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更具胜任力教师”专辑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作为一所有着2160年办

学历史的名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有悠久的历史传

统，有骄人的办学成绩，有优秀的教师队伍。但是，与

所有学校一样，我们也面临如何让教师发展永葆青春

的永恒命题。这个命题的探索和解答需要紧扣时代

发展，更需要走在时代前沿。

人工智能正在让人类生活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

化。最近的一项调查分析显示，未来人事、客服、政

府职员、会计、银行职员等职业，都有高于89%的被

淘汰率，而教师这一职业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仅为

0.4%。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依然有其无可取代的价值

和意义，同时势必面临着新的职业挑战。因此，在当

下的教师专业发展中，我们需要开始关注以下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变成什么样？教师需要怎么做

才能适应这些变化，在新时代有所作为？

经过不断摸索实践，我们探索出一条“构建多元

学习共同体”的教师发展道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

面向未来，促进教师实现“跨越”成长。

构建“跨专业”的学习共同体，主动拥抱

面向未来的教育
2016年第46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

《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Jobs）指出，65%的小

学生将在未来从事全新的职业，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有70%-80%的程序性劳动会被

机器人代替。留给学生未来的职业是那些机器人无

法替代的，需要创新能力、非常规思维和综合运用各

种技能的创造性劳动岗位。从教育的视角来看，未来

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人工智

能时代对未来社会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这必

然促使我们的教育更加关注培养学生面对未来社会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未来教师”

呼之欲出。

很显然，“未来教师”所承载的任务将与现在有

所不同，故有人提出了“未来教师”的“核心素养”概

念。未来教师必须具备“未来视野”，必须明确我们

的教育应该帮助孩子为未来做好准备。如果具备了这

文    田  间  毛  伟  赵清芳

多元学习共同体：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发展道路

人工智能时代，要让教师永远学习、永远好奇、永远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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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视野，教师便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时代带

来的教育转型和教育改革，去主动拥抱面向未来的教

育。

那么未来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未来视野”

呢？带着这个根本问题，我们跨专业的“假期专题培

训班”项目诞生了。

2017年7月，石室中学第二批“假期专题培训

班”60名学员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头脑风

暴和封闭培训，培训主题即为《未来教师的“未来视

野”》。从“新课改下的教育思考”到“未来担当人才

的培养”，从“大数据在教育中的运用”到“创客空间

的作为”……学员们通过每组一场评议、每天一次感

悟、每天一篇微信、每人一篇反思等多种方式，打破

专业限制，进行跨专业、跨学科的充分交流。在交流

碰撞中，教师们思考的不再是个人的学科教学，而是

如何跨界、如何整合、如何创新、如何运用大数据等

新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向。

从学员的学习总结与反思中，我们更能清晰地看

到“假期专题培训班”给教师带来的思考和冲击。

潘敏老师对“跨专业知识的储备”感触特别深，

她认为：“‘成为一个知识广博的老师’是本次培训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词组。我们不能满足于教书数十

载所换来的专业知识，时代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日益

增加，稍不留神就会被淘汰！”英语教师彭德河则对

“跨学科教研”印象深刻：“知识整合、知识结构化、

学科关联和学习方式的综合显得尤为重要，在未来的

教研活动中，不同科目的教师应该多交叉听课学习，

拓宽教学思路。”

数学组的胡嘉苇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喜欢统计数

据、分析数据、使用数据的人，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充

分交流更让他坚定了“运用技术”的专业发展方向，

专题讨论的步步深入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新技术和

大数据的理解。“新技术不是让人失业，而是让人做

更有价值的事情，让人不去重复自己。”在大数据和

新技术面前，如果教师固守传统，采取完全拒绝的

态度，必然会遭遇时代的无情淘汰。但是，如果一味

被大数据和新技术左右，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同样

会面临淘汰的境遇。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要有

“运用技术”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成为“被技术运

用”的人。人工智能进课堂，首先意味着大数据进课

堂，借助这些数据分析出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将数

据分析成果转化为新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环

节……只有首先拥有了这种“数据精神”，教师才可

能拥有处理数据、运用技术的能力。

跨学科专题培训的成果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思考

层面，新学期开学已经有教师开始了实践探索。

胡嘉苇老师充分利用学生的作业数据、考试数

据、错题数据等，判断出哪些地方是学生的学习障碍

点，哪些内容是学生已经熟练掌握的，然后对自己的

教学设计做了调整。在课堂教学上，胡嘉玮老师开始

采用统一教学和个性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在作业布置

上，胡嘉玮老师会准备三种作业，分别布置给不同层

次的学生。语文组胡林老师也开始尝试运用数据分

析对已经毕业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据此拟订了新

一届学生的教学计划。刘静、张治两位老师则是从学

科整合角度出发，以项目负责制方式联手开发学校的

校园文化产品……

构建“跨年龄”的学习共同体，让教师永

远学习、永远好奇、永远热爱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迭代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在

“教书育人”四个字中，“教书”所包含的传统知识性内

容可能很快便会由人工智能替代，知识的范畴、内涵

等将不断迭代更新，需要教师不断学习；“育人”所包

含的情感性内容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是教师独特

价值所在。要想做人工智能时代的优秀教师，情感因

素尤为重要，说到底就是要求教师对新知识、新技术、

新理念保持永远的好奇，对学习有永远的激情和动

力，对学生、对教师职业、对教育事业有永远的热爱。

与许多学校一样，我们的教师专业成长也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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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师职业倦怠”和“青年教师专业提升”两大

难题。中老年教师在经验与惯性的作用下，容易产生

或多或少的职业懈怠，需要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青

年教师在成长为专业成熟教师后，大多会进入职业

成长的“高原期”，需要有名师的高水平引领，才能实

现第二次突破。

基于以上思考和现实，学校在导师制、三级培养

等传统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机制，构建“石室

中学骨干教师学习共同体”，实现教师“跨年龄”发

展，把重点放在情感激励上，在唤醒中老年教师工作

热情的同时，帮助学校优秀的青年教师重获二次专业

成长的动力和激情。

“石室中学骨干教师学习共同体”由导师、学员两

类人员组成。其中，“导师”为我校在职省特级教师，

“学员”为我校亟待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第二次专业

成长的优秀青年教师。每位导师带领2-3名学员，通

过外出考察、开设讲座、课堂展示、读书交流、专家讲

座、师徒互动等多种形式，促进导师与学员的共同进

步、共同成长。

在这种跨年龄的共同学习、共同交流中，无论是

身为导师的省特级教师，还是亟待蜕变的青年教师，

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身为导师的语文特级教师龙晓彤即将加入退休

教师行列，骨干教师共同体的学习交流唤起了她新的

学习热情和工作激情。在工作之余，龙晓彤老师自己

主动报名参加了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与诸多年轻人一

起学习并参加考试。龙晓彤老师说：“心理咨询可以

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学生、了解同事，它为我

的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力量。”

导师、化学特级教师吕梅也感叹道 ：“一方面，

学员从导师那里获得了教育教学的勇气与智慧，无论

从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另

一方面，导师从学员那里获得了新的视角，重新审视

自己的教育教学，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仅

在教育理念上进行了批判与重构，而且在教育技术

上也有了新的认识与成长，为导师的教学生涯注入了

新的活力。”

学员方媛是一位有着8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在骨

干教师共同体的活动中，她被导师一次次“逼着”思

考自己的教学特点：“导师要求呈现一堂体现自己教

学特点的课，我逼迫自己去追问，我的教学特点是什

么，思索的过程无疑又是一场煎熬，以前我从未思考

过。”从未思考过“教学特点”的方媛老师，在导师的

“逼问”下，在自己的反思下，在课堂的实践中，在骨

干教师共同体的学习中，终于初步形成了自己“其言

抒情、其理明人、其思省人”的教学特点。

教育是成人、育人的事业。在成人、育人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情感陪伴。教师在教给学生文化知识的

同时，还要言传身教地教学生如何与自己相处、与他

人相处、与社会相处，如何面对成功与失败、平淡

与荣耀，如何自省、自控、自律，如何执着于理想、

投身于热爱……当然，人工智能也可以有陪伴，但它

并不具备爱的能力，所以它也无法在陪伴中进行“爱”

的交流与传递，而这恰恰是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独

特价值所在。

构建“跨地域”的学习共同体，用更广阔

的视野发现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特色
随着在线课程的不断推出与丰富，学生的求知

途径变得愈加多元，知识取向的教学可能会被技术代

替。当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获取知识时，教师

必须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特色，才可能在知识教学

中获得一席之地。比如：从关注知识传授转变为关注

学生的接受方式，从关注平均水平转变为关注学生个

体需求，从关注知识移植转变为关注知识重构，从关

注书本知识转变为关注生活关联……又比如：以幽默

的语言吸引学生，以诗意的语言感染学生，以深刻的

哲思引领学生……再比如，开发属于自己的个性课程，

将现实生活与课程紧密相联，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概

念的课程……如果一位教师的课堂与慕课相比，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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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又毫无特色，学生难以在其中获得知识食粮和情

感食粮，长此以往，这样的课堂将成为淘汰的对象。

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必须有自己的个性特色

和独特风格，才能突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重围，这又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反观我们的教师成长体系，无论是“石室中学骨

干教师学习共同体”还是“假期专题培训班”，其学员

构成始终是校内教师，视野有所局限，地域范围较窄，

无法对教育教学、教师成长、学校发展等形成全局式

把握，短期内难以实现教师“个性特色”的发展目标。

2015年11月，我们提出成立名校联盟的想法，得

到广泛响应，并最终决定把名校联盟的范围暂时锁

定在“西部”区域，选定了四川成都石室中学、云南

曲靖一中、青海西宁五中、贵州凯里一中、广西南宁二

中、重庆八中、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呼和浩特一中等8

所西部名校，希望通过名校联盟的形式，让教师之间

的交流常态化、序列化、深层化。

至今，西部名校联盟活动已举行六届，有108名

教师在同课异构活动中献课，600多人次参与评课议

课；18名教师做了主题交流，举办了6次校长高端论

坛；每次参会人员均达300余人。在这六届活动中，我

们始终坚持“博采众长、共谋发展”的工作宗旨，力求

在8所名校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中，帮助教师们走出

自己的个性发展之路。

事实证明，在这6次联盟活动中，参会教师通过

“课堂”这一小小的窗口，见识了不同的教学风格、

不同的管理风格和不同的名校风格。在这种多元、多

维的跨地域交流互动中，教师们通过借鉴、学习，开

始逐步形成自己的个性特色。

张期梦老师是我们学校语文备课组组长，原本

对教科研工作一直不太重视。参加了在南宁二中举行

的西部名校联盟活动后，张期梦老师的认识发生了转

化：“从南宁二中看，课题推动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的基本方略，而课题是依赖名师领衔的。如何从大局

出发，引导和培养语文学科名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教师队伍，提高石室中学语文组在成都市、四川省乃

至全国的学术影响力，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回

到学校后，张期梦老师带领备课组教师从“小研究”

做起，在三年时间里，相继进行了整本书阅读、专题

阅读、时文阅读、时评写作、作文评改等诸多课题研

究。如今，张期梦老师所带领的备课组已经成为学校

教科研氛围最浓郁的备课组，而张期梦老师本人也已

成长为学校教科研工作的新生力量。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化学组的刘宇翔老师在

学习考察了曲靖一中的数学竞赛工作之后，对自己的

化学竞赛工作进行了反思与重构，短短两年时间已经

成长为学校化学竞赛主教练；英语组的涂鸣老师通过

学习重庆八中的英语教研工作，开始带领本组教师进

行校本教材整合和个性课程开发……

在今年5月的西部名校联盟工作会议上，我们对第

二轮联盟活动提出了新的构想：以学科为载体进行专

业、专题、专长的“三专”活动系列。具体而言，每次联

盟活动选择某一学科的某一主题，开展学科领域内的

深入研讨。届时，参加联盟活动的均为同学科教师，以

利于该学科教师做更深入、更专业的交流研讨，促进

教师在专业领域内的百花齐放和个性成长。

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既给了人类无限可能性，

也给了人类无限风险。人工智能能否为教育很好地

服务，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放眼未来教育，可以说

“变化”将永远伴随教师左右，而应对“变化”最有

效的手段莫过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提升自我，主动

适应变革，主动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脉搏，主动

追求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教学的有效方式，主动走进

人工智能时代变化的学生世界，主动学习并使用人工

智能新技术……这也是新时期教师适应时代发展需

要成为一名合格“未来教师”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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