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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perio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as a great im-
pact 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idea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teaching courses and assign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so that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
ment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teaching 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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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新课程改革对于传统教育的冲击非常大。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传统教育的
相关管理方式以及教学理念都已经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转变。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教学课程以及教学作
业，需要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研究，使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背景下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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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程改革对于现如今的教学工作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在当下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促进社会各

方面快速变革，教育也随着经济发展快速变化，在教育过程中，

教育形式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都有了非常显著的改变。若是

不能够适应这种形式进行教学管理模式的转变，将会被新时期

背景下的教学工作所抛弃，难以实现有效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2 教育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管理理念落后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素质教育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同时

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提升。经过中国许多学校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对于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没

有进行尊重和提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还是教师的一言堂，

学生的素质教育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且针对学生学习效

果的评价仍然是以分数为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缺乏其他的

评价指标，对于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价缺乏客观以及合理性的

评价。而且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新的教学目标已经渐渐出现，

但是管理模式并没有与之相匹配，所以现在教学目标的实现

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持，实际的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提升并没

有得到实现，甚至会导致实际的教学质量下降 [1]。

2.2 教育教学管理目标缺乏

在许多学校当中，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往往是一直空谈，

并没有设置具体的教育教学管理目标，所以在许多学校当中教

育教学管理工作以及管理者及本人的思想观念非常落后，在实

际工作执行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性的管理目标让其进行管理。在

没有目标驱动的情况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质量以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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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率都大大降低，而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质

量渐渐变差，从而无法达到对新课程改革教学目标的实现效果。

这对于许多学校内部的管理者来讲，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对于

新课程改革的相关教育目标并没有进行重视，并且在实际工作

过程中没有进行真正的实施，所以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仍

然在大行其道，对现代的教学工作来讲，不能完全产生实际性

的帮助作用，有时候反而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 [2]。

2.3 师资队伍建设薄弱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为更加注重素质教育以及综合

性教育，所以教师队伍质量就成为实际教学效果的最主要影

响因素。在传统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许多教师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理论基础，在

实际工作过程中仅仅是进行照本宣科式的课堂教学，难以开

展有效的以及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来进行实际教学内容的开

展，不能够对学生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进行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大大降低。而且对于一些学校来讲，特别一些民办学校，

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实行过程中，老师的流动性也非常大，

有些甚至是外聘来的兼职教师。有些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工作

时并没有实际经验，所以导致管理工作形同虚设，甚至是完

全没有。所以针对于现如今的教师队伍来讲，进行综合素质

提升以及管理水平提升是非常必要的 [3]。

2.4 教育教学管理落实不到位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所开展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是以

人为本并且需要实现综合素质提升的。但是在进行实际教育

教学工作过程中，工作并没有将人性化管理进行真正落实，

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对实际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无异议的管理制

度，导致教学管理制度过多而且泛滥。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

执行过于表面，对于实际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并没有任何

意义。[4] 过于臃肿的制度，再加上理念缺乏以及理念落后的

管理人员，导致新课程背景下的传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仍然

在发挥着极强的影响力作用，对于新课程改革教育教学工作

的大力推动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3 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3.1 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理念与先进意识

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在执行过程当中，执行主体

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为了提升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质量

以及执行效果，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对管理者的思维以及理念进

行提升。通过对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工作目标以及教学要

求进行深度解析，使各级管理工作人员能够充分认识到新时期

背景下的教学工作任务以及教学性质，充分认可教育教学管理

模式的更新以及改革，并且将其作为在今后工作过程中的指导

思想。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用先进的理念以及意识来

开展实际管理工作，促进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质量的真正提升。

3.2 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在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时，需要管理制度作为其实现

的基础，并且为其实际执行提供可靠的支持以及理论辅助。

对于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讲，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都需

要制度拥有规范性以及标准性。对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

因为涉及到国际民生，所以更加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标准化。

对现有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提高现有

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力度。基于新课程改革背景进行教

育教学管理工作，需要对与形成改革管理制度不符的，或者

是会阻碍相关的改革，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执行的相关传统制

度进行淘汰，以新课程改革课程目标要求为基础进行现有制

度的完善，实现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增长落实，避免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成为一纸空谈。

3.3 确立更加严格及标准的教学标准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管理工作非常单一，在实际

执行过程当中没有对以学生为本的思想进行重视，并且也没

有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进行培养和提升，所以学生的全面

发展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在新时期发展背景下教育教学管

理者应当根据现如今的新课程改革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作

为基础，对现有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和更新。通过更加

多元化的视角，对现如今教学管理工作进行解读。因此在实

际管理工作过程中，管理者应当充分认识到新课程背景下以

人为本的教学原则，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充分重视以学生为本

的主体地位，真正的以学生的角度去对教育问题进行考虑，

同时对自己教师身份进行坚定，确保教学管理计划能够具有

可行性。教育教学管理者还需要对实际教学工作进行阶段性

的划分，更好地将实际教学计划进行落实。

3.4 提升教师队伍素养

因为新课程背景下教育教学管理的相关理念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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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教学以及管理方法和评价标准，对

于现如今的教育工作来讲并不完全适用。所以教师应当充分

认识到新时期背景下教育教学工作的巨大转变，并且将自身

教师岗位所需要进行的改变进行重视，并且在实际工作过程

中或者是其他时间针对新课程教育教学工作要求以及未来的

发展需求，对自身的素养进行提升，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以

及技能水平。学校应当充分认识到，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队

伍素养提升的重要性，积极组织开展大规模以及高质量的培

训，切实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养。对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来讲，

引导教师在新时期背景下自主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更好地适

应当下形式开展教育教学这一块的工作，增强与学生之间的

有效沟通，加强课堂管理效率，提升实际教学质量。

3.5 开放性的教育教学管理系统建设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对于学校来讲应当只由学校内部教师

来进行管理，应当加强开放性平台建设，使管理平台当中既有

学校教师，同时又有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本人。通过开放的管理

平台促进教师与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有效沟通，针对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的相关问题以及建议进行及时的反馈和解决，提高教育

教学管理工作的实际工作质量。通过更加开放的平台能够使学

校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知名度大大增加，与社会活动相融合，

通过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平台来促进多方交流，促进学校本身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长远发展以及不断完善 [5]。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如今的许多学校当中，

由于人口的流动，有外来学生的存在，这部分外来学生因为

是从外地转入，所以在与本地学生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会存

在一些问题。学校本身应当针对这两种学生群体的融合进行

调节，使所有学生都能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受同等的教学

资源，不会因为地域区别使学生群体之间出现冲突，导致教

学管理工作出现问题。教师应当在此教学管理过程中对所有

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因外地学生或者是学生本身的学习水平

低下而另眼相待。帮助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养

成开朗乐观的心态，在学习与生活中更加自信 [6]。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具有了更

高要求，在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学更加注重综合

素质教育的提升。所以无论是教师队伍还是教师教学工作，

都应当针对现如今的新课程改革，教学工作目标以及未来发

展需求来进行改变。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工作，

促进教育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在未来的发展过

程中，教育教学的管理模式以及教学形式都会不断出现变化，

因此应当不断的对自身的相关理念进行更新，更好的适应不

断变化与发展的社会形势和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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