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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论述了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教师思想道德、科学知识、教育心理、教育能力等方 

面素质的新要求，以及大学教 口应如何从教育观念、咖口德、创新、教学方式、知识结构等方而完善 自身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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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知识经 济 时代 的到 来 ，高等教 育 的改革 对 

教师素质提 出 了更 高 的要 求 。要 实施素 质教 育 ，首 

先应提高 教师的索质 。教师水平的高低对索质教育 

的质 量有直接影 响。 

一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 

教育观 念的转变首先是教育价值 观的转变。教 

育的价值一方 面在 于提 高全 民族 的素 质 ，另一方 面 

则在 于提 高人才 的全 面 素质 。但 是长 期 以来 ，在我 

国高 等教育 中 ，专业教育 的思想 十分突出 ，随着社会 

主义市 场经济 的建立 和新 世纪 的来 临 ，现代 社会 迫 

切要 求在大 学教育 中把专业教育 与通识 教育有机 结 

合起来 ，对大学 生 实施全 面 的素质 教育 。其 次是 教 

育主体观 的转变 。素质 教育 的主体 观 ，要 求尊重 学 

生 的主体 地位 ，发挥学生 的主观 能动性 ，培养学生学 

会 自主学习 的能力 ，尤其 是将 知识 应用 于实践 的 能 

力 和创造力 。教育 主体观 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 由授 

受教学观 向培养学 生学会 自主学 习 的教 育观 转变 ； 

由偏 重培养学生认知 能力 向重视 学生情感 与理 性协 

调发展 的观念转变 ；由师道 尊严 向师 生 民 主平 等的 

观念转变 ；由单纯 重视 培养 个人 成才 的观念 向重 视 

培养 团队精神 的观念 转变 ；由只注 重知 识灌 输 的培 

养模式 向知识 、能力 、素质并进 的复合 型人 才 的培养 

模 式 转 换 。 

二、师德是教师素质的灵魂 

教师 素质 主要是 指教师 的机体 素 质 、文化 知 

素质 、道德素质 与心理 素质 等。 由于教 师 的职 业特 

点 ，教师 的道德 素质 比文化 素 质更 为重 要。师 德是 

教师人格 特征 的直接体现 。教师 品德是 调整师生 之 

间关系的行为准则 。大学教师 的威信构成有 四个 方 

面—— 思想威信 、学识威 信 、品 德威 信 和情 感威 信 。 

教师 的世界观 时时刻刻都在对 大学生发生着潜 移默 

化 的影 响 ，敬业乐教 、也是 对教师职业道德 的基本要 

求 。只有敬业乐 教 ，才 能 自觉 地担 负起 育人 的崇 高 

职 责 ；才 能勤奋 学 习，不 断探索 教育 教 学规 律 ；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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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高度 的责任感和强烈 的事业 心 以及 勇于创新 的 

精神 。 

三、创新是教师素质的核心 

创 新 是 一 个 民族 进 步 的 灵 魂 ，反 映 在 教 育 上 则 

要求教师 对 学生 培 养 的 目标 指 向 和重 心从 传 统 的 

“传 道 、授 业 、解惑 ”转移到创新 意识 上。创造性 人才 

的培养 呼唤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 呼唤创新 型教 师 ，呼 

唤教 师的创 新 素质 。美 国学 者史 密斯 (R．Smith)认 

为 ，“所谓创新 型教师就是那些善 于吸收最新教育科 

学成果 ，将 其积极 应 用于 教学 中 ，并且有 独立 见解 ， 

能够发现行 之有效 的新教 学方法的教师 0 77创新 教育 

无疑对教 师 的知识 从 量 和质 上 都 提 出 了更 高 的要 

求 。在 知识 经济 时代 ，各 种新 型学科 、分 支学科 ，边 

缘 学 科 将会 应 运 而 生 ，旧 知 识 将 很 难 适 应 社 会 的发  

展 。教 育应是终 身 教育 ，而终 身教 育则 要求 终身 的 

学 习 。 因此 ，教 师 必 须 孜 孜 不 倦 地 求 新 索 异 ，方 能 培 

养 出善于终身学 习的新一代 。 

新 思潮 的先 驱者 和开拓 者 ，不仅要 有强烈 的创 

新意识 ，而且 应具 有科 学 的创 新思 维和 全面 的创 新 

技 能 。 教 师 的教 育 科 研 能 力 是 更 为 高 级 的 、根 源 于 

教育实践 而又有所超越和升华 的创新 能力。它总体 

上 提 升 着 作 为 新 时 代 教 师 的 品 味 与境 界 。 它 主 要包  

括教 育反思 和理论创新等 能力。教育反思是指教师 

勇 于 和善 于 对 自己 的教 育 实 践 作 出严 肃 的反 思 和 内 

省 ，既要敢 于正视 自己短 处 ，努力 探 索补救 途径 ，也 

要善 于总结 自己或 同行 成 功 的教育 经验 ，从 中提炼 

出某 种可供借鉴 ，蕴涵着 推广 价值的精华 ；理论创新 

是 指 教 师 善 于 从 经 验 上 升 到 理 论 ，从 而 突 破 科 学 教  

育 和 教 育 基 本 理 论 中 某 一 既 定 框 架 ，构 建 新 的教 育  

模 式 ，直 接 和 间接 的产 生 显 著 的教 育 效 益 。 

四、教育转型呼唤新的教学方式 
， 

● 

素质教育观及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对传统 

的教学方式产 生 了重大 的冲击 ，要求 将封 闭式 的课 

堂 教 学 转 为 开 放 式 的 大 课 堂 教 学 ；在 教 学 中学 生 从  

客体转 为主体 ；传 统 的单 一 知识灌 输方式 转 为培养 

创造 力 的启发方 式 ；人 才培养 从简 单 的专业 知识型 

转 为综合型 、复合 型、创造型 和开 拓型等 等。新 的教 

学方 式下 ，教师应从 培 养学 生创新 思 维这一 角度 出 

发 ，善用教 材 ，组 织好 教 学 内容 ，将创新 意识 和创新 

能 力 有 机 地 渗 透 到 整 个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去 。 这 就 要 求 

教师应具备独特 的教育创造 能力 。首先要有 能设计 

出效 果 较 佳 的教 育 方 案 的 能 力 ；其 次 ，要 充 分 考 虑 到 

每 个 学 生 的实 际 接 受 能 力 ，把 大 纲 的共 性 要 求 与 学 

生 丰 富 的个 性 有 机 整 合 ，从 而 最 大 限度 地 实 行 教 育 

教 学 目标 的针 对 性 和 实 效 性 。 再 次 ，对 教 育 内 容 的 

安 排 也 要 有 张 有 弛 、前 后 呼 应 、节 奏 饱 满 、主 线 突 出 ， 

从而使学生积极 主动地参 与到教学过程 中来 。 

五、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势在必行 

当 今 知 识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趋 势 是 知 识 的 一 体  

化 ，自然科学 、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 学在高度分化 的基 

础上走向高度统 一 ，且 以综合 为 主流 的趋 势。原 来 

那种单一型知识结构 的人才 已不能适应新世 纪的需 

要 ，复合型人才将在新世纪竞争 中取 得绝对 的优 势。 

创新型教师应具 有广 博 的知识 ，因为 自然科 学 与社 

会科 学 、人 文 科 学 之 间 存 在 着 内 在 的 、必 然 的 联 系 ， 

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将很难 引导学生进行全 面深入 

地学习。 因此 ，教 师 的知识 结构 应从 单一 型 转 向复 

合 型 ，这样 才 能 适 应 当 代 社 会 知 识 不 断 更 新 的 状 况 

和社 会 不 断 发展 的要 求 。 

目前高等 教育 陷入 的困境是 ：既要满 足 眼前市 

场对 人 才 的需 求 ，又 要 为 未 来 的 发 展 培 养 潜 在 的 人  

力 资源 。 一 名优 秀 的 教 师 ，绝 不 仅 仅 是 拥 有 某 种 学 

历 或 一 技 之 长 ，而 是 更 多 地 关 注 自己 的 全 面 发 展 ；他 

不只是看到今天 的、眼前 的事情 ，而是具有一种 历史 

的、多维 的视 野 ，能看 到事 物的规律性 、发展方 向 ；必 

须拥有 自己独 立的见解 与判断 ，有 执著的信念 ，创造 

性 的思维 ，以及脚踏实地 的实 践能力 ；应具有 一种宽 

大博 爱 的胸 怀 ，对 于 他 人 、社会 以及 自然 有 一 种 责 任 

感和使命感 。综 上所 述 ，优化 教师 的知识结 构 已是 

刻不容缓 的当务之 急 。唯此 ，高 等教 育 的改革 才 能 

进 一 步 深 入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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