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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情智素养 :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内涵

田　亮
(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培育教师的情智素养是落实新课程三维目标的重要支撑 , 是对学生情智和谐发展的有效促进 , 是教

师自身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内涵。培育情智素养体现了教师专业化发展中调控性 、期待性 、感染性等特征 , 包括情感

投入 、专业积淀 、情智表达 、教学机智等要素。培育教师情智素养的有效策略有:尊重学生生命;优化教学情境;点

燃思维火焰;活化教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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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情智素养是教师良好的教学行为体现

的一种心理品质 ,是教师具有的教育理想 、专业德

性 、教学艺术 、实践能力等方面的整合统一 ,是教

师专业素养与艺术精神的完美结合 。培育教师的

情智素养是落实新课程三维目标的重要支撑 ,是

对学生情智的和谐发展的有效促进 ,是教师自身

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内涵。

一 、培育情智素养 ———体现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价值追求

1.教师的情智素养是落实新课程三维目标

的重要支撑

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教学“三维目标” ,强调在

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基础上的情感 、态度与价

值观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主力 ,教师的专业发展

是落实教学目标的关键 。沙洛维与梅耶认为“情

智”是运用情绪信息指导个人的思维的能力 ,它重

视以情激情 、以情促智。培育教师的情智素养 ,使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全情投入 、机智敏锐 ,让学生激

情参与 、积极思维 ,情感得到升华 、心灵得到徜徉 ,

就能落实教学的三维目标并实现三者的和谐统

一。反之 ,教师缺乏“情”会冷漠 ,缺乏“智”会刻

板 ,就很难达成教学目标 。

2.教师的情智素养是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

核心竞争力

余文森教授指出:教师的专业素养包括教育

思想 、教育智慧 、专业精神和专业人格。教师专业

素养提高的过程 ,是教师教学情感不断丰富的过

程 ,也是教学智慧积累成熟的过程。教师不但要

富有激情 ,更要具有智慧 ,情智兼备应该是教师终

身追求的一种专业境界。具备情智素养的教师才

会追求着眼学生塑造真 、善 、美心灵的教育思想;

才会在洒脱 、灵活的教学中处处流露出寓教无

“痕”的教育智慧;才会以自己专业精神感化学生 、

以自己的专业人格影响学生 ,达到“不教以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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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据此 ,情智素养是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因

素 ,是提升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的核心竞争力。

3.教师的情智素养是对学生情智和谐发展

的有效促进

罗曼 ·罗兰有一句话:“要播撒阳光到别人心

中 ,总是自己心中有阳光。”对于一个教师而言 ,

“心中的阳光”就是情感和智慧 ,同时 ,这束阳光是

可以反射 、折射的 。情感充沛的教师能够激起学

生的情感体验 ,智慧丰富的教师能够开启学生的

探索大门 。没有情智的教育是不完美也是不完整

的教育。情智教师能用真心寻找到学生心灵的方

向 ,学生的情智发展又将促发教师情智的生成 ,师

生的“情”一起飞翔 ,师生的“智”共同舞动 。教师

的情智素养是学生情智和谐发展的不断源泉 ,师

生的情智互促 、通融和谐是教学的最高境界。

二 、培育情智素养 ———体现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特征要素

1.基本特征

(1)调控性。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戈尔曼指

出:情感智慧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自我情绪觉察

能力 、自我情绪控制能力 、自我激励能力 、了解他人

情绪的能力 、人际关系协调能力。由此可以看出调

控性是情智素养的基本特征。教师良好的情智素

养要求教师能自然地控制 、支配 、激励 、迁移和修正

自己的情感 。它是在教师自我管理情感的过程中

锤炼 、提升 、净化情感的结果 ,这也是教师专业化发

展中要求教师必须达到的基本素质。教师的教育

调控度越强烈 ,所采用的教学行为就越积极 ,学生

的愉悦情绪就越持久 ,课堂也就越高效 。

(2)期待性。期待是指个体对自己和别人因

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的看法和期望[ 1] 。具备情智

素养的教师会有这样的期待:“我能教出好的学

生”“我的学生会比我聪明 !”“我的学生充满自信 ,

一定有前途!”心家理学罗森塔尔所做的著名的

“皮格马利翁效应”实验告诉我们:教师的期待对

学生的行为能产生巨大影响。情智教师对他的学

生充满期待 ,通过各种方式 ,如目光 、表情 、提问等

影响学生 ,使学生形成自己的期待并通过教师期

待的行为表现出来。

(3)感染性 。一位有较高情智素养的教师 ,一

定是情感丰富的教师 ,他的教学激情能够激发学

生的情感体验 ,总能令学生激情洋溢 ,充满热情 ,

起到促进学生情智发展的作用 。情智是可以传递

的 ,是可以相互感染的 。这种感染应该在学生身

上留下美好的情智“痕迹” ,对他的一生能产生良

好的影响 ,同时这种影响也应该是潜移默化 、润物

无声的。

2.基本要素

情感投入 、专业积淀 、情智表达和教学机智是

生成教师情智素养的基本要素 。这四要素的高度

发展与融合 ,成就了教师高水平的情智素养 ,同

时 ,也标志着教师专业化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

(1)情感投入。对教学的情感投入是教师情

智素养的第一要素。教师的情感是一种精神层面

的教育资源 ,也是一种最具感染力 、感动力和感召

力的教育方式 。教师情感投入状况不同 ,学生的

体验和反应就不同 。教师投入热情 ,学生反应的

就是热烈;教师投入感动 ,学生得到的就是触动。

教师的情智素养体现在课堂上就是要做到有激

情 ,全身心投入到课堂 ,真情流露 ,有亲和力 。

(2)专业积淀。专业知识的积淀是教师从事

学科教学工作的保证 ,是教师情智素养的前提 ,也

是教师专业化的教育基础 。一个教师缺少专业知

识的支撑 ,纵使教多年的书 ,学科教学知识并不会

在教学的过程中自动地演进[ 2] 。可以说 ,教师的

专业积淀的深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专业素

养和教学水平 。

(3)情智表达。教师要把自己的思想 、知识 、

方法和情感通过言语和动作向学生表达 ,表达有

言语表达和非言语表达两种方式。情智教师的言

语表达应明确 、清晰 、简洁 ,有感染力 ,富启发性 ,

能触动学生的情感 ,启迪学生的智慧;非言语表达

(包括面部表情 、手势 、体态等)要亲切 、自然 ,一个

眼神 、一个举手 、一个走近的动作都暗含了教师的

暗示或期望。

(4)教学机智。教学机智反映了教师对学生

学习活动的敏感性 、理解性 ,反映了教师对课堂生

成的智慧处理 ,表现了一个教师的教育智慧[ 2] 。

它是教师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的结晶 ,是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追求 ,它能使教学进入一种艺

术的境界 。具备情智素养的教师应该有敏锐的感

知力和较强的课堂驾驭力 ,敏感性强 ,能捕捉课堂

中生成的情智信息 ,灵活应变 ,调动学生情绪 ,激

活学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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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育情智素养 ———体现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有效策略

1.尊重学生生命 ,始终心中有爱

学校是真诚坦率的乐园 ,课堂是平等对话的

舞台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师爱。人对人的本质就

是对对方的尊重 ,教师要学会尊重学生 ,以人对人

的方式来对待学生 ,发自内心地爱每个学生 ,最大

限度地发挥情感对学生学习的催化作用 。我的一

个学生叫蒋～ ,父母离异 ,使她早熟 、漠然 ,对人生

产生了怀疑 ,无心学习 ,书写潦草 ,成绩中下游。

我去找她妈妈真诚交流 ,使她和妈妈很感动 。课

堂上 ,我常用关切的目光“搜寻”她 ,善解人意的她

似乎比其他学生更能领会我的“苦心” ,渐渐地 ,看

到了她的发言 ,作业也认真了许多 ,成绩有了明显

提高 。

2.优化教学情境 ,和谐课堂氛围

医生的真功夫在病床 ,教师的真功夫在课堂。

课堂氛围是课堂中调节师生活动 、影响师生情绪

的重要因素 ,和谐的课堂氛围能充分发挥学生的

积极性 、创造性 ,使学生的内在潜能得以充分发

挥。具备情智素养的教师在课堂上要做到“目中

有人” ,营造出宽松 、和谐的课堂氛围 ,并使这种氛

围贯穿课堂教学的始终。当学生的人格得到尊

重 、智慧得以显露 、行为得到认同时 ,便会出现精

彩的互动和灵动的生成 。我校“优化小学数学情

智互促生态课堂”课题组通过研究得出:教师的人

文化语言能对课堂的氛围 、情境起到催化作用。

例如“我能和你分享你的作品吗?”“你的智慧征服

了我和全班同学 ,我真想和你拥抱 !”“奖励给自己

一个胜利的微笑”“你的勇气可嘉 ,如果思考问题

更周密 ,那该多好啊 !”等 ,能使学生一直处在轻

松 、愉悦氛围之中 , 整个课堂呈现出和谐的生态

之美 。

3.点燃思维火焰 ,激发学生思维

《义务教育法》提出:“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

思考能力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情智教师会向

儿童揭示:思考 ,这是多么美好 、诱人而富有趣味

的事 !只有当教师给学生带来思考 ,在思考中表

现自己 、交流对话 ,用思考来使学生折服和钦佩的

时候 ,才能成为学生心灵的征服者 、教育者和指导

者。教学中要形成自然的流程 、高质量的思维过

程 ,而启发学生思考的关键是教师精心设计的问

题序列。例如 ,教学“认识小数” ,教师设计了如下

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已经学习了整数 、分数 ,为什

么还要认识小数呢 ?哪些分数可以用小数表示?

分数和小数有什么联系? 你见过哪些地方使用的

小数最多 ?能举几个例子吗? 这样的提问既联系

了学生的生活经验 ,又能激发学生积极思维 。

4.活化教材资源 ,开发情智因子

教师作为教材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要善于

理解和把握教材 ,创造性地处理教材 ,活化教材资

源 ,适当赋予教材感情色彩 ,让教学内容鲜活 、立

体 、生动 ,有效调动学生的兴趣 ,激疑启智 ,挖掘情

智因子。例如:教学“年 、月 、日” ,教师(出示一个

日历):“今天是 2009年 3月 25日 ,你能在日历上

找出来吗?”一个学生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 ,一脸

委屈;教师打圆场:“日历一页表示一天 ,太麻烦

了 ,瞧 ,这是一张月历 !”说着 ,出示一张月历 ,由于

月历一页表示一个月 ,学生很快找到 ,满脸自豪;

最后 ,教师像个魔术师拿出了一个年历 ,学生们看

出了其中的“玄机” ,课堂出现了争先恐后……教

材上只有年历一个素材 ,但教师教学时将日历 、月

历 、年历这 3 个实物科学性 、艺术性地逐一展示 ,

使学生初步感知了年 、月 、日之间的关系 ,激发学

习情感 ,体现了教师“活用教材”的能力和高水平

的情智素养。

综上所述 ,培育教师的情智素养 ,是新课程改

革的需要 ,是有效课堂的需要 ,是学生发展的需

要 ,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内涵 ,更是教师生命

质量提升的重要前提。叶澜教授说:毫无情趣的

教师不仅令学生 ,也会导致自身的倦怠乃至生命

之火的黯淡。[ 3] 具备情智素养的教师饱含热烈的

情 、伴随鲜活的智 ,教育教学的独特个性在教学实

践中得到张扬 ,生命质量的和谐魅力在教学反思

中得以展现。新时代的教师要努力完善自己 ,培

育自己良好的情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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