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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教师之我见
武冈三中 匡剑琳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大趋势， 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
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拓展人类能力
的创造性工具。 而以数字化、智能化、
网络化与个性化为特征的数字化环

境，将促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
发生重大改变。

今天的中小学生明天踏进社会时，他
们面临的将是信息时代数字化的工作环
境，必须具备适应未来数字化环境的生存、
发展与创新素养。 关注学生适应未来数字
化环境的生存、发展与创新素养的培养，是
涉及到国家之间人才竞争实力、 具有决定
性的要素之一。

因此，学校必须努力构建数字化管理、
教学、学习和生活环境，实现由传统教育向
基于数字平台教育的转变。 建设数字化校
园，有利于推进学校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
升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具体做到
以下几点：

切实转变观念。 数字化校园建设，一方
面对学校传统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引发
学校管理运行体制的变革。 主要体现在：层
级管理运行体制逐渐趋向扁平化；中层传
达将逐渐减少，各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
将会发生变化；通过信息数据库的共享

方式， 可以更好地实现学校领导与

各部门间的协调；学校的决策可以直接通过
校园网发布到各处室、年级、班级。 另一方
面，这些变革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网络的
办公自动化不仅减轻了工作强度，而且可以
减少由于人工操作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并可
以使信息在流通和重复使用中发挥最大的
效益。

切实加强培训。 要推动数字化、信息化
建设的发展，教师是主体，就要培养一支观
念新、素养高、勇于创新、善于运用信息技
术的管理人员队伍。 培训应紧密结合工作
实际，实行分层次培训，进行有针对性的学
习交流，以强带弱，以强帮弱，共同提高。

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 提高管理效率
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否得到落实，这需要建
立相应的管理机制来进行制约。

建立丰富的资源库 ， 比如人才资源
库 、档案资源库等。 有了丰富的资源库，就
可以为领导科学管理决策提供方便、快捷、
高效的服务。

学校的和谐发展， 需要社
会和谐发展的大环境。 作为教
育工作者———学校领导班子和
全体党员， 不能坐等大环境的
改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
人都要从自身做起， 充分发挥
表率作用， 学校才能又好又快
地发展。 学校领导班子和党员
在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中应树立

“三个意识”，培养“四个要有”，
做到“五坚持五反对”，做好“六
个努力”。

“三个意识”：树立全局意
识， 从培养一代人才和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思考工作。 树立服
务意识， 让自己的工作真正做
到贴近社会、家长、学生。 树立
创先意识， 在工作中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

“四个要有”：要有共生的
理念。 和谐社会承认社会的不
同主体和要素可以而且应该和平共处地存
在，即共生。 共生意味着所有成员能够在相
互协作中共同提升利益，使社会的成果惠及
每一个社会成员。

要有宽容的心态。 宽容是对人的宽容，
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宽容，也可以是对一些
事情乃至对这个时代、社会的宽容，是和谐
社会所需要的美德。

要有感恩的意识。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
不开社会的保障、家庭的关爱、师生的帮助。
饮水思源，对我们的祖国、父母、朋友，甚至
是对那些随缘而遇的陌生人都要心存感激。
感恩而后懂得珍惜，才会加倍珍视自己拥有
的一切，才会发自内心地去回报社会。

要有审美的情趣。 我们应该以审美的眼
光来发现和衡量身边的世界。 一旦拥有了审
美的情趣，就会发现自然不仅仅是资源和财
富，它更是人类诗意的家园；社会不仅仅是
名利场，更是人们共同完成的无以伦比的艺
术品； 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物的依赖关
系，人最需要的就是人本身。 这样的社会使
人们收获的就不是浮躁、倦怠和郁闷，而是
公开、舒畅与愉悦。

“五坚持五反对”：坚持全面贯彻教育方
针， 德智体美劳全面协调发展的教育原则，
反对重智轻德，构建和谐教育体系。 坚持有
教无类的德育思想，反对不教而诛，构建和
谐人本核心。 坚持言传身教的德育方法，反
对控制性说服和灌输， 达到和谐教育效果。
坚持文明执教的教育理念， 反对体罚学生，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坚持为人师表，严于律
己的道德准则，反对言行脱节，打造教师立
体形象。

“六个努力”：学校领导班子和党员应该
努力做教育公平的推动者，推动教育热点、难
点问题的解决；努力做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
维护者，构建和谐教育、和谐社会；努力做全
面素质教育的实践者， 为学生全面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努力做教育乱收费的制止者，坚决
制止违规收费；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提
高自己专业水平； 努力做贫困家庭学生的关
爱者，做到不放弃每一位学生。

两位班主任，遇到同
一个棘手问题———学生
早恋了。甲班主任如临大
敌，立马将学生叫到办公
室，严加盘问。 乙班主任
静观其变，努力寻找最佳
时机与学生进行平等的
对话和沟通。两位班主任
迥然的态度、 方式与做
法，会产生怎样不同的教
育效果呢？

假若我是那位早恋
的学生，必然从内心里特
别反感甲班主任的做法；
而对乙班主任，则更乐意
与之交流，并听取其善意
的劝告。现在关键的问题

是，作为班主任，遭遇学生的反感和不
满时，应考虑如何尽快改变自己，做一
个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老师。

其实， 不管你以前如何令学生反
感，要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一点也
不难。 你只需牢记并时刻提醒自己：有
一种教育叫微改变。 教育是慢的艺术，
教育学生要像种庄稼一样，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在一定的教育场景中，我们
自身的“微改变”，既是一种适时生成的
教育资源，又是一种自主可控的教育契
机，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榜样。

“微改变”无处不在，你必须用心去
体验。 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
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嘲笑中有爱迪
生。 ”当你上课生气时，放下你高高扬起
的教鞭，也许你躁动的心就会随之复归
平静；当你批评学生时，收起你透着寒
光的冷眼，换之以热情的关切，也许你
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和郁闷就会随之冰
雪消融；当你看到学生失败或误会学生
时，变嘲笑为鼓励、为理解，也许你心中
的阴霾就会随之驱散，顿时化作一片晴
空。

微改变，大不同。许多时候，大的教
育变革和成功就源于教育细节的改变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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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就是“吸引人的力量”，是一种主观体验。 因此，教师的魅力就是学生基于教师的吸引
力、影响力和感染力而产生的对教师的一种积极情感。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的人格、学识、形象、言
谈、举止等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这就展示了教师的魅力，这样的教师便可称之为魅力教
师。 那么其魅力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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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平台上的现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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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教师进修学校 杨碧雪

———浅谈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调控

魅在容
容，指的是相貌、仪表。有专家指出，人们

在彼此决定是否成为朋友时， 接触的最初几
分钟非常关键，若能给人以美好的印象，必须
讲究仪表和风度。 有媒体报道，某地“魅力教
师”评选，入围者以青春靓丽的新生代教师居
多。可见，学生更喜欢漂亮的女教师和英俊的
男教师。 当然，身高长相难以改变，但可以在
衣着等方面做些讲究。如果男教师不修边幅；
女教师浓妆艳抹，这肯定不好。教师穿着应该
端庄、得体，既体现职业特点和个人气质，又
不失亲和力。 一句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教
师穿着应体现“职业美”和“现代美”。

魅在言
教育艺术更多体现在教学语言的运用

上。 教师的语言魅力要有激情，要做到“言为
心声”。 教师在课堂上将自己对学生的热爱、
对专业的精通融入语言中， 就会富有感染力
和吸引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说话清
楚流利、准确生动、思路清晰是每个教师的基

本功，可很多老师却难以做到。 课堂上，很多
教师说话啰嗦、 言之无物， 学生听得昏昏欲
睡，久之，学生对老师的授课便失去兴趣，学
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课堂效果、班级管理的
好差与教师语言表达有直接关系。所以，教师
平时要不断积累、加强阅读、锤炼口语，让每
一句话浸入学生心田，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

魅在行
教师的行为举止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

的作用。夸美纽斯说，教师的职责是用自己的
榜样教育学生，这就是常说的“为人师表”。这
就要求教师要严于律己， 以自己的一举一动
去影响、感染、教育学生。 教师工作有强烈的
典范性，教师以身作则，才能起到人格感召的
作用，才能培养出言行一致的人。 比如，老师
关心学生、孝敬老人、与人为善等，这对学生
最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会有益于孩子良好
人格的形成和塑造。

魅在态
这主要是指教师的工作态度。如果把教

书作为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 那么你就有了
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你的生活就会充实而有滋味， 就会成为一个
快乐的人。 这样的老师不光热爱和尊重每一
位学生，勤于钻研教育教学，更有一种淡泊名
利、乐于奉献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
些教师很少阅读，这必然导致教师成为“教书
匠”，又有何魅力可言！

总之，魅力教师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事，
需要每一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多阅读、 多反
思、多磨练，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魅力、学识
魅力和人格魅力， 做一个真正受学生喜爱的
教师。

从教 10 多年来， 从传统课堂走到今天的
课改课堂，感慨良多。我认为，课堂是学生学习
的场所，是教学的主阵地，随着课改大潮涌入
中小学，更要求教师重抓课堂教学，向课堂 45
分钟要效率，这是提升教学质量的现实要求。

俗话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确实，我对
这句话深有体会。 几年前，我带了一个一年级
班，刚开始的课堂上，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这
样的课堂让我每天身心疲惫。得知了一年级学
生的实际情况后，以后的课堂中，只要有学生
遵守纪律、勇于回答问题，我就带动全班同学
一边拍手一边说“赞！ 赞！ 赞！ 你真棒！ ”之类

的表扬性的话。 长此以往，学生越
来越喜欢我的课堂，课堂纪律也变
好了。

有竞争才有动力，学生学习同
样如此。 我在班上划分了 9 个小
组，小组之间从纪律、学习、卫生等

方面进行评比。上课铃一响，小组就开始比赛，
比哪组最遵守纪律、 哪组课堂表现最活跃、哪
组最团结等， 表现好的小组我就加一面红旗。
这样下来，学生越来越有干劲。

运用这些方法， 现在我所教的班级课
堂纪律好，学生回答问题活跃 ，课堂井然
有序。

请毫不吝啬地表扬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