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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he change of teachers’ rol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the change of teachers’ role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pressure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change of the role of teachers, we explore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ers 
themselves, school and society. First of all, teachers should establish the modern educational concepts,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teaching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teach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Secondly, schools should provide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create a good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reform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to encourage teachers’ innovation 
and autonomy. Finally, the society should give more care and support,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and dignity of teachers, 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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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角色转变的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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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措施。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却面临着许多困
境，包括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教学评价体系的压力、教学资源的不足等。为了克服这些困境，实现教师角色的有效转
变，我们从教师自身、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探索。首先，教师应树立现代教育观念，提高自主教学能力，同时增强教
学研发和教学反思。其次，学校应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并改革教学评价体系，鼓励教师的创新和
自主。最后，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保障教师专业发展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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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初中阶段被认为是对学生

进行科学系统教育的重要起点，尤其是语文课程坚实的基础

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初中语

文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如教师角色定位模糊而引发

的问题引起了教育者的深度思考。如何实现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角色的转变，成为一项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包括传

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学评价体系对教师的压制以及教学资

源的匮乏，这些问题都为教师角色的转变设下了难以逾越的

障碍。只有全方位地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实现

教师角色的转变，从而推动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高初

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着力：首先是教师个体方面，其次是学

校层面的改革措施以及整个社会对于教师的支持。

2�教师角色转变的重要性和困境

2.1�教师角色转变的重要性
在现代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教师角色的有效转变显得

尤为重要 [1]。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

者，而更应成为学习的引导者、学生发展的促进者，以及课

堂的组织者，这一角色转变是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的迫

切需求 [2]。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变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任

务，也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环节。

教师角色的转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

新思维。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多以单向知识传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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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多停留在接受和记忆的阶段，忽视了思考和应用

的能力。而通过角色转变，教师能够更加注重启发式教学和

探究式学习，鼓励学生自主探索、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问

题解决能力和创新精神。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还能为他们未来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教师角色的转变还可以促进个性化教学的实现。在传

统教育模式下，教学内容和进度往往是固定的，难以根据学

生的个体差异进行调整。而通过角色转变，教师能够更敏锐

地捕捉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

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

提高教学效果，还能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进而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2.2�教师角色转变的困境与原因分析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面临诸多困境。

传统教育观念深深植根于教师与家长心中，导致教师难以实

施创新性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体系侧重于考试成绩，忽视了

对教学过程和教师创新的评价，增加了教师的压力，使其难

以专注于角色转变。教学资源的不足也限制了教师的发展空

间，教师在缺乏必要资源和培训的情况下，很难自如地进行

教学创新。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严重阻碍了教师角色从知识

传授者向教学引导者和创新者的转变。

2.2.1 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
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在教师角色转变过程中表现为多

个方面。传统观念强调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要求教师

以传授知识为核心，而忽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

的培养。这种观念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倾向于使用单一的讲授

法，缺乏互动和探究，限制了教师创新教学方法的尝试。教

师的专业发展往往被局限于传统知识传授技能的提升，而忽

略了教学反思与教学研究的重要性，从而影响了教师整体教

育理念的现代化转变。

2.2.2 教学评价体系的压力
教学评价体系的压力对教师角色转变构成了显著挑战，

主要表现为评价方式的单一化和过于注重成绩。当前的评价

体系过于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忽视了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

养，造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被迫偏重于应试教育，限制了教

学创新和个性化教学的发展。由于评价结果直接影响教师的

职业发展和学校的声誉，教师难以自发实施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从而阻碍了教师角色的有效转变和教育现代

化的推进。

3�突破困境的策略与方法

3.1�教师自身的改变
教师应树立现代教育观念，摒弃传统教育束缚，积极

学习和运用先进教育理论和方法，提高自主教学能力，注重

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教师要增强教学研

发能力，积极参与教学创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反思，

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教学效果和质量。

3.1.1 树立现代教育观念
树立现代教育观念是教师角色转变的重要起点。现代

教育观念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而不仅仅

是知识的传授 [3]。从传统的“一言堂”教学转向以学生为中

心，鼓励互动和合作学习是关键。这种观念的转变要求教师

不断更新教学理念，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教育需求。

3.1.2 提高自主教学能力
提高自主教学能力对于教师角色的转变至关重要。教

师需具备教学自主创新的能力，通过持续学习和教学反思，

增强课堂设计、教学方法和学生管理的综合能力，从而提升

教学效果。

3.2�学校层面的支持
在学校层面，加强对教师角色转变的支持是实现教学

目标的关键。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涵盖教材、教具、课外

读物及现代化教学工具，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营

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包括教学设施的完善、物质支持的增加，

有助于激发教师的创新性 [4]。通过改革教学评价体系，去除

对分数的过度依赖，更加注重教学过程和教师的教育理念，

能够鼓励教师实施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教学方法。

3.2.1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学校应注重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包括电子教材、

图书馆和多媒体设备，尤其是数字资源的拓展。

3.2.2 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有赖于良好的教学

环境，而学校的支持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良好

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助于激发教师的专业潜力，还能为学生提

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学校应注重教学硬件设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教学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黑板和粉笔，依靠现代化技术设备如多媒体

教室、电子白板、电脑和投影仪等，能够丰富教学手段，提

高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这些设备也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展

示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3.3�社会层面的保障
社会应该向教师提供更多的关爱与支持，积极营造尊

师重教的氛围，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教师

的社会地位和尊严，给予必要的法律保障和社会福利，确保

教师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权益得到满足，从而推动教师专业发

展，进而有效改善语文教学质量。社会各界应当形成合力，

共同构建有利于教师角色转变的教育生态系统，为实现教育

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3.3.1 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通过社会舆论宣传，增强公众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理

解，推动教师工会和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专业培训和心



6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11 期·2024 年 11 月

理辅导，保障教师的职业荣誉和身心健康。

3.3.2 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尊严
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对于推动教师角色转变至

关重要。在社会层面，需通过多种途径来增强教师在公众眼

中的形象和尊严。政府应加大对教师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

报道、表彰优秀教师等方式，让社会各界尊重和认同教师的

职业价值。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和福利水平，保障他们的经

济权益，从物质层面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通过立法和政策

制定，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创造稳定且有保障的职业环境。

这些措施既能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也有助于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进入教育行业，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的现代化

进程。

4�措施的实施效果与意义

4.1�措施的实施效果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通过教师角色的有效转变，显著

改善了教学效果。树立现代教育观念的措施推动了教师们更

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在这种新观念的引

导下，教师们逐渐放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转而采取互

动式、探究式教学方法，使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学生学习积

极性明显提高。

提高自主教学能力使得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

设计出更加灵活、多样化的教学方案。这不仅提升了教学内

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增强了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兴趣和理

解力。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各

项语言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

学校在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良好教学环境方面的努

力，也极大地支持了教师角色的转变。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为

教师的教学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优越的教学环境则营造了

积极的学习氛围，使教师能够更加专注于教学实践和研究，

最终反哺学生的学习体验。

4.2�对初中语文教学效果的提升
通过采取教师角色转变的措施，初中语文教学效果得

到了显著提升。新的教学观念的引入使教师更关注学生个性

和需求，教学内容和方法得到优化，学生兴趣和参与度显著

提高。自主教学能力的提升使教师能够设计更加灵活、多样

的课堂活动，提高了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有效性。丰富的教

学资源与良好的教学环境的提供，为教师创造了一个更加有

利的教学氛围，教学资源的多样性使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

彩，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宽。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尤其是

对教师创新和自主性的鼓励，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创新氛围，

教师能够更加自信地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提升了教学质量与

课堂效果。社会关爱和支持的增加，在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

和尊严的也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使教师能够

在一个更加稳定和融洽的环境中进行教学。这些措施不仅提

高了初中语文教学的整体水平，还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4.3�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措施的有效实施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通过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和提高教师的自主教学能力，学

生能够接触到更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更丰富的学习内容，从

而提升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在学校提供的充足资源和良好环

境下，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教学工具和资源，发展自主学

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结语

论文针对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及其面临的

困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的突破策略。研究发

现，教师的角色转变不仅需要教师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学校

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为了突破现有困境，我们建议教师进行

教育观念更新，提升自主教学能力；学校提供丰富教学资源，

改革教学评价体系；社会保障教师专业发展的权益，提升教

师的社会地位。这些策略实践中已经显示出其有效性和积

极意义，对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效果，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本研究还

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仅从宏观层面对教师角色转变的困境进

行了探讨，对于个体教师的具体情况并未进行深入分析；同

时，提出的突破策略也需要进一步实践验证与修改。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教师个体的需求，优

化突破策略，为初中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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