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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刚步入小学教师岗位的新任教师#在角色转换中往往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难免陷入自卑的泥潭#丧失职业自信#甚

至产生辞职想法'为此#要客观认识新任教师阶段#建立教育信念与信仰#全面看待学生成绩的*进退+#做好
/eYS

分析与教

学笔记#利用网络资源和线下交流学习#提升职业自信与职业能力'

关键词!新任教师&职业自信&教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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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的

认可#简言之#就是相信%信任自己'教师的职业自

信是指教师对自己有能力成功完成各项教育教学活

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征#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对自己的认同感'在职业自信这个问题上#小学

新任教师常常最容易出问题'笔者在与小学一线教

师交流过程中#发现新任教师的职业自信比较低#有

些老师甚至产生*误人子弟+之感#几乎想放弃教师

职业'

构建教师职业自信#能够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而

新入职教师所要经历的*生存关注阶段+#是教师专

业成长的起点'一般认为#这一阶段的教师所关注

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关注对课堂的控制#以及学生

和同行对自己的接纳与否'在此阶段#教师都具有

相当大的压力#建立职业自信尤为重要'

一&新任教师常见的职业自信问题

新任教师与新教师有所不同#后者多指的是那

些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头三年的人#而新任教师则是

那些刚走出象牙塔#步入教师岗位第一年的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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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师面临师范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对这一转变#

小学新任教师往往在心理和行动上准备不足#在角

色转换中往往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美国国家教育

研究所报告指出$*一个人第一年的教学情况如何#

对他所能达到的教学效能水平有重大影响#而且要

持续数年&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教师行为起

调节作用的教师态度&也确实影响到教师是否继续

留在教学专业的决策'+

5

#

6

#>

在竞争中全面否定自己

小学新任教师从踏上讲台开始#就面临着各种

各样的明里暗里的竞争#如学生成绩排名#班级的管

理#各种竞赛活动等'这些竞争往往最终演化为教

师之间的竞争'新任教师往往工作热情高#非常希

望自己在工作中有所表现'但是当现实与自己的愿

望产生差距时#小学新任教师也就更容易沮丧'

小学新任教师可能会接手已经组建好的班级#

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拿自己与前任教师相比#在这种

比较中#新任教师多看到的是自己的不利面#往往将

学生学习成绩的退步或者违反纪律归因为自己的能

力不佳#甚至动了辞职的念头'

!>

因$教育缺憾%而否定自我

小学新任教师在师范院校所接受的教育情境过

于理想化#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到学校开讲座的优

秀一线教师的示范#或者是教育学课本所传承的陶

行知*四块糖果+那样的高超教育机智#学习的教育

心理学知识更多的也是围绕*罗森塔尔效应+*皮格

马利翁效应+#因此将教育*高尚+化#立志做一个塑

造学生心灵的老师'但是#新教师缺乏经验%缺乏一

定的实践性知识#往往无法达到教学的完美程度#一

些新任教师囿于理想的教育情境#对于自己亲手制

造出来的*教育缺憾+心存愧疚#因而丧失了自信'

&>

因人际圈子狭窄而困囿

小学新任教师离开大学的象牙塔#要融入一个

陌生的环境#人际圈子比较狭窄#往往与其他新任教

师交往比较多#大家遇到的问题比较类似#比较有共

同语言#但新任教师整体的教育教学技巧相对比较

低#大家往往是互相吐苦水#而新任教师所遭遇的教

学问题在这种相互的交流中却难以得到实质性

解决'

A>

对教学困境估计不足而否定自我

小学新任教师从象牙塔走出#前一刻的身份还

是学生#从学生要马上转变为专业的具备管理学习

环境能力的人#要化身为教学促进者%学生的良师益

友%班级管理者%家庭教育咨询者%教育研究者%课程

开发者等复杂的角色'这里的*转身+往往不那么华

丽#因为社会经历不足#往往低估了教学情境中的困

难'当华丽的入职想象变成无法掌控的课堂#当期

望的罗森塔尔效应变成无法处理的学生行为问题#

或者师生关系的难题等等#新任教师很容易陷入焦

虑不安'小学信任教师入职前会低估教学困境#而

入职后又高估自己面临的困难#在困难面前手足无

措#种种挫折使他们陷入一种无力感#甚至产生了逃

离教师行业的念头'

%>

缺乏职业认同感而职业自信$无所谓%

在小学新任教师群体中#也有部分新任教师并

非师范专业毕业#或者虽然是师范毕业#但对教师职

业并不认同#属于*可当可不当+式的老师'这些老

师一般为小学代课老师#并未考入教师正规编制#对

教师职业缺乏认同感#对学生缺乏热爱之心#因此#

他们并未像其他小学新任教师一样#一入职就满怀

憧憬#就竭尽全力'这部分老师缺乏职业热情#在教

学方面不够专注#没有紧迫感'*可当可不当+式的

新任教师#很可能是因为生计才选择教师岗位#在教

育事业上也没有进取心#因此对教学工作本身持*无

所谓+的态度#因而职业自信也成了无源之水'

二&新任教师构建职业自信的策略

新课改之后#教师专业成长的概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有很多外部因素制约教师专业成长#而起决

定作用的就是教师自己'对小学新任教师来说#内

因往往比外因的作用更重要'教师在这一时期的职

业自信会影响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构建职业自信

尤其重要'

#>

客观认识新任教师阶段

新任教师阶段#是专业成长必经阶段'新任教

师在入职之前往往对教师职业充满向往#有诸多的

想当然$认为教师职业充满光环充满美好#认为学生

都是爱戴老师的#认为学校必然为教师提供了成长

的舞台等等'但事实是#教师行业在光辉的另一面

是清苦%日复一日工作的坚持#甚至也要日夜加班&

除了要面对学生#备课写教案#还要时不时地迎接一

次次的检查#教师同时也要处理复杂的同事关系'

有的同事可能和蔼可亲#积极提携新人#有的同事不

愿意指点别人#生怕别人偷学了自己的技艺'因此#

#A#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新任教师在进入学校之前#要加强对这一段特殊时

期的*学习+'师范学校在培养师范生的过程中#尤

其要展现教师工作的多面性#这不是*打击+师范生#

而是让其尽早获得免疫的能力#以免在失去了最初

的职业新鲜感之后#也失去了自己的豪情和职业

自信'

!>

建立教育信念与信仰

正如前文所述#小学新任教师对教育%对教师工

作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其职业自信'动机因素是教师

做教育教学工作的最基础动力#很难设想一个对教

育工作毫无兴趣的人#或者一见到学生就心烦的人#

会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主动的评价%反馈和调控

88

5

!

6小学新任教师在上岗之前#一般都会接受培

训#而教育信念与信仰的培养就是重中之重'在与

学生的交往中#新任教师也会慢慢受到学生纯净心

灵的感染#变得更加热爱自己这份工作'只有真正

地爱小学教师这个岗位#尊敬小学教育事业#新任教

师才有可能反思自己的不足#努力改善自己#继而产

生胜任教师职业能力的信念'小学新任教师可以观

看,乡村女教师-%,一个都不能少-%,热血教师-%,放

牛班的春天-等经典教育影片#来提升自己的教育信

念与信仰'

&>

全面看待学生成绩的$进与退%

小学新任教师从入职之后#就不可避免地陷入

竞争'虽然现在小学没有升学考试#教师压力相对

较小#但还是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学习成绩的竞争%各

类竞赛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就会影响新任

教师的职业自信'

笔者在与小学新任
E

教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她

萌生*不要再误人子弟+的念头已经很久了#其中的

重要原因就是同事笑话她$*以前你们班上测验能考

B"

多分的学生#现在却只能考
C"

多分+#这点严重

地挫伤了她的教学自信'在与
E

教师更深入的交

流时#她慢慢地理清$第一#同事可能只是一句玩笑

话#这句玩笑话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够客观

的'第二#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有学生之前考
B"

多分而现在考
C"

多分的情况#并不能就此证明她的

教学是一无是处的'因为班上还有的学生之前考

$"

多分#现在能考到
C"

多分'此外#学生的考试成

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学生成绩下降可能是因为

自己的教学水平不够#也可能是学生自己那段时间

没有努力#甚至会受制于学生各种身心因素的制约'

第三#学生的学习风格和教师的教学风格要不断适

应#学生的学习成绩才能提高'她只教了一个学期#

有些学生还不太适应她的教学风格和教学要求#因

此#成绩的起伏是正常不过的事情'第四#如果因为

遇到困难就要换工作#那其实是增添了自己人生不

成功的经历'无论是教育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其实

都面临着从头开始#一路荆棘'如果自己的心态没

有调整好#不能直面困难#如果全面看待问题的思维

没有建立#换一个行业#也不会马上海阔天空'

A>

做好新任教师的
/eYS

分析

/eYS

分析方法是根据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

进行分析#找出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其

中#

/

代表
:;*4+

O

;0

!优势"#

e

代表
R4,[+4::

!弱势

或劣势"#

Y

代表
(

JJ

(*;)+2;

<

!机会%机遇"#

S

代表

;0*4,;

!威胁和挑战"'其中#

/

%

e

是内部因素#

Y

%

S

是外部因素'

5

&

6新任教师在遭遇挫折的过程中#往往

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劣势#而闭上了看自己优势的那

只眼'小学教师在入职伊始#就应该做好全面的

/eYS

分析'从不同角度出发#更加全面地认识自

己'如作为新老师#在
/

!优势"方面#往往具有更先

进的教育理念#更关心和热爱孩子#接受新事物的速

度快#精力充沛#时间比较充裕等&在
e

!劣势"方

面#往往教学经验不足#做事情可能需要返工#专业

能力需要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有待加强等&在
Y

!机

会"方面#新教师往往有很多参加新秀赛课的机会&

在
S

!威胁"方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客观

看待学生成绩的进步退步#以及各种班级评比活动

的成败'

就以
E

老师为例#如果做好
/eYS

分析#就不

会纠结于某个学生成绩下降这件事'如果
E

老师

能看到自己作为新教师的种种优势#就会明白其实

大多数学生更希望教他们的是一个对工作百分百投

入的新老师'如果自己的工作投入了#而学生成绩

下降了#就不必再纠结于这件事'换一个角度想#若

干年后#四年级时的期末考试成绩#已经被学生忘

掉'对学生更重要的不再是那些考试内容和分数#

而他们记得的东西却是要教师全身心投入才能融入

学生生命的'新教师在这一点上#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

做好教学笔记或反思

新教育改革的发起人之一朱永新教授曾经以风

趣的语言#在其*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开业启示+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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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投保条件$每日三省#写千字评语一篇'一天

所见%所闻%所读%所思#无不可入文'十年后#持

&$%"

篇来本公司'理赔办法$如投保方自感十年后

未能步入成功者!名师"之列#本公司愿以一赔百'+

他也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写三年形式化的教

案#对教师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若写三年教学笔记#

却可以使教师受益匪浅'

写教学笔记#对小学新任教师来说尤为重要'

倘若
E

老师教学笔记所述的主要是如何调整心理#

而不去反思如何提高自身教学水平#仅通过不断调

整心态#来找足够的理由安慰自己#无疑会成了阿
_

老师'新任教师要想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最有效

的办法首推教学笔记'对教学笔记有不同的称呼#

如教学反思%教学札记或者教后记等#这些都是对自

己教学行为的一种记录%批判%反思'

新任教师工作不熟练#难免觉得工作繁忙#恨不

得有三头六臂#所以往往忽略了对教学的日常记录'

其实这种记录也不必花太多时间#每天只要十几分

钟而已'新任教师有更多的精神生命的困顿#而教

学笔记则让这种困顿有了倾诉和表达的出口'在不

断的批判反思中#新任教师也就有了对教育教学的

深层思考#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平'同时#不间断的

记录#也会成为教师日后研究的有效素材#成为专家

型教师的阶梯'

$>

利用网络资源和线下交流提升能力

教师的专业自信对教师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它包含专业外部自信和专业内部自信'

5

A

6塑造教师

专业自信的核心是发展教师的专业内部自信'教师

的专业内部自信离不开交流与学习'小学新任教师

又是处于特殊的成长时期#尤其需要同行的鼓励和

指导'每个学校的组织环境不同#有的学校特别注

重提携和培养新人#给新任教师特别的关照#还有科

学的交流指导方案'而有些学校教研氛围不够好#

任新任教师自己摸爬滚打#或者即使领导已经要求

老教师带新任老师#但是老教师不作为'如果遭遇

了后一种情况#新老师就要自己另辟蹊径#找到校外

优质资源#进行交流与学习'现在是一个网络社会#

在这个虚拟社会中#存在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小学新

任教师可以轻松地通过微博%微信等找到能够指点

自己的人#哪怕身在偏远乡村#只要有一根网线或者

有一部智能手机#主动去交流#就能找到帮助自己的

*大师+'而且网络中的交流和学习有时比面对面地

向同事请教更便捷'

#FF$

年召开的第
A%

届国际教育大会建议$*应

该对刚开始从事教师职业的教师给以特别关注#因

为他们的最初职位及他们将要进行的工作#对其以

后的培训和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5

%

6新任教师

应积极主动地了解这一阶段可能面临的实际困难#

做好心理准备和实践准备#在入职伊始建立好职业

自信#并将这份职业自信转化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向

专家型教师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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