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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勤勤恳恳，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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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勤勤恳恳，坚持不懈；看今朝，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岗位实习，置换培训”十年工作总结

教师教育学院 王卫丽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时光荏苒，十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自

2007 年 3 月 7 日，我校开始实行第一批顶岗支教实习以来，我就成为了指导教师中的一员。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进行自我反思，不但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以此为契机，

寻找“岗位实习，置换培训”长足发展的切入口和立足点，同时给自己十年的时光献上我们

最真诚的鲜花和掌声，因为那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源泉。

学生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2007 年 3 月 7 日，首

批参加“顶岗支教实习”的

学生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开始了顶岗支教实习工作。

这预示着我校结束了传统

八周的实习方式，开创了学

校历史上半年实习的先河，

也是我校“3.5+0.5”人才培养模式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性的一步，更是我校教育实习的有

益探索。对于参加首批“顶岗支教实习”的学生，我们采取自愿报名、择优选派的原则，先

进行三周的集中培训，然后测试、选拔，最终确定了 112 名学生参加了首批“顶岗支教实习”。

通过参加“顶岗支教实习”活动，学生们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卫校长在《在改革中强化教

师教育办学特色》的讲座中总结到：其一，学生们的意志品质得到磨炼，社会责任心和工作

责任心大大增强，吃苦精神、奉献精神和爱心得以确立，感情得到升华，境界得以提升。其

二，学生们的教育教学技能得到提高。其三，学生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得到了更新。

从 2007 年至 2017 年，这十年间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无疑是学生在真正的教学

岗位上的所得所获，通过顶岗支教实习后，他们实现了由“准教师”向“合格教师”的转变。

不但锻炼了自己的各种教育教学技能，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适应社会的意志品质和情感态

度。回顾十年的指导教师生活，有一些学生的名字会自动从记忆中蹦出，演绎其支教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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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首批“顶岗支教实习”中在临汾乡宁县光华中学支教的冯勋功同学，第三批“顶

岗支教实习”中在临汾浮山三中支教的姚海宁同学……第十批“顶岗支教实习”中在临汾浮

山中学支教的张瑞霞同学、寨疙瘩中学支教的张艳同学……第二十一批“顶岗支教实习”中

在洪洞刘家垣支教的高晓琳同学……

冯勋功：在服务基层教育中锻炼

自我

“冯勋功”这个名字，我记忆

深刻不仅因为他是我指导的第一批

“顶岗支教”实习活动的文学院学

生，而且还是我校首批“顶岗支教”

总结大会上的学生代表。在他们班他是第一个积极报名参加“顶岗支教”的学生。从这些“第

一”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对待生活和工作无比热情的人。

怀抱着一颗无比热忱的心，他来到乡宁县光华中学支教实习。第二天，便开始接手初

一两个班——初一（7）、（8）班的语文课，还接任初一(7)班的班主任工作。这个工作量

是这所学校最大的教师工作量。工作量大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学校

的氛围着实让他头疼。首先，这个学校的教学成绩每年都在 18 所学校的倒数几名。大多数

教师多无心教学，教师请假的现象很严重。其次，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基础差，不懂得学习

的重要性，很多学生逃课、上网。面对这样的情况，冯勋功和他的几位同学并未气馁，他们

在认真听课、精心备课、灵活上课的基础上深刻反思着自己的教学，慢慢地学生的学习成绩

和习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学校的课改活动中，校领导还专门选取了他的语文课作

为课改典型，组织全校教师听课，开展讨论交流。

为了能改变教师的教学态度，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他和校委会领导商议决定举办“红

烛情”主题教师演讲比赛和“我自信，我

快乐，我成功”主题学生演讲比赛。他亲

自策划、制定了活动方案。这种教师演讲

比赛，光华中学历史上也只有过一次，所

以这一次倍受期待。两个比赛都取得了圆

满成功。他所指导的四名参赛学生全部获

奖。他也获得教师比赛的一等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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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和其他几位同学的建议下还成立了学生会。在课余时间负责学生的打水问题，督察学生

不文明的现象等等。此外，面对初三学生即将中考，心神不宁，压力重重的现实，经校委会

同意，他们四名支教学生给初三年级学生作了考前指导的报告。他们分析了学生存在的问题，

分别现身说法，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

实践之路是坎坷的，只有坚持不懈的人才能走到最后。“顶岗支教”实习活动给实习生们一

个充分锻炼的舞台。从中不仅锻炼了他们自己，也很好地服务了基层教育，可以说实现了互

惠双赢。

教师篇：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

“顶岗支教”实习不但对于高师生来说，是一次全面提升教师教育能力的绝好机会，对

于指导教师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接触教育一线的绝佳时机。

1.教学方面：

2011 年，我在浮山中学带队时，完整地代了一次高一语文课，同时还听了部分的高二

课，对高中语文教材有所熟悉。

同时还全程参加了教研活动，了

解了中学教研现状。同时通过对

支教学生的大面积听课，也了解

了初高中教学情况。

我认为目前农村教育的最

大问题是：学生对学习的冷漠，

甚至排斥。就像一个学生在支教感言里写的“学习已经成了与学生和家长无关的一件事情，

它只与老师有关”。看了这句话后，我很心痛，学校教育不但没有得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的支持与配合，反而在阻止着学校教育的前行。所以，支教的学生在知识方面大部分是没有

问题的，但在管理学生方面却很困惑，甚至很苦恼。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保持

他的这种积极性不减退。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花大功夫去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基层教育对高

校教育的巨大挑战。因为我们的师范生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去教他如何应对，只能自己摸索和

借鉴别人的经验，但显然效果不是很佳。

2.科研方面：

在我校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顶岗支教实习”活动走上正轨后，看到学生在实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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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点进步，欣喜之余，经常又会被支教学校领导的委婉评价所困惑，“咱们的学生，专业

知识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教学经验，尤其是跟学生的关系处理不好……”

教育活动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的，师生间的交往行为与关系状态对于教育成效影响

颇大。可以说，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的基石。但在学校实际生活中，实习教师并没有规范化

处理师生关系的意识，也不知道用什么具体策略构建师生关系。他们大多数是“听其自然”，

或者听凭别人的经验加以处理，以致在复杂的教育实践中 “摆不正师生关系”，出现了种

种问题。

支教学校反映最多的是实习教师管不住学生，而在农村中学体罚屡见不鲜的情况下，对

于不采用体罚这种立竿见影的惩罚方式，而寄希望于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实习教师来说，就会

感到束手无策的伤心与无奈。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针锋相对,教师怒气冲冲,高声呵斥;学生大

声顶撞,愤愤不平,以至课堂教学无法进行下去……这样的现象在课堂上已不罕见,矛盾更为

激化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当实习教师打电话向我哭诉学生

在上自习时公然对她大大出手时，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面对“顶岗支教实习”过程中师生间屡屡升级的矛盾冲突,

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我校实习学生以“实习教师”这

样一个特殊身份与当地学生如何建立和谐师生关系这一

关键性问题。

我在思索这一问题，并且努力去研究，希望结果能对

师范生实践学习的高效性有促进作用，能推进教师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改革，以缓解当前农村合格师资紧缺的矛盾，

带动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于是，在 2008 年我申请了教务处的教改课题，《顶岗支教实习中师生和谐关系研究》

（SD2008YBKT-04 ），后来又发表了文章 《顶岗支教实习中师生和谐关系研究》。

3.指导方面：

教育实习指导教师传统的角色期待有管理者、协调者、指导者和评价者等,但是在实践

中实习指导教师往往达不到预期的角色期待,从而影响了教育实习工作质量。

我校教育实习指导教师指导方式由不驻县——驻县——不驻县的变化，反应了我校在

“顶岗支教”实习中对指导教师角色的调整与期待。

(一)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师首先是一个协调者。教育实习是教师职前教育中一项非常重

要而复杂的活动,涉及到各级各类的教育机构和各个方面的人员。在这些机构和人员中实习



6

指导教师是联系的纽带和枢纽,是最重要的协调者。(二)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师是一个管理

者。高师院校教育实习的组织安排赋予了实习指导教师管理实习工作各方面事务的权力和责

任。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师的管理包括实习组织的管理、实习纪律的管理、实习任务的管理、

实习经费的管理、实习过程的管理、实习成绩的管理等许多方面。(三)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

师是一个指导者。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师是实习工作的主要指导者。指导实习生的教学工作、

班主任工作及教育调查工作是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师最重要的工作职责之一。另外,指导教

师还要为实习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以及实习学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

指导。(四)高师教育实习指导教师是一个评价者。实习指导教师单独负责或与原任课教师、

原班主任共同负责教育实习成绩的评定工作。实习指导教师是裁判或裁判之一,对实习生的

教育实习表现具有评判权。

目前从指导教师指导

的情况来看，协调者、管理

者、评价者的角色都发挥得

很好。我在 2011 年驻县时，

还制定了《山西师范大学

2011 年“国培” “省培”

顶岗支教实习浮山县管理

方案》，教育局以红头文件

下发。要求每个学校开会给

支教学生传达。但是从整体

上来说指导者的角色，却不是很理想。这也是当时我校推行驻县指导的一大原因吧！实际上，

我认为驻县不驻县，只是一个形式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切实有效地组织一些高校与基地校的

教研活动以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深入一线指导实习学生，研究一线教育，从而服务基础

教育，引领基础教育。如果指导教师的角色只停留在管理者的角色，那我们这些指导教师便

变成了“挥着大棒的警察”，失去了指导教师应负的职责。

培训篇：一线教师成长的摇篮

“岗位实习，置换培训”，除了顶岗支教以外，还有置换培训这一大块。在我校置换培

训学习中，有很多一线教师从中获益，迅速成长。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现任屯留县第三中学

党支部书记，语文高级教师，山西省学科带头人，山西省省级教学专家库成员，苗满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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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他参加了山西省骨干教师短期培训班的国培计划，并作为学员代表在总结研讨会

上发言。当时我是他的班主任，他不但学习认真，而且善于思考，为此他作为学员代表作了

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在缺憾的语文教学中做永远无悔的追求》，发言期间师生给他以热烈

的掌声达近十次，会后讲稿被学员复印约八、九十份。他经常说自己很庆幸参加了国培计划，

还撰写文章《在山西师范大学的日子里（组诗）》以怀念在师大短暂而有意义的生活。

在山西师范大学的培训给苗老师打开了一条通往卓越教师的道路。他在培训期间知道

了我校语文报社开办的《中华语文网》并在语文网上开博，从那时起，他开始知道了余映潮，

窦桂梅，程红兵，黄厚江，张玉新、董一菲等，他还知道

了被誉为中学语文奥林匹克的“语文报”杯中青年教师课

堂教学大赛。他由向往变成了实际行动。在家抄研专家们

的热门文章，购买他们写的书。利用暑假外出走万里路与

专家们面对面。他还受到了许多名家的鼓励，也从他们身

上得到了很多启迪。他还亲自去过中华语文网的网站，代

表那些天南海北的朋友去看望了那些帮助大家成长的编辑

老师和领导们。山西师范大学、中华语文网见证了他从一

个普通老师成长为一个山西省学科带头人，名师培养对象，代表北京大学到贵州送培下乡。

代表省教育科学院多次进行中考复习的讲课和到多地讲座的过程。

经过培训后，很快成长起来的一线教师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不该居功自傲。反思我们的

培训模式可能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比如我们对一线教师的追踪辅导、深度辅导还很欠缺，

还比如我们的培训内容系统性和专题性还不是很强，还有我们的培训资料（专家讲课视频）

没有做到多次重复利用，使其发挥它的最大价值等等。

“岗位实习，置换培训”将会是我校很长时间之内教育实习的一个不二选择，尽管我们

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反思，改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山西师

范大学作为山西师范类的龙头，理应在服务基础教育、引领基础教育方面，担当自己应有的

责任，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撸起袖子”砥砺奋进吧！

http://shanximiaomanhong.blog.zhyww.cn/archives/51
http://shanximiaomanhong.blog.zhyww.cn/archives/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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