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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升乡村青年教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的若干思考 
曾思勇 

（龙海区浮宫中学  福建  漳州  363104） 

摘要： 1990 年全民教育理念提出后，我国积极响应，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进入小学，降低辍学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

同时，对教育者的能力水平要求也相应增高，教学能力水平的高低体现在多重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丰富的知识储备量、优良

的师德师风、卓越的实践能力和突出的教学水平。本文就提升乡村青年教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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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实现

全面小康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关键。乡村教育在中

国全面教育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做好乡村教育有助于提升中

国的整体教育质量。而由于乡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乡村教

育资源有限、地理位置偏僻、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条件，乡

村教育发展也因此步履艰难。而其中教育资源在乡村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数据显示，通过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及特岗教师、乡村教师补贴等措施，乡村教师团队建设有

了显著提升，高中专项教师已达到 6.4 万人。青年教师作为

乡村教育的前进基石，其培养是进一步发展乡村教育的重要

环节，基于此论点，我们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思

考与建议。 

一、坚实教学基本功底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教学功底的坚实与否是检验教

师是否合格的一大标准。近年来乡村教育进步很大，通过“特

岗计划”、公开招聘、定向培养、“县管校聘”、退休支教等

多种途径与政策，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乡村任教、支教， 

2021 年教育部数据统计显示，乡村教师团队中本科以上学历

占 51.6%。乡村教师的学识素养在不断提升，此外还应积极

培养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和创新发展思维。为此提出以下思

考建议： 

1.1 课前要抓住重点难点，适应教改的形式要求，深入

钻研教材 

每周开展教学任务分析，围绕教学大纲，明确教学目的

和要求，做好课堂教学准备工作；深入了解学生，钻研教法，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和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精心备

课，呈现完善的教案。 

1.2 课上要做到因材施教，教学不拘泥于固有模式，不

照本宣科 

针对不同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有目的的教学，使各个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展自己擅长的方面，补强自己薄弱的漏

洞；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要维持好教学纪律，养成学生遵

纪守时的良好课堂习惯。 

1.3 课后要注重反思性探究和实践 

要对教师专业活动本身和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两方面进

行反思。通过几个步骤来进行反思探究的过程：教师上课、

教师反思、抓住关键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方案准备、新

的尝试，最后再回到课堂，以此来形成一个“有机可循环”

的反思性探究促进教师专业知识水平的内在机制。 

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国自古就有

对师德师风的美好描述。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在于对学生传道

授业解惑，在于能够以身作则传递正能量。十九大报告提出

大力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提倡和培养教师的奉献精

神。响应此提议，提出以下建议： 

2.1 加强教师团队政治建设 

“师德师风建设活动”的基础就是教师团体的政治建设

活动，明确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信念，秉持教书育人理念，

才能真正做好基础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投身建

设社会主义、努力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教师

思想教育工作，培养教师自我批评、自我提升的能力； 

2.2 突出教师团队专业素养 

教师的职责离不开教书育人，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教师核

心力量之一。青年教师是乡村教师团队的中坚力量，除却过

硬的专业知识，青年教师也需要总结、相互分享并交流执教

经验，教龄长的教师也可以分享传授教育心得给教龄短的教

师，相互学习发展。此外，随着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乡

村教师更应该注重“互联网+教育”的教学模式方法，不断

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量，用更先进的教学方法丰富自己。 

三、提升教学水平质量 

教学水平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师资力量的强弱。深化教育

改革要求教师团队改革教法，以多种途径提高教学质量。“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将理论寓于实践之中，

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寓教于乐，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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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知识。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3.1 引导学生学习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学目的就是提高学生自

主思考、自我探究的能力，举一反三，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升乡村青年教师实践操作能力，使教学不仅仅停留在理论

本身，而是更多地去促进学生深入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和探究欲望。增加实践课程，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丰富

自身理论基础，带领学生亲身实践，摸索探究真理，是乡村

教学展开工作的重要也是必要要求。 

3.2 改革教法，注重学法 

固有的应试教育模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广大师生，我们

成功地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抑制了创新

思维的发展。改革教学方法要求乡村教师团队注重对学生创

新思维的培养，减少“应试人才”的泛滥，增加全面性人才

的输送。在实践中摸索改革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改革的优

劣，这也要求广大乡村青年教师提升自身实践水平，落实改

革教法以身作则，引领广大学子全面发展。 

3.3 多途径提高教学质量 

乡村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关乎着乡村教育的发展，提高

自身教学水平是每个乡村教师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多开展公

开课程，激发教师的教学潜能；设立重难点题型讲解组，开

展特殊性题型讲解课程，鼓励教师多钻研多思考，以此提高

教师的教学水平；邀请名师演讲交流，共享教学心得，学习

教学方法；定期开展总结大会，归纳整理教学优缺点，提出

阶段性目标。 

四、总结 

青年教师是教师团队的新鲜血液，是教育的新兴力量，

他们有雄厚的知识储备，有发散性的创新思维，有乐于接受

新事物的良好品质。同样，青年教师受自身条件环境影响也

有许多不足。不可否认的是，青年教师响应国家号召，无私

奉献于乡村基础教育工作，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可

歌可泣。从一个毕业生到一个真正的优秀的教师，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不仅需要自身不懈努力、坚持奋斗、从实践中摸

索教学方法、总结经验，也需要学校和教研组的引领指导及

资深教师的扶持鼓励。 

大力培养乡村青年教师，是我们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基

石，是推动实现全面小康后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这要

求我们必须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把握培养优秀乡村教师

的主要方向，通过坚实教学基本功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升教学水平质量等举措，共同促进乡村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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