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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高中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 ①

涂　洁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了解高中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是提高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乃至提高整
个高中阶段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既受传统框架约束，又要体现出时代要求，在动态变化中不断发展

丰富。农村高中语文教师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在相对封闭的学校文化中表现出强烈的应试取向，其专业素养发展相对

城市教师具有更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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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农村高中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意义
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在教育城乡二元体制分

割背景下，农村教育、农村教师发展问题相对更为紧迫。

由于观念、资源、信息、交通及学校布局等各种条件限制，

农村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与城镇教育相距越来越

远；同时，由于农村人口的迁移变化速度加快，农村受教

育人口选择学校的自主权加大，农村地区学生大量流向

城镇学校，进一步加大了农村教育的困难。对于农村学

校的教师而言，学校的衰落意味着失去权益保障、意味着

社会地位下降，农村学校教师或是通过关系门路、或是通

过竞聘大量流向城镇学校，新入职教师不愿意或不安心

扎根于农村学校。由于缺乏足够的竞争及与教育发达区

域的教师双向流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教育

发展的时代要求。

相比义务教育，农村高中教育具有特殊性。首先，高

中教育不是强制性教育。由于不具有强制性，高中生的

学习目标比较明确，在应试教育盛行的背景下其学习的

最直接目标是通过高考接受高等教育。在高考录取率普

遍超过 ７０％（２０１３年海南录取率达到 ９３．６％）的情况
下［１］，升学二本、一本院校甚至是２１１大学或９８５大学成
为衡量一所中学办学水平的基本标志，学生学科考试成

绩也成为衡量一名教师水平的基本标志。其次，高中学

校大都位于城镇。这种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教师从

业的稳定性，同时也吸引一部分能够达到高中教育学历

要求的初中甚至小学教师补充进来。第三，高中教育在

国家教育政策中处于边缘地位。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管

理体制改革、财政拨款改革等制度性层面变化，高中阶段

教育都不是着力关注的对象，这就使得高中教育特别是

在农村地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运行惯性，存在的

问题多，改革的敏感度大。

在以学科教学为主要依托的高中教育中，学科教师

专业素养的水平影响甚至决定着高中教育的方向、内容、

手段和结果。语文是高中阶段主干学科，对于提高高中

学生语言技能、促进其人格发展及其他学科的学习具有

重要作用。农村高中教育和高中语文教师是整体教育体

系和教师队伍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补齐教育短板更是教

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

２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要素分析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既要遵循教师专业素养一

般构成要求，又应当体现出语文学科的具体特点，主要体

现在语文教师教育教学的实践行为之中，是语文教师专

业发展实践与理论要求的结果。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的传统框架。朱绍禹先生认

为，语文教师素养包括情意、知识与能力三大块［２］。情意

素养包括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业道德、专业人格和专

业自我，是所有学科教师都共有的素养内容；知识素养包

括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本体性知识、以教育学和心理学

知识为基础的条件性知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生成的实

践性知识以及教师教学中常常涉及到的各种知识；能力

素养包括专业表达能力、教学实践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

交往合作能力。从朱先生著作的论述中，看到的更多是

教师一般的素养，而针对语文教师的特殊论述不甚明显。

周庆元先生的论述从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职业道德、知

识结构、职业能力、心理品质和心理保健六个方面展开，

并且与语文科的结合特别紧密，如在教师角色定位中，将

语文教师看作是语文教学的主导者、人文精神的弘扬者、

民族语文的示范者及为人师表的教育者［３］，前面三点都

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师要求的内容。传统框架中的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要求，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呈现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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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师应当具有的特质，为语文教师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但更多的侧重于一种理想的描述，较少关注素养的整体

性和动态发展性，也较少关注教师个体的生成创造性。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的现实要求。语文教师专业

素养构成的现实要求主要是针对新课程实施的要求而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

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版》等课程文件
对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课程将改变学

生的学习生活，新课程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新课程

中的学生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新课程中的教师也将焕

发出新的生命。”［４］语文教师的生活如何改变？语文教师

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其答案在于其专业发展方式的改

变，在于专业素养构成要素要求的变化，在于其教学活动

理念与形式的改变。语文教师终身学习、主动思考，研究

教学、研究学生、研究教材，对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课程评

价形成自己并合乎教育规律的思想和做法，努力形成教学

风格和特色，在与学生合作对话中教学相长是课程改革中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新要求。

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的动态取向。一本教案翻得

发黄还在用，一套固定的教学程度可以用到所有的课堂

和班级，感觉书越教越没有意思，这可能是以前某些教师

的一贯做法或对教学职业倦怠的具体表现。如果说从

“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拥有一桶水”到“教师要拥有常流

水”，反映了对教师专业知识素养要求的变化，如果说对

“教师是园丁”“教师是蜡烛”“教师是桥梁”等比喻的批

判反映了对教师角色要求的变化，要求教师在教育职业

中实现自身生命尊严要求的话，教师专业素养要素就不

只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教育发展在动态过程中

生成。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内容处理上由“教教材”转到

“用教材教”，在课程结构上由统一的必修课到大量开设

选修课，在课程评价上由统一的纸笔测试到突出形成性

评价，在师生关系上由“教师主导”到“教师是平等中的首

席”，这些无不要求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动态发展。新手

语文教师、成熟语文教师、卓越语文教师的发展阶段划

分，也明显反映了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构成程度的变化。

优秀语文教师的成长历程，也印证了语文教师专业素养

要素范围和程度变化的动态要求。

３　农村高中语文教师发展特点
农村高中语文教师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受师范生

制度影响，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毕业的师范生基本遵循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导致绝大部分高中教师都

是本地户籍；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影响，

近十多年来通过双向选择新进的教师也基本上来自本地

户籍的毕业生。本地户籍教师对本地文化、社会关系、语

言非常熟悉，一方面，容易融入到本地社会关系之中，从

而安心于教师工作而具有较强的职业稳定感；另一方面，

也更容易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家庭背景，更容易开发

本地语文课程资源，有利于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这

种相对稳定的工作心理也可能使教师由于缺少激烈竞争

更易产生职业倦怠，更多依靠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而不

是着重于本身专业发展水平提高。

农村高中语文教师发展以语文成绩为凭据。对农村

高中语文教师的评价，目前主要是看课上得好不好，学生

语文成绩怎么样。尽管高中阶段课程改革滞后于义务教

育，但教研室、教研课等传统教师专业发展组织和方式仍

保留得相当彻底，县级教研人员的评价，本校教师比武活

动经常开展。如果语文教师口才较好，课堂组织能力较

强，通常能够获得较高的评价。对语文教师教学效果的

判断依据非常明确，县级统一考试、会考、高考的语文成

绩是刚性指标，其结果要远远高于课堂教学评价。在农

村高中，只要能够提高学生语文成绩，不管用什么办法，

逼着学生死记硬背也好、题海战术也好，只要结果好，“能

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种唯结果的评价方式，使语文

教育省略了过程，抽干了血脉，只剩下枯燥的训练和功利

的诱惑，限制了农村高中语文教师专业提升的空间。

农村高中语文教师发展受制于学校文化。农村高中

学校的位置布局，很容易使学校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学

校与外界的信息交换较少，教师交往主要在自己的圈子

之内，这种封闭性特征往往产生影响力很强的学校文化，

往往只有极少数学校校长强力推动之下可能产生一种新

的学校文化，像常德桃源一中这样的学校只是特例。封

闭性的学校文化使教师专业发展主要受教师同伴的影

响，老教师怎么教课文、组织课堂，新教师也依样画葫芦；

其间可能有变化，但这种变化要看新教师本身的悟性和

功底，如果新教师悟性和功底一般，则很难跳出传统的

框架。

综上所述，国内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和理念在不断

变化、更新，对教师专业发展素养构成要素的认识越来越

清晰明确，但对农村高中语文教师的触动并不明显，农村

高中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存在

着不小的距离。这种对农村高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素养

的判断，还只是一种感性上的认知，到底高中语文教师专

业发展情况如何，他们发展的困境是什么，需要通过实证

调查，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学校中具体教师的解剖方能

得出令人更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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