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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赵庭标，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中学高级教师。

在 33 年的教师生涯中，先后荣获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初

中青年数学教师教学评比优质课一等奖、南京市第四届学科带头人、

南京市第三届优秀青年教师、江宁区特级教师后备人选等荣誉称号。

主持的江苏省“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中学生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

顺利结题，并形成了广泛影响力。 多篇论文在《上海教科研》《中学数

学教学参考》《中国数学教育》等核心期刊发表。

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动力，既需要外部动力，更

需要内部动力，外部动力需要激发和推动，而内部

动力则在于生长和创造。 李嘉诚用打破鸡蛋作比：

用外部力量、外部方式来打破，鸡蛋成了一种食物；

反之，用内部力量、内部方式来打破，鸡蛋则诞生了

一个新的生命。因此，教师的发展能否走向优秀、走

向卓越，关键取决于内部动力的强弱，只有真正激

发起教师自主发展的动力，他们才会走向专业成长

的高地。

我校作为一所年轻的民办学校， 办学以来，

学校坚持“教师成长、学生成才、学校成功”的办

学目标，把教师的专业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并 遵

循教师成长规律，采取多种举措，让更多的教师

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价值引领，提升教师自主发展的愿景

当前，社会整 体节奏加快，人际关系日 益淡

漠和功利化，生活和工作不稳定，人生发展 没有

稳定的预期等等，整个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浮躁现

象。 教师作为社会人，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 对社

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片面认识，导致教师中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一些教师安于现状不想

发展；片面追求升学率，繁重的课务加重了教 师

的工作负担，导致一些教师不能发展；骄傲自满、

唯我独尊的狂妄思想导致一些教师不会发展；科

研神秘论，认为教科研高不可攀，导致一些教 师

不敢发展，针对以上现象，学校从多个层面全 方

位引领教师的发展。

（一）目标引领———增强发展的针对性

2008 年， 学校率先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整

合学校教务处、德育处和教科室的力量，最大限

度助推教师成长。 同时还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集

聚了学校 15 名特级教师、 市学科带头人以及各

学科的顶尖高手，肩负起教师发展的规 划、组织

和管理重任。

为了引导教师关注自身发展状况，教师发展

中心制定了《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教师专业发展

规划情况调查表》，发给每一位教师填写，引导教

自主发展：走向专业成长的高地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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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现有称号、发展目标、所获荣誉、课题、论文、

讲座、公开课、教学技能竞赛、主编或参编教材、
发表专著、校本课程等方面进行自我总结，并制

定出三年发展规划； 教师发展中心根据调查表，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状况，详细了解每位教师达成

目标欠缺的条件，把握每位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

的需求，量体裁衣，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与

各部门一起对教师专业发展给予相应的帮助，为

不同层次教师的专业发展助力，增强教师自我成

长针对性。

（二）同伴引领———破除发展的神秘感
当提及特级教师、市学科 带头人、市青 年优

秀教师等荣誉称号时，当说起文章在核心期刊发

表时，有的教师便会不禁感叹“那些老师真是了

不起，望尘莫及啊! ”这一方面表达了对优秀教师

的赞叹， 一方面则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自卑 或渴

求。 而事实上，这些头衔和成绩是不是真的遥不

可及呢？ 为了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让更多的青

年教师敢于发展，学校做了很多事情：周智宁校

长是我校自主培养的第一个特级教师， 朱翠华、

陆冬群老师年纪轻轻但先后荣获全国优质 课评

比特等奖……让他们在不同场合以讲座、沙龙等

形式讲述自己的成长史和成功的做法、 经验教

训，加上教师每天能在一线工作岗位上亲眼看得

到、亲身感受到他们的实际付出与回报，神秘感

自然而然消除。 同时，这些优秀教师身上的积极

进取的拼劲，坚持不懈的毅力等可贵品质是教师

发展的必备素质，他们的榜样示范将感染、引领

更多的青年教师拼搏奋进。

（三）精神引领———营造发展的好环境

自 2012 年起， 学校每年评选年度 “素养人

物”，宣传在教育、教学、教研等方面业绩突出，在

学生、家长、同行中有较高威信和美誉度的教师

们的感人事迹，让这些教师成为东外人的精神标

杆和行动楷模。 东外年度“素养人物”的评选，不

仅是对当选人取得成绩的肯定，而且可以帮助他

们坚定发展的信念、不断追求卓越，同时，还可以

从精神层面感召更多的教师朝着更高师德、更高

业务水平、更高素养迈进，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人

人争当东外“素养名片”的良好氛围。

二、主题研讨，搭建教师自主发展的平台

国家提出的素质教育， 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

整体素质，但由于应试教育观念根深蒂固，社会评

价机制不够科学，使得一些学校往往只在抓学科成

绩上下功夫， 这也导致很多教师只顾抓学生的成

绩，只关心教材、课堂，教学中形成了以教师讲授为

主，过分追求考试成绩的局面，忽略了学生的感受

和尊严，学生无法全面发展，也无法个性化发展。
基于此，学校提出了素养教育，指导学校的日

常工作。 素养教育是我校教育的核心理念和办学

特色，是学校坚守教育理想，更是基于校本践行素

质教育的一种创新实践和理论发展， 推动学校逐

步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学校。 为了深

化素养教育， 在省、 市专家的指导下，2013 年 11
月“中学生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被立项为江苏省

十二五规划课题。在此基础上，学校建立了素养教

育课题研究网络，形成了全员参与的局面。在素养

教育课题研究网络中，教研组、备课组、年级组、教

师个人均有课题研究任务， 学校则认真做好年级

组、教研组、备课组课题申报、立项和结题等工作，

抓实“个人课题”过程研究，积极开展课题成果的

推广工作，通过讲座、网站、个人课题、沙龙研讨等

形式推广与转化优秀的 “个人课题” 研究成果。

2015 年 7 月，该课题顺利结题。

在“素养教育”的研究过程中，学校成立了若

干个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如成立素养课堂研究团

队，有上课老师和指导老师组成，他们志趣相投，
一同研究素养课堂的特征， 素养课堂的结构、关

键元素以及学习力；学校多次开展各种层面的研

讨、观摩、交流等活动，促进教师成为实践的思考

者，思考的实践者；学校创办了《素养教育》杂志，
刊登教师研究的成果，引导教师参与到素养教育

的学习研究中来。 在“素养教育”的研究过程中，

教师的教育观念得到转变， 教育行为得到修正，

教育能力得到提高，科研水平得到提升，在各级

各类教学基本功竞赛中、名优教师评比中，我校

教师脱颖而出，取得了骄人成绩，为自身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团队研修，增添教师自主发展的功力

“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

远，一群人走。 ”这句话已经深深印刻在每个东外

人心里。 是的，个人再聪慧但只有一个思想，如果

带着自己的思想成果去与团队共同体交流分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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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实现思想的叠加和增值，就能得到丰厚的智

慧资源。
以我校初中政治组为例，该组 2012 年和 2015

年两次被评为南京市先进教研组， 先后涌现了江

苏省特级教师 1 名、南京市学科带头人 1 名，区学

科带头人 4 人、教学骨干 7 名，南京市政治学科中

心组成员 3 名，11 名教师先后在区级以上优质课

评选中获一等奖，组内多人次开设市区级公开课、

讲座；多名教师论文先后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课

题研究硕果累累：5 个省、市、区级课题顺利结题；

历年中考成绩稳居全区第一，全市前列。 取得这些

成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品质的团队研修。

初中政治组教师认真落实集体备课、推门听

课、同课异构制度，通过相互学习、同台竞技的方

式实现共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听评课制

度，为了将听评课活动落到实处，该组要求教师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听什么样的课？ 上课

教师应上反映自己教学常态的真实的课而非“表

演课”。 二是怎么听？ 听课前要有一定的准备工

作，事先了解一下谁讲课，讲什么课，什么内容，

自己设想一下，假如自己讲这节课，应该怎样处

理教材，以便听课时有个对比，听课中要认真观

察和记录，不仅要记录教学过程要点，也应写下

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析， 听课后要思考和整理，

听课教师要善于进行比较和研究，准确地评价各

种教学方法的长处和短处， 结合自己教学实际，

吸取他人有益的经验，改进自己的教学，同时与

授课教师做好交流。 三是如何评？ 首先，授课教师

要说课，重点说反思和重建情况，然后，听课人员

诚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重点谈问题，并提出建

设性的改进意见。 此外，该组也在尝试运用一些

专业的听评课技术进行课例研究。
另外，该组教师经常坐在 一起，或轻松 进行

茶话会，或进行教学座谈反思会，或开展青年教

师沙龙，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不仅有观点的交流，

更有思维的碰撞。 在平常的教学中，他们还利用

QQ 群相互解疑释难已是每天的必修课， 将好的

资源上传到群共享，互通有无，做到“大家好才是

真的好”。

每逢好课评比， 全组教师在备课环节总是群

策群力，汇聚全组的智慧和力量，为上课的老师提

供智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并经常利用下班时间、晚

自习、休息日的时间来磨课。 在赛课时，总是组成

强大的“亲友团”，让赛课教师感到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 正是这种扎实的日常研修成就了教研组的

蓬勃发展和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 而这种团队研

修，则是学校各教研组、备课组的常态化工作。

四、多样选择，成就教师自主发展的高地

（一）分层选择，让教师找到自己的“最近发

展区”

一谈到教师发展，很多学校往往把眼光盯在

青年教师身上，纷纷成立青年教师发展班，促进

教师成长。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一些教师

在评上高级教师后，就认为是“船到码头车到站”

了，再加上职业的倦怠，发展的意愿明显消退。
针对这一普遍现象，学校根据教师的发展需

求层次，成立了带头人发展班、骨干教师发展班

和青年教师发展班，要求学员在三年发展规划的

基础上，明确自己的目标，从而推动了教师发展

的持续化、终身化。 具体来说，青年教师发展班学

员都是还没有获得区级称号的教师，教学工作时

间短，主要以成为区骨干教师为目标；骨干教师

发展班学员则基本上是区骨干教师，或在区级及

以上竞赛中获奖的教师，或是教学成绩突出的教

师，他们则以成长为区学科带头人或是市优秀青

年教师为目标；带头人发展班则基本上由区学科

带头人、市优秀青年教师或国家、省、市优质课评

比、基本功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老师组成，他们

需要向更高层次的目标冲击，争取成为市学科带

头人，冲击特级教师。

学校根据不 同类别教师 群体的成长 特点及

发展诉求，采取了个性化的指导，增强教师发展

的实效性。 如针对青年教师发展班，学校主要开

展了如何进行有效教学设计的主题研讨活动，开

展了电子白板应用的培训，提升了青年教师的教

学技能；针对骨干教师发展班，学校开展了如何

成为名师的主题研讨活动，引领骨干教师向更高

层次发展；对于带头人发展班，则开展“特级教师

成长之路”主题活动，请区内外特级教师、专家进

行指导，提升他们的教学品味，丰富他们的教学

教研成果， 为成长为省市名师奠定良好的基础。

实践证明，这一举措确有成效。

（二）个性选择，使教师的自主发展各具特色

不同的教师，基础和水平 不一，潜能和 发展

方向不同，学校采用“因材施教”的办法，让每个

教师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1．“菜单式”师徒结对，自主组合发展

师徒结对是很多学校采取的常规性工作，基

本上是以教学为主开展师徒结对工作，而且存在

学校行政命令的倾向， 出现了拉郎配的现象，影

响了教师参与师徒结对的积极性。 我校则突破了

这一传统思维，开展了“菜单式”师徒结对。 我们

知道，每个教师的优势与不足是不一样的，对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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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 一个公民应 该具备

的基本素养，《上海市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试行

稿）》在课程理念中对数学素养有专门的描述：数

学素养是人们通过数学教育以及自身的实践和

认知活动，所获得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数

学思想和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数学思维品质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总和。 张奠宙先生认为，数学素

养，应包括数学意识、问题解决、逻辑推理和信息

交流这样四个部分。 可见，数学素养是主体对数

学的体验、感悟、反思和表现。 因此，教学中，教师

只有组织有效的数学活动，让学生真正经历知识

的形成和运用过程，才能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数学

能力，形成数学素养的目的。 本文结合个人的教

学实践，谈谈如何在过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一些

数学素养。

1．在概念形成过程中，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

力

数学概念形成的教学，一般会经历一 个“现

实原型的感知、概念的抽象、概念的识别与现实

原型的再寻求、概念的情境运用”这样一个大致

的过程。 教学中，教师应注意让学生经历、体验概

念的形成过程，在概念形成过程中，培养学生抽

象概括能力。
【案例 1】反比例函数教学片断（苏科版数学

八下 11.1）
师：刚才同学们用函数表达式表示实际问题

中变量之间的关系.

①s=90t；②y=20x+100；③t= 300
v

；④s=3a2；

⑤a= 6400
b

； ⑥y= 40
x

； ⑦m=- 200
n

； ⑧y=-

300x+80.
那么，你能将它们分类吗？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小组讨论）

师：有结果吗？ 哪位同学代表本组说一说，你

打算分几类？ 你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生 1：第一类含分母③、⑤、⑥、⑦；第二类不

含分母①、②、④、⑧；

师：还有其他分类方法吗？

生 2：把上述第二类再分成两种，因此可以分

为三类，第一类①、②、⑧它们都是一次函数；第

二类④自变量指数为 2；第三类③、⑤、⑥、⑦分母

是字母。

师：函数④九年级研究，下 面请同学们 分组

合作探究函数关系式③、⑤、⑥、⑦具有什么共同

特征？

生 3：③、⑤、⑥、⑦解析式的右边的代数式都

人

物

我们大胆改变学校、 学科内的传统师徒结对做

法，倡导跨学校、跨学科的师 徒结对，倡导 多方

面、多角度的师徒结对，分教学师徒、科研师徒、

班主任师徒三大门类。 可以是一师多徒；也可以

是一徒多师，既可以在本学科内拜师，还可以跨

学科收徒，一名教师既可以是师傅，也可以当徒

弟，两名教师之间可以互为师徒……这样就能从

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走在

东外的校园，随时随处可 听到“师傅”这 样的称

呼，一大批青年教师在师傅的引领下快速成长。

2．彰显个人特点，追求个性发展
教师通过自我反思总结，加上学术委员会的

鉴定，准确把握自身特点、优势，在专业发展道路

上有意识地扬己之长，彰显个性。

学校为教师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平台， 除师徒

结对外、还有讲座、培训、沙龙、开设公开课等，教

师可根据自身实际有选择性地参与， 这既减轻了

教师的负担，也增强了发展的实效性。如果教师对

课题研究、论文写作比较感兴趣，可以多听听这方

面的专家讲座、专题研讨会和沙龙，请市区专家给

予针对性的指导，组织教师开展交流；如果教师上

课很给力，课堂教学控制力强，深受学生喜爱，可

以多参加课堂教学研讨、 有省市区乃至于国家级

公开课、展示课机会时积极申报、锻炼自己；如果

教师对班主任工作颇有心得，擅长抓学生的学习，

可以开展沙龙研讨、技能竞赛等相互切磋……

此外，不同的教师还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我

校的张荣老师热爱写作， 致力于做一名作家老

师，她在搞好语文教学的同时积极写作，其 35 万

字的长篇小说《民国往事》出版发行，这是她公开

出版的第二部小说。物理教师陈刚热衷于科技竞

赛，学校专门让他任教综合实践学科，并担任科

技辅导员，他悉心认真辅导学生、带领学生参加

各级科技竞赛，成果丰硕。 他一直想在学校建立

一个比特实验室，目前，在学校的支持下，该实验

室即将建成。 吕庆丰老师自进入学校以来，每年

担任高中班主任，乐在其中，成为一名学生喜爱、

家长信赖、学校放心的优秀班主任。

此外，对于不同教师的不同发展愿望，学校

各部门会想方设法创设条件，最大限度地帮助教

师完成。

总之，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要激发起教师

的内驱力，同时，让他们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

向，只有这样教师的发展才会百花争艳，真正做

到快乐工作，快乐成长，享受幸福教育人生。

（赵庭标，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211103）
责任编辑：颜莹10

DOI:10.13696/j.cnki.jer1673-9094.2015.32.004



上 体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