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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不可替代的专门职业教师是不可替代的专门职业

    负责全国教师教育工作的教育部师范司司长马立: 

      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每个教

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必须通

过改革、加强和发展教师教育来实现。 

          教师是个专门职业。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体

现在有国家的学历标准，职业道德的要求，必

备的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严格的教师资格管

理和制度等。这个职业应该具有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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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学论概念



一. 科学教学论概念:

      科学教学论是研究中学《科学》教学的教育科学

，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它是以教育学和

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总结中学《科学》教学实践经验

，并运用现代科学教学方法的成果，研究中学《科学

》教学目标、任务、方法、内容、过程、原则等问题

的科学规律，以及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规律。把

《科学》教学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理论化、科学化、

规律化，从而形成的科学，它是一门实践很强的就业

指导课程。



   1. 我国科学教学论的产生和发展

  2. 国外教学论研究概况：

      教学论与心理学相联系；

      教学内容现代化；

      增强基础理论的比重；

      学习科学家的方法技能，

      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学科学分科：教材教法—科学教学论



l教学论课程增加新教学内容和新的难度
；教学手段现代化；

l提倡个别化教学、多种组织形式配合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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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中学《科学》教学论目的与任务

  系统学习《科学》教学论，目的在于掌
握《科学》教学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
识，初步具备分析中学教材、备课、上
课、课程评价等《科学》教学工作的能
力（具一定的教学技能）；了解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认识《科学》教学论课程
的重要性，增强当一名合格中学《科学
》教师的责任感，为独立从事《科学》
教学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概括起来，
学习教学论的目的主要有二大方面：教
学技能;教育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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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学《科学》教师的任务与岗位要求中学《科学》教师的任务与岗位要求

任务: 是发展学生的《科学》的科学素养和

《科学》技术素养，使学生能够在科学技
术上占主导地位的21世纪中更加富有成果

的、有效的生活。

 要胜任当代中学《科学》教师的工作，则不

仅要有坚实《科学》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
而且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A：理解中学科学课程的性质和价值。

         对中学《科学》课程性质价值的认识反应

了教师对自身工作、任务特点和实质的理解，
这种理解会影响教师工作中的努力方向，是
对《科学》教师专业素养的基本要求。《科
学》教育工作者对中学《科学》课程的认识
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生物科学技术的进步而
不断的深入和变化。《科学》教师要不断的
思考这个问题，与时俱进。 



B：理解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和特征。

l《科学》教育有两块基石:一是人们对科学的

本质和特征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
青少年认知规律的认识。因为，中学《科学
》课本包含了科学和技术的内容，所以《科
学》教师对科学和技术本质的认识，有助于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根据学科特点有针对性地
进行



C：掌握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学习特点。

l这是教育的基石之一，这可以减少实际教学
中的盲目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能及
时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这里，需了解当前科
学教育改革方向的理论和观点。 



D：能够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l这是本书的重点，也是我们学习重点，在明
确教学任务和要求后，要有能力去设计一系
列的目标明确、教学方法适当的学习活动，
能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主动地
参与学习过程，让学生经常动手实践，并在
学习中较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使学生的学
习成为一个有序、有效、有趣的过程。



E：利用多种评价方式来反应学生的进步

F：专业素养的持续发展

l《科学》老师参与教育研究是自身发展的一个
重要途经，同时，老师还要利用多种学习资源
和培训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教学技能。



G：时代的发展对科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l       教师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新一轮的《科

学》课程改革。

l     20世纪未，我国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

在此课程改革中，《科学》课程在课程理念
、课程目的、课程框架和内容要求等方面都
有了很大变，在重新定位了中学《科学》课
程的价值后，课程改革的焦点聚集在“面向
全体学生”和“倡导探究性学习”。



l “面向全体学生”带来的变化是课程内容
加大了灵活性和选择性，使不同地区、
不同学校的学生能尝到更适合学生需求
和条件的内容，高中阶段的《科学》课
程还增设了选修单元等。这些变化老师
要面对一些新的教学内容、新的实验技
术及新的教学策略。



l而“倡导探究性学习”则大大增加了课程
中对于过程技术要求探究活动的内容，
并对老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
能力和引导发现问题的教学技能提出了
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又恰恰是我国师范
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弱点。这应成为我们
师范生学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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