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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也。在教育以社会与知识为本位的年代，教师职业的基

本任务的确如此。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教育本身的发

展，教育逐渐走向人本位，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开始推进

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本”的课程思想，教

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教师的职业性质也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教师在继续“传道、授业、解惑”的同

时，更应注重在教育过程中与学生共成长。在今天这样一个

年代，知识量每5年翻一番，网络信息量更是以15个月翻一番

的速度在急速膨胀，教师在“以社会与知识为本位”的时代

所享有的知识与精神权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教师必须

与学生共成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教师职业的专业化程度

进一步提升，专业竞争也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所以，我认为

，教师的职业负担总量上肯定会加重，增加的会是心理负担

，而减轻的会是个别辅导的压力。 教师的专业成长加重了负

担 在上世纪80年代，一套人教版教材可用上十多年。如果一

位教师从上个世纪了0年代末开始从事教师这份工作，十多年

用的是一本教材，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传授法 启发式，

其在备课、学习、教学研究等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所花的时间

会大大减少。所以，在那个年代，资质越老，专业压力越小

。但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特别是随着新课程的推出，教师

职业的专业压力不断增大。现在，教师不仅每学期初与假期

要参加大量的专业培训班，而且在学期中需花大量的时间进



行备课与研究，对每节课根据新课程要求精心设计，从而改

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北京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学教师日均备

课时间已达2.65小时，还不包括每天大约人均45分钟的学习研

究时间。这就说明，教师每天花在这方面的时间急速增加，

这既反映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同样说明，我们应比以往

更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 教师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在增大 我在

教育实践中体会到，这种心理压力来自两方面：其一，我曾

在多个报告会上做过调查，几乎所有教师都认为，现在的学

生比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更难教育。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信息社会使我们的学生在很多方面跑到了我们教师的前面

；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学生的差异性正迅速扩大；多元文

化的冲撞，让学生的人生现、价值观发生变化。所以，现代

教师面对学生，即使是小学生，其精神与知识权威已丧失，

面对这种情况，教师传统的、内在原有的教育思想使其极不

适应。面对着这样的学生，教师的心理压力自然增加，师生

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很多原来优秀的教师无法适应这种情

况而遭遇淘汰。 其二，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在推进新课程

，另一方面，应试教育带来的不科学的评价不仅没有消失，

而且有加剧之势，故教师所承担的生理与心理压力继续加大

。主要表现在：一是同行间分数的竞争；二是学生进入高一

级学校需要的分数带给教师的压力。我周边的，一所学校就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优秀教师与另一位同资质的教师分

别担任两个所谓特色班的班主任，学生的知识基础情况差不

多，一个月后的学校统考，两个班的数学成绩出现较显著差

异，这位班主任竟几夜无法安睡。她一个个找学生谈话或打

电话；亲自做工作业体育、研究性课程等课任教师让课给数



学教师；分层开家长会等等，几乎动用了她所有的能力和时

间。几天下来，我几乎认不得她是谁！我相信，这样下去，

这样的教师真的，会垮的。 个别辅导的压力在减轻 随着教育

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小班化和二期课改的继续推及，

教师在批改作业、个别辅导等方面的压力会迅速下降。例如

小班化教学的实施，让课堂内的因材施教成为可能，很多原

来在课外要进行辅导的学生课内就可完成辅导，同时，由于

班级人数的减少，二期课改对教师布置作业量的限制规定，

教师批改作业的量与时间会大幅下降。 当然，不同教师对负

担的理解与感受是不同的。一个将教育视为自己事业的教师

，一个将学生视为自己子女的教师，一个将学生间的差异视

为教育财富的教师，他是不会将教育视为负担的。但这样的

人不是多数。从教师队伍整体来说，我认为，就目前新旧教

育思想交替变化的时代（其实，将来的时代永远是这样的）

，教师的整体负担会加重。2005年北京的一份调查（由北京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实验监控与评价工作组完成）显示

，91.3％的中小学教师认为工作量比以前增加，其中小学

占95.9％，中学教师认为工作量比以前增加的占84.3％，认

为2005年比2004年工作量增加的人数增加了1.9％。 随着时代

的发展，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教育越来越需要充满智慧

和爱心的教师。所以，我认为，即使在将来，教师为了适应

不断发展的社会、教育本身、教师自己、学生变化的需要，

其专业发展与承受的压力不会减少，甚至会继续增加。如果

跳出教育看周边的职业，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专业发展迅速

的职业，其专业人员的职业负担是很重的，如医生、律师等

。所以，我认为，随着教师专业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教师



职业的专业压力还会增加；同样，面对社会和学生对教育要

求的不断提高，教师所承受的心理压方更不会下降。但是，

属于比较单一的技术层面的上课、作业批改等职业压力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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