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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教师的专业品质



第一节 教师的专业品质

回想一下你在学校遇到的老师，你最喜欢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你

最讨厌的老师呢？

有的人会说，我喜欢认真负责的老师，有的人说我喜欢有趣的老

师；有的人讨厌对学生区别对待的老师，有的人则讨厌言行不一致的

老师。教师这个职业很有趣，我们在评价一个教师的时候，专业能力

是一方面，但人格似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

教师的专业品质，看看教育心理学家们对教师进行系统性研究，得出

的一些结论。

优秀的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一般来说，优秀的教师应该对

教学工作有较高的情感投入，有丰富的学科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教学

能力，并具有良好的个性品质。

一、教师的基本信念系统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关于教学的一套假设，在实际教学中会有意无



意地按照假设进行教学，这就是教师的基本信念系统。如果教师认为

让学生学习英语最好的办法就是记忆，他会要求学生反复朗读、背诵

课文；相反如果教师认为学生学习英语最好的办法是在实际生活中学

习，他会在课堂上模拟生活场景，让学生进行对话练习。

教师的基本信念包括以下方面：

1.教学效能感

教学效能感指教师对于自己影响学生的学习活动和学习结果的

能力的一种主观判断。简单的说，就是教师对从事教学工作的自信。

教学效能感包括两个成分：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效能感。

一般效能感，是指教师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

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和判断。有的教师认为，通过教师的指导，学

生可以发展得更好，或者教师的教育可以改变学生的学习和心理发

展。这些教师的一般效能感都是较高的。相反有些教师认为，学生的

学习成绩是由学生自身的能力水平和他的家庭教育决定的，教师在其

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对于那些“差生”，教师无论怎样做都不可能让

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更好。这些教师的一般效能感就比较低。

个人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效果的认识和评价。个人效能感高

的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能力有较高的自信，他们认为学生能从自己的教

学中获得知识，提高能力。相反个人效能感较低的教师对自己的教学

能力信心不足，他们觉得自己的教学不能吸引学生，他们也不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

2.教师的归因方式



教师将一件事的原因归于内部还是外部？有的教师倾向于外归

因，即将原因归为外部因素，如学生的能力、客观条件限制等，他们

往往感到学生的成绩更多取决于环境的因素，自己无法控制和把握；

有些教师则倾向于内归因，将原因归为自身因素，他们往往对学生的

成功和失败更有责任感。

3.教学责任感和对教育的信念

教师必须具有高度的教学责任感，并对教育工作充满热情和信

心。教书育人工作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这就要求教师热爱所有学

生，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教师的责

任心是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首要条件，研究发现优秀教师备课的时间

更长，这些教师认为没有完全掌握教学内容之前走上讲台是不负责任

的表现。

二、教师的教学能力

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以认识能力为基础， 在具体学科教学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能力(专业能力)。教学能力作为一种特殊能力，

其“特殊性”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 即教学能力的智力基础→一般

教学能力→具体学科教学能力， 其特殊性依次升高。

1.教师的教学活动有其智力基础。

即教师要具有三种基本的认知能力：分析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

实践性思维。

2.在智力基础之上，是教师的一般教学能力。

虽然教学活动本身千差万别，例如数学和英语的教学就有很大差

别，但各种教学活动所需的能力并不是无章可循的， 也可以发现和

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研究者将各式各样的教学活动所涉及的能力归

结为三种一般教学能力：

教学认知能力，主要是分析大纲、教材、教材设计、了解学生特

点的能力。

教学操作能力，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表达能力、使用教学媒体的能

力、教学评价能力。

教学监控能力，是对教学活动进行计划、检查、评价、反馈、调

节和控制的能力。

3.学科教学能力是指教师在教授某一具体学科中所表现出来的能

力。

如语文教学能力、数学教学能力，这种能力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

更为具体。在这里本书不做具体的阐述。



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图（申继亮， 2000）

三、教师的沟通能力

教师应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教师的沟通主要包括师生之间、教

师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其中最主要的是师生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

新课程的教学观则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教学活动的

组织者、合作者、引导者。在这样的学习活动中，对教师沟通能力的

要求大大提高了，尤其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倾听能力。很多学生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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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把老师的话当作耳边风，一个知识点重

复了 5、6 遍，学生还是记不住。这一方面

是由于学生从小缺乏倾听的训练，但另一

方面也说明教师忽视了倾听学生的声音。

教师要让学生认真听讲，首先自己要认真

倾听学生的声音。教师有效地倾听，学生才能向教师表达自己的感受，

使学生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和尊重，激起学生的发言欲望。而且，教

师认真倾听学生说话的习惯也可以给学生养成倾听习惯树立榜样。

四、教师的人格特征

每个人的人格特征都不相同，教师也一样，

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人格特征。不过在长期的

教育实践中，教师会逐渐形成教师职业角色所

需要的某些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会表现在

他们的教学活动中，从而对学生产生影响。一

方面，教师的人格品质经常成为学生模仿的对

象，进而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过程；另一方面，教师良好的个性品质有

利于教师创设有吸引力的课堂环境，从而大大提高教学的效果。

教师的人格特征的确可以分为内外向、情绪稳定和亲和力这样三

个方面：

内外向。性格的外向，如善于谈吐，表情丰富、积极参加各种活



动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等，都是教师必备的心理品格。

少言寡语，不愿表述和性格内倾会使教师的影响力大

打折扣。

情绪稳定性。教师工作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时时处处都可能遇到

一些富有情绪色彩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优

秀教师要能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不出现

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才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亲和力。教师的亲和力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用通俗的话说就

是热爱学生。教师亲和力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平等地看待学生、理解学

生、关心学生、信任学生和尊重学生。教师只有真诚、自然地与学生

交流，把学生当作一个个平等独立

的个体，学生才能充分感受到教师

的尊重和信任，从而接受教师的教

育，使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学校

的教育环境下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