，我们该如何为教
师松绑赋能，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我
认为优秀的中层管理者应扮演好“减压
阀”与“推进器”的双重角色：一方
面，我们需建立“教师事务筛选机制”，
拦截重复性、形式化任务，成为教师的

“代言人”；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管理要
求转化为教育契机。例如，学校落实

“近视防控”政策时，可以将其转化为护
眼课程、课间运动等系统性工程，既落
实政策要求，又减轻教师额外负担。这
种“翻译者”身份，正是中层管理者的
核心价值——让坚硬的管理指令焕发育
人温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三个策略
释放教师活力。

一是减形式化负担，增管理效能。
建立“事务准入清单”，合并重复填报
项，推行电子化一键生成报表；设立

“教师事务代办员”岗位，由中层团队
轮值处理跨部门协调。例如，我们可以
通过“数据中台”自动抓取学生信息，
将原本需数小时的报表压缩至几分钟完
成。

二是增专业话语权，减机械执行。
组建“教师智囊团”，让一线教师参与政
策转化。如我们团队开发“齐文化+”研
学课程时，邀请学科教师共同设计实践
模块，将研学任务转化为跨学科教研资
源；建立“微成果认证”机制，让教学
反思、教育叙事等同论文评价。当每个
教师都能在系统中找到支点时，管理压
力自然转化为成长动力。

三是建支持型生态，破单兵作战。
打造“教师成长社区”，中层牵头组建作
业设计、家校协同等项目组，通过团队
协作分解压力。如我们可以实施“双导
师制”，为青年教师配备教学导师解决备
课难题，心理导师疏导情绪压力，使教
师从“孤岛”走向“共生”。

优质教育管理应实现“管理隐身

化”，其本质是通过自组织机制激发教师
群体的内生动力。中层管理的终极目标
不是制造流程，而是创造让教师专注育
人的生态环境。当管理者用“事务瘦
身”腾出教研空间，用“专业赋能”激
活内生动力，用“生态重构”培育支持
文化，教师便能从“疲于应付”转向

“主动创造”。此外，人工智能将有力推
动教育教学变革，中层管理者更需扮演

“教育+科技”的桥梁角色，让人机协同
成为减负新引擎。

教育的关键，在于守护教师眼里的
光。当中层管理者以智慧破局、以情怀
担当，教育的田野自会生长出自由而蓬
勃的生命力量。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中
学副校长、全国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解锁中层管理者发展路线

湖北省松滋市实验小学举行课改研修活动，中层管理者和教研组长们化身“学生”角色，体验“合作者”，共创“学习中心”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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