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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暑期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收到潘裕民老师的短信，让我为他的书稿写个序。
书稿的题目很吸引我，但是说起写序我犹豫了。
我一时想不好，以怎样的角度和身份切入。
潘老师从事区县教师教育工作已有十多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上海的教师教育发生了很大的进步
，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就是潘老师在十年多时间里的积累、思考和作为。
潘老师用质朴而又温润的文字，将这些尽数呈诸笔端，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记得一位画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从事艺术者，每天和艺术的实际性东西接近，年深月久，欣赏
水平远远把自己的艺术实践水平抛在百里之后。
眼光高了，先是看不起同辈的作品，评头品足，最后连自己的劳作也轻蔑起来，干脆什么也不做⋯⋯
看到潘老师的书稿，我在惭愧自己没有作为的同时，由衷地感慨潘老师思想之鲜活，笔触之尖锐，敬
佩之心油然而生。
　　潘老师谈及教师教育时，脱开了教科书式的线路，完全站位于理论与实践中介的角度，因应教育
转型的现实，由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提出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文化自觉”，最后落脚到“为师的境
界与追求”，做一个有境界的老师。
书稿的线索由历史谈到现实，由理论谈至具体的实践操作，无论是对研究人员，还是对一线的中小学
教师都是有启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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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取向与实现路径》立足于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以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结合上海教育转型的背景和区域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从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阅读、教师继续教育和教育思考等四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经济时代给教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不仅有理论引领，还有诸多教师教育和教师成长的成功案例做支撑。
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和理性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师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
，对当下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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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裕民，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副院长，黄浦区教师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兼
职教授。
当过中小学教师、校长，并曾在高校任教。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师教育、基础教育改革、教师专业发展等。
在《中国教育报》《中小学教师培训》《教育发展研究》《上海教育》《上海教育科研》等省市级以
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已出版《中国传统文化概要》《宋诗经典解读》《唐宋词的魅力》《校
本研修共同体：构想与实践》等著作。
有多个项目荣获上海市、区级教育科研成果奖。
近几年，开设了多门上海市、区级教师培训课程，应邀在全国各地作教育讲演百余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取向与实现路径>>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教师专业发展第一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途径与方法一、问题的提出二、教师专业发展的
内涵三、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与方法第二章 “文化自觉”与教师专业发展一、道德自觉二、理论自觉
三、专业自觉四、实践自觉五、思维自觉第三章 新课程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和专业发展一、“角色定位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二、“专业发展”是新课程对教师的核心要求三、读书与反思是教师专业发
展的有效途径第四章 教师应以教育创新为最高追求一、教育应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二、教育创新是教
师追求的最高境界第五章 教师学习是提升教师发展的重要方式一、教师为什么需要学习二、让学习成
为当代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三、教师学习的主要途径第六章 和谐教育呼唤和谐的师生关系一、教师要
尊重、理解学生二、教师要关爱学生三、教师要对学生负责四、教师要学会欣赏学生第七章 为师的境
界与追求一、由“境界”一词所想到的二、做一个有境界的教师第二篇 教师阅读第八章 今天我们为
什么要读书一、教师读书的当下意义二、读书是世界性的话题三、如何认识和改变教师的阅读现状⋯
⋯第三篇 教师继续教育第四篇 教育思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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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工程师论——教师的专制与教育的扭曲　　“人类灵魂工程师”据说原是斯大林对作家的称呼
，后来人们将其移用于教师身上，于是，至少在中国，“人类灵魂工程师”便成了教师特定的称谓。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隐喻包含了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
它表明教师从事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目的是塑造学生的灵魂。
因为只有人才有灵魂，因此教师的职责是“育”人，注重学生的心灵发展，而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
识和能力。
然而，工程师论是一个“混合型隐喻”，将一些互不相容的形象生硬地并置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牵强
、不太协调的图像。
首先，将教师比喻为“工程师”，反映的是一种工业模式，似乎学生是一块没有生命、任人摆布的钢
铁，可以任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蓝图塑造成产品。
而与此同时，“灵魂”这个概念将教师提升到一个神圣的境地，似乎教师是一个万能的上帝，可以按
照自己既定的方案塑造学生的精神。
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往往漠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把学生视为无生命之物而任意改
造，在师生关系中表现出专制倾向，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认同者与遵从者。
也许，这个隐喻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将抽象和具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人和宇宙合
为一体。
　　从教师自主权考虑，工程师论也隐含着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它似乎比较重视教师的能动性，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计塑造学生、改变学生。
而另一方面，它又表明教师缺乏必要的自主权。
上级对产品通常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工程师只能按照一定的工艺要求、方案和流程操作，不具备教
师所应该具有的主动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教师的工作不能完全被规范，必须享有一定的
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灵魂工程师”的冠名扭曲了教师的形象，自然也扭曲了教育，它把教育变成一把雕刻刀，按照某种
意志把人塑造成为“标准件”和“工艺品”。
要知道，人类的灵魂不可能是一个机器，让工程师任意修理，用一个固定的工艺流程去塑造或者改变
。
而且，教师自己的灵魂由谁去塑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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