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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教师立身“三重奏”
◆ 胡绪 徐学福

《师说》有云: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此可谓古时师者的立身准则。而时代激变，
今之教师又当何以更好地立身?

一是长技。科学与艺术在教师的世界里相逢，
教师对它们的理解、掌握与应用，构成了其教育
教学境界的基础。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启，不仅为
教育带来了种种变革，而且这场变革愈演愈烈。
教师需 要 增 长 技 能 以 应 对 挑 战。首 先，教 师 须
“志于学”。通过主动了解、学习、掌握与使用各
种教育新技术，使之成为优化教育与教学过程的
重要手段。其次，教师要“精于学”。通过积极关
注不同领域，利用多种途径与方法，获得教育技
术能力与水平的更新与精进，以提升育人品质。
最后，教师能“恒于学”。持续不断的变革，必然
要求教师持续不断地学习，如此才能在应对变革
的“长技”中夯实自我成长的基础。

二是修心。时代变迁带来的“躁动”使人们的
基本教育理念发生了转变。 “抓分数” “挖优生”
“谋金钱”等成为一些学校与教师的价值追求，而
“何为教育”等根本性的论题很难再被深入讨论与
探索，这无疑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致命之处。所
以，虽然教育须随时代变迁而“动”，但是教育者之
心则需在“动中取静”。一方面，要求教师从自我反
思做起，追问从教之“初心”，并在不断地研习、讨
论与实践中澄清教育理想。另一方面，需要教师为从
事的教育事业“定心”，能够理性地辨识教育中的种
种是非，在时代的诱惑面前作出理智的取舍，坚守一
份纯洁的教育理想，守护一片宁静的教育天地。

三是立德。时代变迁，学生的成长环境变得更
加复杂，成长过程中所受影响也纷繁多样，因此，
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领路人”的正确
指引，这要求教师“以德育人”。一方面，教师需
“立师德”，以为学生导引。教师应塑造良好的师德
形象，在行为养成、能力提升、人格塑造、道德修
养等方面成为正面影响学生学习生涯与成长的关键
人物。另一方面，教师需 “为生立德”，以 助 其
“生长”。这要求教师从学生长远发展出发，探索学
生在知识社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自我、融
入社会以及胜任工作所需的一系列知识、技能之外
所应具有的态度、品格、德行等，并“一以贯之”
地力行于教育实践。

(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教师是学生阅读素养提升的引领者

◆ 卞金华

全民阅读工程的立项与推进对学校、教师和
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教师是学生阅读素养提
升的引领者，不管是在哪个阅读层次，学生的阅
读素养提升都离不开教师的引领作用，包括启动、
建议、指导学生参与基础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
阅读，进而提升相关阅读素养。

教师是提升基础阅读素养的启动者。基础阅
读素养缺失是学生不能融入阅读世界的主要原因，
教师引领学生所要养成的基础阅读素养内容有:
认知阅读的好处、了解阅读书目、运用阅读方法、
掌握基础阅读技能。基础阅读素养助力学生克服
基本阅读困难，启动学生广泛阅读世界的历程，
让他们与书相伴，引领学生成长为初级阅读者，
学生在基础阅读素养形成过程中融入阅读世界。

教师是提升分析阅读素养的建议者。分析阅
读是读者专注于读物并持续互动理解的过程，要
透视读物提出许多有见地的问题。具备分析阅读
素养的学生要具有相当程度的分析阅读技巧，例
如: 识别不同读物的体裁、题材特征，针对不同读
物适用不同的具体阅读技能，持续从不同视角深度
解读读物，理解读物的多重意义。这些分析阅读技
能都需要教师提供建议协助解决。教师的分析阅读
建议能促进学生分析阅读素养的形成，帮助学生在
分析阅读素养养成过程中融入读物世界。

教师是提升主题阅读素养的指导者。主题阅
读是跨主题、跨书目、跨作者、跨时空的阅读，
是纵横聚合、多维组合下的阅读，学生在基础阅
读、分析阅读层次中所形成的阅读素养不能完全
适应于主题阅读层次。教师指导学生所要养成的
主题阅读素养的内容有很多，例如: 凝练主题意
义、提供整合方向、指明阅读路径、评估阅读成
果、监控阅读进程、改进阅读方案等，这些宏观
层面的阅读指导能促进学生主题阅读素养的发展，
引领学生晋级为高级阅读者，学生在主题阅读素
养形成中融入思想世界。

阅读是学生在教师引领下阅读素养不断得以
提升的过程。在教师的实践示范、理念廓清等层
面的引领下，学生能够浸润阅读享受内心丰盈、
视野开阔、格局扩展，进而使阅读渐次融入他们
的生命展开过程。

( 作者单位: 江苏省高邮市南海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