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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师范生、新教师、老教师向学生进行细致人微且卓有成效的指导和教学，需要有足可凭借的教学
才智和资源，本书（第三版）就是为此目的而撰写的。
　　因为教师总是在与学生和同事交往，建立彼此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对取得并维持课堂教学的成功
至关重要。
学生希望教师关爱他们，并表现出这种关爱。
吸引新教师、留住老教师也是教学职业的迫切需要，我们希望支持和培育他们之间积极向上的人际关
系，建立和维持这样的人际关系是使教学职业具有吸引力的基础。
　　当前令人揪心的一个趋势是，约三分之一的教师从教不到三年就离职而去。
另外，考虑到学生来源的日益多样化，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少数民族教师。
我们还发现，许多老教师帮助新教师的热情渐渐消退，竞也纷纷弃教。
这些心灰意冷的老教师中，大多数开始从教时也曾满腔热情，看好未来。
他们当时就像你现在一样——兴奋、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在改变他人生活中大显身手，他们当然不是
受惑于那些高薪重奖的许诺。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竟使这些教师从教的志向黯然失色，放弃为国家培养青少年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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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要详谈的是被人忽视却是造就高效能教师的关键方面，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些想要确切了解优秀教
师本质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成为最优秀教师的要素，不是教学中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能有效
地赢得学生注意、尊重、倾心的人品。
正是这种独特的人力资源，有着鼓舞人心的强大力量，能激励学生超越个人所认定的极限，帮助他们
寻求人生的重大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夏书系·怎样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作者简介

　　杰弗里·A·科特勒（Jeffrey A．Kottler）博士，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咨询者和教授，曾在小学、
中学和大学工作过。
他独著或与别人台著了50多本教育和心理学图书。
　　斯坦利·J·齐姆（stanley J．Zehm）博士，1999年去世前任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教学与课程研究
所主任，海瑞狄基学院的兼职教授。
他曾在小学和中学任教l5年。
　　埃伦·科特勒（EIlen Kottler）在高中任教达25年，并担任过课程与专业发展的行政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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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书育人　　一旦浮现出这位教师的鲜明形象，回想起这位教师的独特声音，你满脑子
装的不仅是这位优秀教师的音容笑貌，而且是至今流连不去的特殊感悟。
正是曾经有缘常伴这位教师的左右，你胸中现在仍洋溢着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位教师体现的
高尚人品，你心里还时常涌现出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感。
　　当你追忆这位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教师时，你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列出这位教师令人印象深刻的个
性特点。
当你一一细数这些特点时，你或许不无惊异地意识到，在这些超凡脱俗的特点中竟然没有什么涉及这
位教师的教学内容或者教学方法。
　　然而，当今大多数师资培训依然把重点放在教学方法和专业知识上，完全与你的发现南辕北辙。
支持这种中小学教师培训的理由是，如果谁精通了某门学科的知识，掌握了适当的教学方法，谁就能
够成为更有能力、更为出色的教师。
可是，这种培训过程却缺少造就所有优秀教师之精髓的许多要素，包括个性、态度、社交技能等素养
。
　　这并不是说，优秀教师不必熟谙自己的专业，因为他们不是专家也就无法当教师。
自2001年生效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求：到2005～2006学年末，每一问教室必须配备一位“
高资格”教师，并要使用基于科研成果的教学方法（Ryan&Cooper，2004；Yell&Dras。
gow，2005）。
各门核心学科的教师必须证明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才能领到由州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
核心学科指英语、阅读与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外语、公民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历史、地
理。
教师证明自己专业知识水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依据自己的大学课程以及考试的成绩；二是参加冠以
“高度客观的统一州级评价”之名、测评自己专业知识的教师资格认定考试。
强化教师专业知识既有一些很好的参阅资料，也有来自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实用建议。
　　我们的意思也不是说，一个人没有关于人类学习的渊博知识，没有人际沟通的娴熟技能，就无望
成为出众的教师、教练、顾问或家长。
但是，一位教师若胸怀世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却不能另辟蹊径地将其意义传递给学生，又有什么用
处呢?以此类推，一位教师的锦囊尽管装进了天下所有的教学方法，却不能独具一格地引起学生的注意
并影响学生的行走，又有什么帮助呢？
　　无论是在课堂、赛场还是在家庭，不管教师身居何处，教师具有令人心悦诚服的感染力正是源自
其为人的品质。
只要你稍微回顾一下你心中最佳教师的种种特质，你或许就会注意到，与其说是他们的讲课，不如说
是他们的人品使你的生活改观变样。
　　这些教师的某些特点使你不由自主地信任他们，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他们。
不管他们教的是物理还是芭蕾，不管是学习语法还是修理自行车，你乐于常伴他们的身旁，他们的言
谈举止无不散发出一种令你心醉神迷的魅力，指引你实现原来以为高不可攀的梦想。
不是他们正在传授的东西，而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令你为之倾倒。
你对他们的尊重，与他们的契合，早已超越了他们的教学内容，你以他们为自己待人处世的楷模，从
他们身上汲取振奋精神的力量。
突然之间，你发现了你未曾意识到的自我——唯你才有的特殊禀赋、技能、思想。
在他们细致入微的教导下，你开始了解并看重独一无二的自我，充满自信，敢作敢为。
　　以史为鉴　　在你的亲身经历中无时无刻不感到，这些教师之所以有巨大影响，是因为有卓尔不
群的人品。
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直接切人这一重要的主题。
阿瑟·杰西尔德（Arthur Jersild，1955）是当代最早关注这个主题的教育家之一，在一本堪称经典的教
师手册中，他着重论述了教师个人品质与教学效益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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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要养成健康的自我认可态度，有自知之明是最重要的任务，其基本思想是，要帮助他人，你
必须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若指掌，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地取得最佳教学效益。
　　可惜的是，杰西尔德这本小册子的影响转瞬即逝。
因为，此书出版不久，苏联就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航天器——人造地球卫星引起美国朝野惶恐不
安，众人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到底需要有什么样人晶的教师，而是从国家安全着眼，要的是能培养出科
技人才的教师，教师的个人素养被认为是细枝末节而无足轻重。
　　在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短暂时光里，人们讨论“伟大社会”与教育的关联性，教育
研究者才开始更多地关注教与学中的个人素养。
卡尔·罗杰斯（Karl Rogers，1939、1969a、1980）大声疾呼要在师范教育中聚焦“自我”的问题，旁
征博引地论述了教师在其教学中需要以“过程”而非纯以“内容”为导向。
这意味着课堂的教学时间不仅要讨论埃米莉·狄金森的诗篇、各国首都的方位、动物的神经系统等，
而且要在这种讨论过程中了解学生对所学学科、对自己与学习的关系、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等有什么
想法。
按照罗杰斯的说法，教师必须舍得花时间、费气力与孩子建立积极正面的关系，由衷地表达真实、真
诚、真心。
一旦教学中孕育着这些个人素养，教师就能如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有所作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
的必修课程的化身，或一根干巴巴的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运输管”。
　　随着60年代的结束，教学的风向渐渐偏移到以斯金纳为首的行为主义派大肆宣扬的教学技术上。
斯金纳的看法与罗杰斯的观点针锋相对，他斩钉截铁地断言道：教师教不好书，并不是因为个人素养
的缺失，而是因为没对管理学生的行为做好充分的准备（Skinner，1969）。
随后为了建立一套课堂行为管理技术，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带来一种副作用：教育中
的个人素养被指责为“不精确”、“不实用”。
　　到了70年代，安杰洛·博伊和杰拉尔德·派因（Angelo Boy and Gerald Pine，1971）在其著作中论
述教师的个性发展，成为抵制漠视教育中的个人素养这一风气的唯一例外。
两人坚信，所有教师若想工作干得出色、日子过得精彩，有赖于人性、职业、精神、娱乐等方面持续
而平衡的发展。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教育的目标并不在于传递学科内容，而是培育人的创新精神和乐
观态度，并认为，教师为了培养学生这样的品质必须在教学中随机应变，因势利导。
　　进入80年代，随着由里根经济学而起的教学问责措施纷纷出台，“国家处在险境”之类的教育改
革报告连连问世，人们的注意力距离把教师培养成为真正的人、真正的专业人员的重点愈来愈远。
在这10年，还有几个现象使人们更加忽视教师职业中的个人素养。
其一，凡是教育中的问题，一律以因循守旧的方式予以回应，解决的办法与世俗人文主义（强调自由
与宽容的一种哲学）越无瓜葛越好。
许多师范教育工作者，即使本人坚信要在成熟的人性基础上才能构筑稳固的专业基础，却生怕背上世
俗人文主义者的称号。
其二，“雅皮士”的出现令人无暇顾及教学中的个人素养，他们都是只顾私利、纵情物欲的“唯我的
一代”。
其三，名声在外的所谓有效学校运动使北美教育工作者目不转睛地盯着课堂氛围、学业期望、行政领
导、考试高分，丝毫没有考虑教与学中的个人素养，因为觉得这些因素虚无缥缈，从而在论述有效学
校模式时根本不给它们一席之地。
　　80年代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岁月，但却没给教师带来任何个人或专业上的好处。
在这个为改进教育绞尽脑汁的年代，确实有不少专著与论文连篇累牍地讲如何减轻教师压力，避免教
师倦怠等，可是对如何理解教师应具备的个人素养，以及培养这些因素的策略，连装装门面、造造声
势的象征性举措也寥寥无几。
　　90年代为个人素养对教师有何意义的探讨开拓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有些迹象表明，关注教育事业中的个人素养已经成为基层的迫切要求，对教育重构和改革的呼唤正是
来自教师与学校管理者的共同理忿：倘若不赋权给教师塑造教育事业中的个性与专业特征，那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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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持久有效的教育改革。
　　90年代还重视多元文化教育，倡导建构主义教学。
对学习中的个人素养非同寻常的关注，代表着人本主义哲学一次极有意义的扩展：—与大力主张弘扬
个人见识相比，采取了一种“后现代”学习观，认为个人见识要受到本族文化与语言的制约。
　　90年代许多令人有所期待的教育改革，例如，实施校本管理、赋予教师自主权力、兴办特许学校
、改造市区薄弱学校、开展全体学生双语学习、制定国家教学绩效标准、推广速成学习方案，以及为
数众多的全美和地方教育改进计划，都还略见成效。
不过，这个年代陷入了党派歧见纷争的泥淖，以至于教师的需求仍然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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