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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变革:从教师素质观到教师质量观＊

金 维 才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关键词:教师;教师质量;教师素质

摘　要:我们应超越行之有年的教师素质观 ,代之以教师质量观。教师是学校的主体 , 教师质量是学校质

量 、教育质量的要素之一 , 也是学校质量 、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教师质量内容包括教师生命质量 、知识

质量 、教艺质量 、关系质量 、工作质量。为了提升教师质量 ,尚须打造质量理念 、建立师本培训制度 、提倡教

育家办学 、提升教师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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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Shift:from Teachers' Qualification to Teacher' s Quality

JIN Wei cai(S chool o f Education S cience , Anhui normal Univ ers ity , Wuhu 241000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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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should tr anscend the idea about teachers' qualification and replace it w ith the idea about teach-

e r s' quality.Teachers a re subjectivity of a school , so a teacher' s quality is one o f essences o f education

quality and schoo l quality , a s well as a decisive factor.Teacher s' quality includes teachers' life quality ,

knowledge quality , teaching skill quality , rela tion qua lity , and wo rk quality.To promo te teache rs' quality ,

we must construct the idea about teacher s' quality;establish training sy stem based on teacher s , advocate

educator s' running a school , and raise teacher s' social po sitio n.

　　教师质量既是教育质量的组成部分 , 是学校

质量的要件之一 , 又是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 。因

为教师是学校的主体 , 学校品牌取决于教育质

量 , 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质量。 “山不在高 , 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 , 有龙则灵。” 名师传扬着学

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 名师赢名校 。同时 , 教育

质量的落点与结点是学生质量 , 而学生质量 ———

学生成长成才成人 , 根本上取决于教师的质量 ,

名师出高徒。鉴于教师素质观之缺失 , 本文提出

以教师质量观超越教师素质观 , 并就教师质量的

意义 、内容及行动作一探讨。

一 、 超越教师素质观

素质一词 , 本是生理学术语 , 又名遗传素

质 , 《辞海》 释为 “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 ,

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 概念

泛化后 , 素质一词又指人以先天生理特征为基

础 , 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 , 形成并发展起

来的身体和心理方面相对稳定而巩固的特性 。素

质表现为个体品质的内在状态 , 具有个体性特

征。教师素质则是指教师特有的品质状态 , 它不

仅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 而且还具有专业化的特

征。教师素质只是部分体现了教师职业要求 。因

此 , 以教师素质观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导理念有

其先天不足。

教师素质观之于教师要求的缺失为:(1)要

求全面 , 标准高 , 但过于理想化。教师素质包括

德 、 才 、 学 、 能 、体及心理等各个方面 , 从言到

行 , 从内心到外表 , 从理性到非理性。这种高标

准的要求 , 未免太理想化 , 使不少中小学教师感

到有些 “可望而不可及” ;(2)要求过于抽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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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操作性。如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 、 “热爱教育事业 , 热爱学生” 、

“有扎实牢固的专业知识” 、 “有良好的身体和心

理素质” 等等 , 这种要求过于抽象 , 具体操作起

来困难较大;(3)要求过于泛化 , 没有突出教师

特色 。教师素质除了 “教育科学” 方面的素质较

有特色外 , 其他方面的素质似乎适用于各行各

业。教师的素质应有与其他行业相区别的要求;

(4)要求过于笼统 , 缺乏层次性。教师素质 , 既

有思想意识方面的 , 又有知识技能方面的 , 既有

身体方面的 , 也有心理方面的 。这些素质依次排

列 , 无主次之分 , 使教师有无所适从之感;(5)

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 。如何评价教师 , 目前还缺

乏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评价体系 。[ 1] 而且 , 教师素

质观只注重教师品质的个性化 、内蕴性 , 至于其

外化 、外展如何 , 则不在话下 , 所以往往注重教

师的学科专业化 , 而疏于教职的专业化 (包括教

育科学理论和教育实践技艺 、 教师专业道德 , 尤

其是后两者);单纯强调教师的实体品质 (通常

所谓的教师素质), 而疏忽其关系品质 (诸如教

师关系质量 、 工作质量 、 生命质量)。要超越这

种教师素质观 , 就要跳出狭窄的视域 , 站在新的

高度 , 秉持教师质量观。

质量 , 即一组固有特性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

的程度。教师质量就是教师的一些特性满足利益

相关者 (学生 、 社会 、政府 、 用人单位等)要求

的程度。教师的一些特性指的就是教师的基本素

质等 , “利益相关者” 主要指学生 、社会 、政府 、

用人单位以及教师自身等 。教师质量的内容涵盖

教师基本素质 、 关系质量 、 工作质量与生命

质量 。

树立教师质量观 , 首先可以承接教师素质观

的 “合理内核” , 又超越其局限性 。教师质量观

不是全盘否定教师素质观 , 而是合理地扬弃后

者。也就是说 , 教师质量既包含教师的内在特性

(教师素质), 又涵盖这些特性满足利益相关者要

求 (教师工作质量 、 生命质量);

其次 , 可以从结构取向过渡到功能取向 。一

直以来 , 学界关于教师素质结构 , 聚讼纷纭 , 莫

衷一是 , 有七素质说 、六素质说 、 四素质说 、三

结构说 、三系统说① , 还有五素质说② , 四维结

构说③ , 等等。问题之症结在于以教师素质观剖

析教师素质结构 , 只能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 , 只

缘身在此山中” 。就素质论素质 , 会窄化我们的

视域 。若跳出素质之界 , 立于质量之巅 , 运思功

能取向 (利益相关者取向), 则会别有视界。与

其单一地建构与教师匹配的所谓素质 , 不如打造

与利益相关者匹配的教师质量;再次 , 可以细化

教师发展指标 。就层次而言 , 可以有底线 、 中格

与高标等指标 , 底线指标是对新手型教师的要

求 , 是从业者基本的门槛 , 中格指标是对熟练型

教师的标准 , 是基于最近发展区之悬格 , 高标是

对专家型教师的要求 , 是造就教育家的高格 。就

类型而言 , 可以有认知 、 理解 、应用 、 合作 、参

与 、 情意等。就教师关系而言 , 也可细化若干指

标 , 如职业关系 、师生关系 、 同事关系 、社会关

系 、 学生家长关系等 。

二 、 作为国家意志的教师质量观

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 , 教师质量问题已经上

升到国家意志层面 , 高质量教师意味着高质量的

教育 。30年前邓小平曾经讲到教师的质量与地

位问题 ,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合格的人才…… , 关键在教师” , 因此要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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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七素质说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 道德素质 、 文化素质 、 能力素质 、 心理素质、 身体素质和外在素质七项因素” ;六素质

说———教师素质主要包括知识 、 智能 、 个性三方面的静态素质和协同性 、 系统性 、 事业性三方面的动态素质” ;四素质说———教师的

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 、 文化素质 、 心理素质 、生理素质等或思想品德 、 知识 、 智能 (智力和能力)、 身体四方面的素质;三结构说

———教师的素质可分为三个结构层面:一是生理素质结构层面 , 指体态 、 仪容等与教师职业有关的生理条件。 二是教师特有的气质

与个性结构层面。三是教师特有的知识结构以及由知识转化的多重能力结构 , 还包括思想 、 政治以及职业倾向;三系统说———由动

力系统─思想品德素质 、 知识系统─知识素质 、 能力系统─能力素质三个系统构成的结构模型。 (郭卜乐.教师素质 [ EB∕ O L] .

ht tp:// www.widekast.com/ cpo/ teach/ xxg l/ jsdw/ jss z.htm)

五素质说———师德素质 、 业务素质 、 心理素质 、 审美素质 、 教师人格。(朱仁宝 , 王荣德主编.21世纪教师素质修养.浙江

大学出版社 , 2001:1.)

四维结构说———动力篇:远大的人生理想 、 高尚的道德品质 、 挚着的敬业精神 、 健康的身心状态;学识篇:严谨的治学态

度 、 渊博的专业知识 、 创新的思维方式 、 丰富的社会经验;授业篇:明确的授业目标 、 畅达的教学语言 、 科学的育人方式 、 和谐的

师生关系;形象篇:文明的话语谈吐 、 得体的行为举止 、 独特的个性风采 、 良好的审美修养。(鞠献利著.教师素质论.山东教育出

版社 , 1999:1 4.)



教师的劳动 , 提高教师的质量” 。[ 2] 2007 年教师

节 ,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

指出 , 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 培养高素质

人才 , 教师是关键;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 , 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 , 提高教师

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师范大

学与师生座谈时 , 强调:“国家兴衰在于教育 ,

教育好坏在于教师。”

早在 1986年 , 美国卡内基教育与经济论坛

就曾发表 《国家为 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 报告 ,

指出:“只有保留和造就最优秀的教师 , 这个国

家才能摆脱它所陷入的困境!” “只有教师 , 也只

有教师 , 才是这场改革的希望 。” [ 3]新加坡总理吴

作栋也曾经说过:“教师是教育的心脏和灵魂。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钱注入设施和教材 , 但若没有

好的教师 , 这些投资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的下

一代接受的教育的素质 , 有赖于我们的教师素

质。没有我们的教师 , 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过去的

成就 , 我们未来的成就也得靠他们 。” [ 4]

可见 , 教育质量问题的核心是教师质量 , 高

质量的教育取决于高质量的教师。没有高质量的

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 , 就没有高质量的

高等教育 。

教师是创造未来的关键。高质量师资创造美

好未来。这在澳大利亚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澳大

利亚教育部长肯普曾指出 , 教育是创造澳大利亚

美好未来的关键 。未来取决于能为现代高技术和

信息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有教养的青年。要实现未

来 , 必须造就高水平的学生 , 并以强烈的期望 、

有序的工作和贡献以及任教于每个课堂的杰出的

教师 , 去开发学生的潜能 。教师能把所有人变成

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果没有颇具资质 、勤奋严

谨和奉献精神的教师 , 要想为澳大利亚学生提供

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就将成为泡影。这一点被全澳

所有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长们所公认 。为此 , 他们

通过了 “阿德雷德宣言———21 世纪国家基础教

育目标” 。这个目标支持寻求教育选择和满足教

育渴望的多样性 , 反映了澳大利亚所有青年要求

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5]

三 、 教师质量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教师质量构成的五个具体内容 ,

即教师的文化质量 、 工作质量 、生活质量 、 社会

交往质量和流动质量。[ 6] 本文提出教师质量内容

包括生命质量 、 知识质量 、 教艺质量 、 关系质

量 、 工作质量 。

生命质量 。教育 , 究其实质是一种生命与生

命的相互对接与交融 , 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

互摄养。这种生命间的对接 、 交融 、摄养 , 也是

人的生命之本性 。[ 7] 没有教师生命的高质量 , 就

没有学生生命的高质量。没有教师的幸福 , 学生

的幸福是很难想象的 。教师生命质量就是教师的

快乐 、幸福。教师生命质量的基础是物质生活 ,

然后才是精神生活 、 职业生活 。

知识质量 。这是指教师的专业水平 , 是教师

的学历 、 学位 、 职称等反映教师术业的可测质

量。中等师范取消后 , 教师已经完全高等教育

化 , 他们皆须接受高等专业教育。专业水准的高

低 , 体现教师个体之间的质量 。

教艺质量 。教艺质量是指教师的教育教学技

艺水准 , 其中可测与不可测质量皆有 。 “教师生

活是艺术生活 , 其职务是一种手艺 , 应当手到心

到躬亲实行者 。”
[ 8]
教师应学习与掌握教育科学 ,

懂得教育规律 , 讲究教育方法 。有学者将教师比

喻为一支箭 (“教师之箭喻”)隐含着教师艺术劳

动的特性 , 因为射箭本身可视为一种手艺 , 一种

技艺 。

关系质量 。教师关系包括职业关系 、师生关

系 、 同事关系 、社会关系 、学生家长关系 、 教师

与其自身的关系。关系质量显现为教师关系和谐

度。它通过教师人格表征 , 后者包括教师品格 、

品质 , 涵盖教师品德 、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 。尤

以教师品德为核心 , 事关教师声誉 、 名誉 、 信

誉。既有教师群体的职业精神 , 又有教师个人的

德性 、职业态度。

工作质量 。这是教师的工作绩效 , 主要是教

师的教学绩效。因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

生 , 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和能

力。如果教师转化不过去 , 其知识能力就反映不

到教学效果上来。在这种情况下 , 就如同一支供

人欣赏的好箭 , 射不出去或射不中的 , 这箭又有

何用呢?[ 9]一个教师要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转化

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 单有知识能力是不够的 ,

他必须懂得教育规律 , 讲究教学方法。既有知识

质量又有教艺质量的教师才算一把有用的好箭 ,

才能 “一箭中的” 。教师能 “一箭中的” 就是教

师高的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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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教师质量行动

提升教师质量须有相应的行动 , 这就是打造

质量理念 、 建立师本培训制度 、 提倡教育家办

学 、 提升教师社会地位。

打造全面的教师质量理念 。没有新理念就没

有新的良好的制度 , 理念是制度的先导 。我们须

从教师素质观转向教师质量观 , 并从教师政策 、

教师管理与教师培训诸层面践行这一新理念 。教

师素质仅是教师质量的一部分 , 不是全部。用教

师质量观取代教师素质观 , 是吸取了后者的合理

部分 , 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鉴于教师素质的抽象

与不可测 , 教师质量观宜从层次上分教师质量为

底线 、中格与高标等指标;从类型上分为教师认

知 、 理解 、应用 、合作 、 参与 、情意等指标;从

教师关系上 , 细化为职业关系 、师生关系 、 同事

关系 、社会关系 、学生家长关系等指标 。

建立师本培训制度。国外学者认为 , 师资能

力同培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大多数事实证明 ,

质量改善多半来自选择和留住好的教师 , 并非来

自对现有教师进行再培训 。虽然有些在职培训和

发展项目获得了成功 , 但普遍却是令人失望

的。[ 10]此论虽属极端 , 但也不无道理 , 从我们行

之有年的师训效果 , 可以略见一斑 。我们从师训

起始阶段强调 “学院培训” , 转而强调 “校本培

训” , 效果皆不甚理想 。我们认为 , 师本培训可

以将外部社会的组织要求与教师自我要求相结

合 , 发挥教师的主体性 、 自主性与个性 , 促进教

师自主发展 、自我提升。

提倡教育家办学 。教育产业化 、学校企业化

取向曾甚嚣尘上 , “商念” 、 “钱图” 充斥圣洁的

校园 , 学念 、教念几无立锥之地。2006年 3月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 ,

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 造就一批杰出

的教育家。2007年 3 月 , 温总理在 《政府工作

报告》 中进一步提出 , 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 ,

提倡教育家办学 。这就要求学校要按照教育的逻

辑 , 遵循教育规律去办学 。这才是办学之道 。唯

其如此 , 教师才能一心向学 , 以育人为己任 , 而

不是一切向钱看 , 以营利为大务。

让教师最受人尊敬又最值得羡慕。当下教师

社会地位虽有一定的提高 , 但在新形势下又有弱

化的迹象 。公务员享受 “阳光工资” , 而教师因

属事业单位编制 , 享受不到 “阳光” 的惠泽。

“阳光” 竟然照不到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

邓小平在强调 “提高教师质量” 时 , 就曾提出

“积极创造条件” , “改善教职工的物质生活待

遇” 。
[ 1 1]
改善教师的民生状态 , 提高教师的生活

质量 , 是提升教师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

列宁曾说:“应当把我国的人民教师提高到

从未有过的 , 连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地位 。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 。 ……最最重要的

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12] 陈云也曾指出:

“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 ,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 使教师真

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 , 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

一。”[ 1 3] 如果教师真正 “最受人尊敬又最值得羡

慕” , 不仅现有的教师不会跳槽到其他行业 , 就

是其他行业的人也会想方设法竞争教职 。最优秀

的人才 、 最有才华的人做教师 , 也就不用担心教

师质量问题和教育质量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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