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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

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

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 年 9 月开始，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

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

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

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

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韩继伟 学生处曹威威

曾经有人认为只有什么也干不了的人才会去当教师。比如 George Bernard

Shaw 就曾经在一百多年前“Man and Superman”一书中说：“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这些对教师专业性的质疑激起了教师专业化运动的

兴起与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直在思考：教师有什么独特的专业技能？

教师工作的专业性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

很显然，教学和研究的不同在于研究要创造新知识，而教学更多地是传播人

类已有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教师不以创造新知识为主要工作目标。那么，教师工

作的创造性体现在哪里呢？Shulman 在 1987 年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概念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他认

为教师和学科专家的不同在于教师不仅懂得学科知识，教师还懂得如何通过例

子、图示、故事、实验等多种方式将学科知识转化成易于学生理解的教学内容，

这就是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教师为了教学需要一种新的思维

方式。研究者做研究是要透过具体现象抽象出概念、建构理论而创造新知识，而

教师则是要把抽象的概念理论还原成具体例子而让学生更容易明白。教师就是用



这种具体化的方式将抽象的学科知识转化成了学生易懂的学科教学知识。所以做

教师必须要会举例子。更广泛一点地说：举例子是向人解释、传播知识和思想时

都要使用的常用方式，爱因斯坦解释传播相对论的时候也举例子，那一时刻的爱

因斯坦也是教师。我们强调教师要会举例子只不过是因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传

播知识而已。教师除了要会举例子之外还要会问问题。因为教学不是布道。教师

不是牧师，教学活动中不能全部都是教师一个人举例子做解释唱独角戏。如何把

学生组织起来共同探索他们所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教师具有设计、组织活动的能

力。而探索未知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于问题的提出。所以做教师一方面要学

习举例子解释用逗号和句号写成的概念命题，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习如何把用逗号

和句号写成的概念定理转化成用问号写成的问题让大家一起去探索。会举例子会

问问题是教师教学创造能力的重要体现。这需要教师具有一种具体化、活动化的

教师思维方式，这是师范生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师的工作除了教书之外还要育人。教师和学生不仅仅是知识、技术学习过

程中的两个理性个体的相遇，更是宽厚长者与纯真幼者的一次生命的邂逅，这里

面有真挚情感的交融。这是教师职业成就感与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因此，如何激

发师范生教学创造的激情，加深职业情感体验和职业道德是师范生培养的另一个

重要维度。下面我就从教育实习的角度来具体谈谈我们在这三个方面的一些想

法。

一、培养创造的教师思维，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师范生在教育实习之前已经通过六个学期的大学课程学习，在学科专业知

识、一般教育理论知识等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一名合格教师的知识准备。教育实习

就要整合大学所学的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在实践中从另一个视角思考曾经熟悉

的内容，让实习教师学习像教师一样思考。

培养实习教师具体化地思考教学内容。师范生接受了学科专业的训练后慢慢

习惯了用抽象的概念和术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教育实习刚开始的课堂上他们常

常是用学术的语言表达教学内容，总说学术的话，不说学生的话。这时对师范生

进行具体化思维的训练就显得尤其重要。我们要求师范生提炼出教学的知识点后

先创造出几个具体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抽象的知识点。再从例

子的准确性、代表性、层次性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师范生在举例子的过程中



慢慢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数学专业的师范生举函数的概念时发现自

己举的很多例子如父母平均身高与子女平均身高之间的关系、土地施肥量与产量

之间的关系等都不是函数关系而是相关关系。物理专业的师范生讲作用力与反作

用力概念的时候，自己通过拔河的例子说拔河的一方施加在绳子上的力是作用

力，另一方是反作用力其实并不正确。强调举例子的这种训练不仅促进了实习教

师学科教学知识和具体化教师思维的形成，也加深了师范生对所教学科知识的理

解，提高了学生在教学上的创造性，实现了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培养实习教师问题化地思考教学内容。无论是考试还是课堂教学中师范生早

已习惯了使用陈述的方式回答出题者和老师的问题，他们常常使用的是句号和逗

号思维。因此，一个有趣的教育实习现象是，在上课的前一天，特别是上第一节

课的前一天，会发现宿舍的走廊里有一些实习教师拿着教案在走廊里来回地背第

二天上课所要说的每一句话。随之而来的第二天实际的课堂教学往往会出现一个

人像诵经书一样地满堂灌。翻看他们教案的时候就发现，实习教师要么把上课讲

的每一句话都用陈述句写上，要么就把教材的内容抄上，根本不会以问题为核心

设计教学，课堂教学也就没有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针对教育实习中出现的这个

问题我们提出，教学是一种活动，教师和学生通过什么才能产生相互交流的活

动？答案就是：问题。为此我们要求实习教师要学会将教学内容问题化。一节课

要靠问题来驱动，要通过和学生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完成知识的学习，而不

是自己一个人诵经一样地宣扬真理。一节课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设置了恰当

的问题（或问题串）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学习动机。作为教师所要反复思考和

琢磨的是根据教学内容在这节课所要设置的几个关键的问题，而不是上课所要说

的每一句话。问题化是教师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征。因此，我们要求教师要记忆

的不是你上课说的每一句话，而是关键的问题。

在整个指导教育实习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同一个学科的同一个实习学校的实

习教师一起听课、一起研讨。评课的时候主要关注的不是教态、粉笔字、普通话

之类的教学技能，更主要的是教师的思维方式的培养。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教师发

展第一阶段所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教师的骨骼。

二、点燃创造的激情，提升教师的职业情感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所以教师不仅要热爱

并钻研自己所要教的知识，更要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生。教师没有对学生和自己职

业的热爱，再强的专业能力也无法完全发挥作用。正可谓“亲其师信其道”，只

有老师和学生有了一份亲近的感情，教学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教育实习中我们特别设置情感交流的活动，大家共同分享教育实习中与学

生在一起的逸闻趣事，活动的主题就是“我和我的学生”。这些主题活动不仅生

动有趣，也严肃认真。在交流活动中大家共同讨论班级里什么样的学生是需要你

特别关心的？你用什么办法能够知道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另外，我们鼓励实习教

师间操、中午午休的时候下班级和学生在一起聊天，鼓励实习教师在自习课帮助

学生解答各科疑难问题，鼓励实习教师在周六周日和学生一起爬山、打球。两个

月的教育实习结束后，实习教师和学生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实习结束了，但与实

习学校的联系没有结束。元旦的时候我们组织实习教师给实习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写新年贺卡赠书。有一些实习教师在毕业离开长春前还特意跑回实习学校再看一

眼自己所教的学生。有一些实习教师在寒假免费为实习学校的学生补课。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认为热爱学生、具有积极正向的职业情感对于第一

次登上讲台的实习教师而言尤为重要。虽然我们的实习教师在教学的各个方面都

是稚嫩的，但热爱学生、热爱教师这个职业的实习教师常常能在教学工作中产生

无限的创造性。这正是所谓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此

在教育实习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不能局限对于其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同时也

关注教师是否具有积极向上的职业情感。

三、唤醒师范的意识，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这一职业具有很强示范性。因此，社会对教

师在道德上的要求比其他的普通职业更高。在培养师范生时，我们注重唤醒实习

教师师范的意识，提升实习教师的职业道德。

在组织整个教育实习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实习教师师范意识上的不

足。例如通化县是全国的县级卫生城，整个县城的卫生状况和人的行为习惯都非

常好，但有的实习教师有不注意卫生等不文明行为，影响不好。有的实习教师把

实习基地学校提供的枕巾当抹布用。中秋节吃饭的时候有些实习小组的个别同学

几次以个人口味为原因激烈反对他人的提议。面对这些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实习



指导教师不是简单粗暴地压制，而是从一个人由家庭走向社会这个过程中的改变

谈起，引导学生把自己看成宏观的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一个人，而不是微观的个体

的人。要像奥巴马一样经常问自己这个决定这个政策对整个社会是公平的吗？而

不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出发问这对自己是公平的吗？这是正确的吗？通过引导

学生适应集体的社会生活，增强个人的道德意识。当我们作为一个教师教育者在

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感到教育的责任重大，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深感觉教育的一种

悲凉。我们现在在大学的教育实习里所遇到的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这些社会行为

问题不应该发生在大学这个阶段。讲卫生、集体意识应当是中小学生都应当做到

的。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除了传授知识以外，也同样是学生的示范和榜

样。教育实习的时间虽短，但对师范生师德养成而言却是“系上职业生涯的第一

颗纽扣”的关键阶段。我们的学生对师德的概念尚未形成完整的认识，但在实习

过程中却第一次以工作的角色大范围接触教师这个群体，实习学校教师的一言一

行都会对他们师德品质的形成产生影响。教育实习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包括老教

师在内的诸多在岗教师，他们的师德光辉的一面并未很好展地现或者有待更进一

步了解，我们就鼓励实习教师从不同角度去深入了解在岗教师敬业爱生的方方面

面，并引导他们多思考教师如何对学生的成长带来更大的影响。

如同卡尔•雅思贝尔斯对于教育的评价一样，教师应当以灵魂去影响灵魂，

以自身的高尚品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学生，从而正社会风气。教师职业道德的

培养和引导，在师范生的培养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各式创新

的培养模式促进师范生的职业道德，今后也将在不断的实践中发扬和更新师范生

职业道德的培育方式，将“创造的教育”理念不断应用于教育教学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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