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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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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形成的精神品格和经验传统与工匠精神是相连相通的。充 分 发

掘源远流长的工匠文化，嵌入工匠精神，是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理念和路径。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

育，通过专业标准和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制度体系框架的重构，以实现师德养成教育和教师从

教技艺和能力培养的创新。

中图分类号#Ｇ５１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４３５%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５９－０５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Ｎｅｗ　Ｅｒａ
ＺＨＵ　Ｊｉａ－ｃｕ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ｈｕ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　Ａｎｈｕｉ　２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作为新时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将提高教

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
明确提出创新师德教育，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

师德养 成；与 此 同 时，在 大 力 振 兴 教 师 教 育 方

面，提出要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以实践

为导向，优 化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体 系，强 化 “钢 笔

字、毛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等教学基本功和

教学技能训练。作为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具体实施

蓝图，《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在师范

生和在职 教 师 中 广 泛 开 展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注重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 师 德。”同

时要求注重教学基本功训练和实践教学，使师范

生与在职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不断增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充分发掘和嵌

入源远流长的工匠文化，汲取工匠精神的文化精

髓，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和加强教师

从教技能和能力培养，是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深

化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

　　一’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 的 本 土 历

史文化理据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工匠文化

和工匠精神，荟萃着古代劳动人民的精神品格和

智慧 力 量。我 国 古 代 工 匠 精 神 就 是 “崇 德”与

“尚技”，并最终走向 “道技合一”［１］。这种 工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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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儒家伦理在工匠活动中的具体化，其技艺

修炼 和 运 用，信 奉 “修 身 正 己”的 做 人 准 则 和

“经世致 用”的 利 民 情 怀，以 达 到 “德 艺 兼 修”
“尚巧达善”的至高境界。

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认为，教师职业与工匠

精神是相连相通的。《礼记·学记》将工匠的经

验传承与教师的教学进行类比，并将工匠的技艺

传承之道作为教师学习的榜样：“良冶之子，必

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 驾 马 者 反 之，
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韩 愈 在 其 《进 学 解》中 也 表 达 了 同 样 的 思 想：
“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
扂、楔，各 得 其 宜，施 以 成 室 者，匠 氏 之

工也。”。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国古代教师的敬业态度

也体现了工匠精神。明清时期，教师的工匠精神

主要是在写作教学及其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就

“尚德”而言，明清时期教师教人著文，以教人

成仁为主旨，根本在于道、气、性，文章写作要

从明道、养气、做好人、读经、躬行实践等个人

涵养层面入手。就 “尚技”而言，古代工匠尊师

重傅、恪守规范、一丝不苟，从而精通教学的技

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谷屹欣通

过 《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查找出

从明初到清中叶的数百位教育名人，从中挑选出

有过私塾、书院、官学教学经历的百余 位 教 师，
又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出有完整著作存留的

８５位 教 师，阅 读 其 生 平 著 作 文 集，包 括 日 记、
书信、论文、注疏、手札、讲义、塾帖等文献资

料，整理这些教师有关写作教学的思想与实践经

验，寻找这些教师关于写作教学思想的共识、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探索明初到清中叶写作教学传

统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一面。她的研究发现，这些

教师并不是传统上认为的程式化的八股教学，他

们对于教育的本质、价值追求、文章和写作教学

的本质、目标、标准、实践等内容存在大量的共

识，集中体现于道德境界和身心修养是写作教学

的根本这一命题上。围绕这一命题，教师在写作

教学的文艺知识、教学理念、实操方法及其背后

更为宏大的教育理想、教学本质、精神追求、问

题关怀、教学导向上，拥有高度一致的共识和一

套完整的教学方法体系，不同地域、生活时代相

隔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教师们，观点和做法却相

互一致。这就是把人、道、文、言看作一体，而

不是各 自 分 离 的 倾 向，进 而 将 教 学 作 为 整 合 道

德、价值、精神、气质等人格养成教育理念的完

整体，而不是零碎孤立的具体教学技巧；作文教

学并不是以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为最终目的，抑

或考试成绩、科举名次、所获官阶等功利目标作

为追求，而是以学生人格、精神的健全发展为核

心导向，体现了对于 “人”的发展深切真诚的关

怀。他们经过长期总结摸索并形成了普遍认同的

提升写作水平的具体方法，即普遍注重以修养身

心德行、辨明道理为根本的写作提升方法。具体

而言，即从提升个人涵养、养气入手，以躬行实

践为路径，以熟读整本经典和联系实际、自我反

思为主，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她的研 究 认 为，
这套体系看起来散漫、无形、缺乏强制力，但实

际上有自己严密、成熟、一以贯之的逻辑，更因

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荡荡活水脉脉相通，具有生

生不息的力量。［２］

由上观之，古代教师虽然不在百工之列，但

在长期教学的实践中，却养成了一种类似于工匠

精神的职业情怀。这种在教育实践中所积淀形成

的职业情怀，与古代工匠信守的儒家伦理观念和

原则，进而升华形成的工匠精神是根本一致的。
换言之，古代教师虽然不是工匠，却在职业实践

中充分体现和实践了工匠精神。这一精神应嵌入

新时代教师教育的实践之中。

二、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的专业需

求与现实缺位

教师职业与工匠精神的相连相通也体现在中

华以外的其他文明之中。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工

匠精神，是 “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一种为

工作本身而做好工作的欲望”［３］，经过中世 纪 宗

教改革以及手工业及其行会组织的形成发展，到

了现代则有了巨大的丰富和完善，并且延展到各

个行业，成为社会承认和尊重的一种普遍精神和

价值观。作为西方工业化强国的代表，德国不仅

形成了以培养工匠精神为核心的 “双元制”职业

教育制度，而且，这种精益求精、极致专注、追

求卓越、勇于创新、兢兢业业、乐此不疲的工匠

精神，也直接影响和感染了该国教师培养制度和

教师的职业精神。这一点可以从被奉为 “德国教

师的教师”———第 斯 多 惠 的 《德 国 教 师 培 养 指

南》（下称 《指南》）得以证明。１８３５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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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旨在培养和提高国民学校教师素质，洋

溢着一种炽烈的工匠精神。它不仅引导教师将教

育作为终身奋斗目标，还为教师提供了３３条应

当遵循的教学原则与规则，并使之运用到各学科

的教学中去。这些旨在 “育人”的职业规则和方

法原则，与旨在 “造物”的那种非利唯艺、敬业

奉献、严谨专注、一丝不苟、至善尽美、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是内在契合一致的。例如，第斯多

惠指出：“教师应当以教育事业为终身职业，自

我教育也是终身教育”［４］２３；“教师要专心致志教

学，教学就是他的快乐，他是享受，教学就是他

毕生的职业”［４］５９；“我们绝不指望学习一种理论

就能成为一个实际的教师。只有生活实践中才能

真正学会实践”［４］６５；“教师最好生活在一种教育

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中，拜行家为师，这些行家

无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教学方面都称得上是导

师”。［４］６４

当代日本教育家佐藤学也认为，现代教师应

当具有工匠气质。他指出：“教师既是在复杂的

知性实践 中 寻 求 高 度 的 反 思 与 判 断 的 ‘专 家’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同 时 也 是 通 过 经 验 积 累 练 就 了

经验与智慧的践行教育实践的 ‘匠人’ （ｃｒａｆｔｓ－
ｍａｎ）。” “教师的工作具有双重属性，既担负公

共的责任，又绽放教育实践的 ‘妙花’，即兼备

‘专家’与 ‘匠人’的双重特质。”［５］３３他进一步研

究认为， “匠 人”工 作 的 中 心 是 “倾 听”，作 为

“匠人”的教师也是一样，倾听是最核心的能力，
只有随时准备着纤细的、精心的倾听，与学生之

间的交流关系才能形成。教师作为 “匠人”的资

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 “匠人气质”：其 一，注

重对每位儿童的尊重；其二，关注教材的可能性

与发展性；其三，注重自身的教育哲学。教师作

为 “匠人”的成长，其关键就在于技艺的传承与

学习。［５］３７当然，他 同 时 提 出，教 师 的 工 作 并 不

是仅靠匠人的技能就能完成的，有关如何设计教

学、选择 教 材 内 容、了 解 儿 童 发 言 的 意 义 等 内

容，都需要复杂的、高度的认知判断才 能 达 成，
这就是教师作为 “专家”的一面。尽管教师的实

践中 “匠人”的特质 更 为 显 著，但 作 为 “专 有关如何设计教质 更 为 显 著



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和创新，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当然，教师教育嵌入工匠精神并不是将工匠精神

整体纳入教师教育体系，或以此来替代教师的职

业精神。应当看到工匠的工作对象是物，旨在制

器；而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旨在育人。这种嵌

入是要将工匠精神所凝聚的 “崇德”与 “尚技”，
并最终走向 “道技合一”的精神品格，融入到教

师的职业精神之中，并经历一个必要的教育学化

的转化过程。笔者拟从专业标准和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和培养过程、制度体系框架等方面，探讨

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将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的专业标准

和目标体系

当下，无论是国家的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

育课程方案，还是教师教育机构的师范类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以及中小学教师 “国培计划”等其

它层次和类型的教师培训，普遍注重教师的专业

理念和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维度的培

养。这种专业化取向及其政策措施是一种历史的

和时代的进步，但以此确立的教师教育培养目标

和课程计划，总是有点水土不服，不接地气。事

实上，教师 作 为 一 种 职 业，行 有 行 规，业 有 业

技。古今中外的工匠精神之所以滋养和成就了大

批精益求精、极致专注、追求 卓 越、勇 于 创 新、
兢兢业业、乐此不疲的技术能手或行业巨匠，正

是反映了各行各业所应有的职业精神、职业操守

和职业 品 质。工 匠 精 神 作 为 一 种 公 共 性 文 化 存

在，其长期养成并世代传承的专注、稳定以及对

技艺的敬畏，凸显一种特有的文化意蕴和特定的

社会价值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行各业得以

共享的精神文化财富。将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

的培养目标，并不是把教师培养成为工匠，更不

是按照教书匠的标准来形塑教师，而且汲取工匠

精神的 精 神 内 核，更 好 地 培 养 教 师 的 匠 心、匠

艺、匠德和匠品，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 “四有”好教师。
具体来说，应当在现行的教师专业标准、教

师教育培养目标中的专业理念和师德、专业知识

和专业能力三个维度基础上，增列专业精神和专

业技艺两个新的维度，这恰恰是当下教师教育的

最大短板和教师职业实践的现实需要。在专业精

神上，注重培养教师的爱岗乐育的师道精神、终

身从教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知行

合一的实践精神、匠心独运的个性品格。在专业

技艺方 面，以 执 著 意 志 和 实 践 智 慧 作 为 内 在 支

撑，通过日复一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精细

打磨，培养 教 师 尚 巧 求 新 的 教 育 教 学 技 能 和 技

巧，并向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教育教学艺术境

界努力。
（二）将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

和培养过程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形态，但也有着不可缺

少的物质载体和外在形式。将工匠精神嵌入教师

教育，一方面需要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

的重构，如将工匠精神纳入师德教育课程，将古

今中外优秀工匠特别是优秀教师的案例和事迹作

为师德教育的活教材，学习师德典型、讲好师德

故事，加强引领，注重感召，弘扬楷模。通过师

范生与优秀教师的拜师收徒，推行心传身授的默

会教学方式，使师范生不仅系统深度学习优秀教

师的职业精神和教育技艺方法，而且，受到这些

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敬畏之心、心无旁骛的敬

业精神、潜心教书育人的平和心态、一丝不苟的

意志品格、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的感染和熏陶。
另一方面，加强教师教育的 隐 性 课 程 建 设、

环境营造和活动开展，将工匠精神固化、活化和

显化，成为滋养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营养和精神

力量。比如保护传承杰出教育大师、名师的教学

技艺、经验；注重抢救挖掘，请教育大师、名师

著书立说，留下影音资料，撰写口述史、人物志

和传记；在师范院校建立教育 （教师）博物馆、
教育大师雕像群、名师榜、名师工作室或事迹成

果陈列馆，供师范生参观学习和入职教师观摩，
使之成为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的一座宝库和殿

堂，使工匠精神在广大教师中发扬光大；将教育

大师、名师的教育经验和成果纳入非物质遗产保

护，确立教育大师、名师业绩成果的知识产权和

品牌，赋予教育大师、名师在收徒、鉴定和实名

推荐等方面的专业权利和责任，使教师职业所展

现的工匠精神得到全社会广泛尊重。
（三）将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的制度体系

框架

现代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传统的

工匠精神，不再是工匠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而是

依托一系列的工匠制度形成相应的制度环境和制

度保障。就德国而言，工匠精神的形成除受新教

“天职观”的教义伦 理 的 思 想 文 化 影 响，也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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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相应制度体系的形塑结果，包括规范操作制

度、质量控制制度、奖励惩罚制度、安全保障制

度，以及公平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分

权管理制度、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体系。将工匠精

神嵌入教师教育，同样需要结合教育事业和教师

职业特点，对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进行相应

的制度改造和制度创新。德国在这方面树立了一

个典范，其 “双元制”职业教育有着一整套的制

度设计。德国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有六方相关者参

与：即国家职教所、职业专家组、教育与文化事

务部、联 邦 教 育 与 研 究 部、州 教 育 部 长 常 设 会

议、商会及工会代表。现代学徒制的具体制定流

程为：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州教育部长常设会议

向协调委员会提出有关培训条例和课程大纲方面

的建议；州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培训条例方面的内

容与社会合作伙伴协商；州教育部长常设会议就

课程大纲方面的内容进行商讨和表决。双方的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