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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教育信息化不断向前推进，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普及、科技辅助的教学管理、

线上教学等逐渐迫使银龄教师必须走出熟悉的教学舒适区，银龄教师面对这场教学范式变革充满恐惧。

银龄教师的线上教学恐惧是在应对线上教学造成的教学形态的一系列转变时所产生的一种畏难心理。银

龄教师线上教学恐惧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技术恐惧、交往恐惧、数字恐惧。为应对线上教学恐惧的消

极影响，银龄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去克服恐惧：掌握技术，克服恐惧；适应线上交往新常态，加

强家校沟通桥梁；建立教学安全规范，必要时进行心理疏导与寻求外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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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contin-
ued to advanc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technology-assisted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online teaching has gradually forced silver-haired teachers to step out of their 
familiar teaching comfort zones. Silver-haired teachers are filled with fear in the face of this trans-
formation in teaching paradigms. Their fear of online teaching stems from a reluctance to confront 
the series of changes in teaching formats brought about by online teaching. This fear can be categ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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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ree types: technology fear, communication fear, and digital fear. To address the negative im-
pacts of online teaching fear, silver-haired teachers can overcome their fears by focusing on the fol-
lowing aspects: mastering technology to overcome fear, adapting to the new normal of online com-
muni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and estab-
lishing teaching safety norms,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seeking external support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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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的门槛，即 2000 年之际，我国正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这一社会变迁不仅带来

了人口结构上的深刻变化，也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退休教师队伍作

为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其潜力与价值日益凸显。我国退休教师大部分是低龄健康的老人，70%~85%
的退休教师有较为强烈的发挥余热、重返教育事业的愿望[1]。为积极响应这一社会需求，国家层面近年

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充分利用退休教师资源的政策举措，如《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高校银龄

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以及《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等，这些政策不仅体现了国家对银龄教师

群体的高度重视，更是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要深入挖掘并发挥退休教师的智慧与力量，为构

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然而，在银龄教师积极投身教育

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给银龄教师带来了许多现实困境。在科技赋能教育发展

的进程中，教育领域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线上教学以它更加灵活和高效的优势成为了一种新型且被广泛使用的教学形式。作为一种新型教学

方式，线上教学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为：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学习一门

新技术，在适应新技术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挫败与恐惧情绪，加重了教师的教学负担[2]。对于银龄教师来

说，他们由于对现代教育技术不够熟悉，这种技术上的陌生感导致他们对新技术产生恐惧和抗拒心理远

远高于年轻教师。因此，本文聚焦于银龄教师在面对线上教学时所展现出的教学恐惧，揭示其本质，提

出超越恐惧的办法，帮助银龄教师超越技术恐惧的束缚，在新时代的教育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推动

我国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银龄力量”。 

2. 银龄教师之于线上教学恐惧的内涵 

线上教学是什么？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线上教学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对其核心要素的认识基本一

致。首先，线上教学的终极目标指向学生的发展；其次，技术媒介是线上教学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最

后，线上教学的本质特征是教与学的时空分离[3]。因此，线上教学是指教师和学生通过网络这种技术手

段开展的非面对面性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技术是线上教学的传播媒介，跨时空化、高效率化是线上教学

的显著特点，促进学生发展是线上教学的最终目标。恐惧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表现为对某种具体事

物、情境或未知结果的担忧、害怕和不安。它可能源于对潜在威胁的感知。恐惧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体验，

是每个人都会感知到的情绪反应。那什么是教学恐惧？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认为，“恐惧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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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实际的或想象的危险概念时所产生的不安”。帕克·帕尔默教授提出，恐惧是一种使我们和同事、

学生、学科以及我们自己相分离的东西，其存在会导致自我封闭，割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及破坏教师的

教与学生的学的能力[4]。所谓教师教学恐惧，指的是教师在教学情境中面临并企图摆脱某种危险性情境

所产生的防御性反应，并伴有不安全感、危机感、无能为力感等情绪体验[5]。基于此，我们将银龄教师

的教学恐惧定义为：在银龄教师在进行网络教学的过程中，面临新技术的挑战和各种突发状况而产生的

紧张、焦虑等一系列不愉快的心理反应。 

3. 银龄教师线上教学恐惧的类型 

银龄教师线上教学中所面临的教学恐惧是多方面的，有技术和环境带来的恐惧，也有自身心理状态、

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等内部因素带来的恐惧。 

3.1. 技术恐惧 

技术恐惧是技术与恐惧的复合词，指的是“对技术的恐惧，对科学的恐惧，对一般变化的恐惧”[6]。
技术恐惧是与计算机等新技术的使用相关的担心、害怕、焦虑和不安等情绪，以及这些情绪进一步引发

的生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反应和显现，是对个体或群体健康和生存安全的担忧[7]。我们通常将因使用新技

术而引发的恐惧、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称为技术恐惧[8]。技术恐惧会给教师教学带来负面影响，并且

银龄教师的年龄较大，相较于年轻教师学习和适应新技能的能力较为欠缺，因此他们在面对日新月异的

技术变革时会产生紧张焦虑的恐惧心理，阻碍教学的正常开展。 

3.1.1. 学习新技术的恐惧 
随着科技的发展，线上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不断更新换代，教师需要学习新技术来适应教学需求。

教学软件是线上教学的载体，多数教师在学习新的教学软件时都会产生恐惧、排斥等情绪体验，这是个

体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正常现象，需要学校提供支架帮助，给予技术支持。银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接

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差，大多数银龄教师都是“技术盲”，软件的学习触及了他们的盲区，因而会产生强

烈的抵触、害怕的心理。学校和教育局会组织一些教育培训会，但是这些培训太过笼统，没有考虑到不

同年龄段教师的学习需求，产生的效果不佳。另外，社会对老年人也存在着刻板印象。社会上普遍认为

老年人思想保守、难以接受新事物。然而，这并非绝对。许多老年人对新技术、新观念持有开放态度，并

愿意学习和尝试。只是他们学习新技术较慢，需要时间去适应。 

3.1.2. 面对突发状况的茫然 
教学设备的正常运行是线上教学开展的基础，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

况，例如网络中断、声音不清晰、画面卡顿等情况。这些突发状况会打乱教师的教学进度，影响学生的学

习体验。而银龄教师对于设备故障的应对能力较弱，反应时间较长，通常需要求助于在网络教学上更有能

力的他者。对突发状况的解决不仅会耽误正常的教学进度，还会削弱银龄教师线上教学的信心和激情。 

3.2. 交往恐惧 

线上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同事的交往跨时空化了，教学的开展需要家长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线上

教学中教师交往恐惧主要表现在与学生、家长的交往之中[9]。对于银龄教师而言，他们习惯了面对面地

与学生、家长、同事进行交往，当这种面对面的交往转变成面对屏幕、看不见表情的线上交往时，大多

数银龄教师都会产生交往恐惧。 

3.2.1. 无法面对面的互动 
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双边互动活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是教学的本质属性。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1848


孔婷 
 

 

DOI: 10.12677/ces.2024.1211848 634 创新教育研究 
 

师生间良好的互动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发展。银龄教师习惯于传统教学，教师和学生在同一

时空里，学生的语言、表情、肢体语言都能给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反馈，师生间的互动是流畅高效的。

当银龄教师进行线上教学时，此时教师和学生不在同一空间，只是由网络联结着。课堂上看不见学生的

表情，也许能从网络课堂的评论区得到学生的信息回复，但在教学效果上毕竟和课堂上同学们的应声回

答不同。这就好像学生并不在场，师生间的互动变得愈加冰冷。教师只能通过评论区一些简单的文字信

息来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这些文字传达的信息有限并且真实性存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课堂

逐渐变成教师的独舞台。无法与学生进行有效的互动让银龄教师丧失了对课堂的把控感，教师需要重新

思考如何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之中，这对银龄教师的新型交往能力提出考验，产生不安的情绪。 

3.2.2. 反馈的不确定性 
教学反馈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区别于传统教学，

线上教学的反馈更多的需要家长配合完成，此时更加凸显出家校合作、协同育人的重要性。在线上教学

的情境中，家长与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相处，许多教学反馈如微信群、QQ 群的打卡、作业上传、消息通知

都需要家长参与其中。当大量的线上反馈成为家长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时，不耐烦、抵触心理会使家

长对教师，对线上教学产生不满。更有甚者，会出现家长退群、视而不见等极端情况。这种家师矛盾是

银龄教师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的难题，教师也难以了解其真实原因，解决起来也相对复杂，耗费精力。

反馈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银龄教师线上教学的恐惧。 

3.3. 数字恐惧 

数字恐惧是教师在数字时代下面对那些看似无害却无处不在的数字痕迹的深切忧虑，它如同一张无

形的网裹挟着教师。银龄教师对于网络的敏感性较低，当信息和隐私通过网络暴露时，带来一些被揪住

错误的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 

3.3.1. 信息留痕 
信息留痕是大数据时代避免不了的问题，当网络成为教学的媒介时，信息留痕也悄然出现在银龄教

师的面前。线上教学教师上课的视频语音可以被反复播放、长期留存，因而银龄教师对于自己的言行要

格外注意，小心翼翼，一点错处可能就会被无限放大。这样的技术特性，无疑对银龄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态度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自己的言行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学生、家长、同行再次审视。

因此，在镜头面前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处理都力求精准无误。

即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口误或者笔误，也可能成为质疑其教学能力的把柄。在这样的情况下，银龄教师

不得不一遍遍录制视频，注意自己的言行，这让银龄教师耗费大量心力，倍感压力。 

3.3.2. 隐私暴露 
在数字化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银龄教师们积极拥抱线上教学的新模式，以满腔热情继续发光发热，

传授知识与经验。然而，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个人隐私保护。由于

部分银龄教师对电脑及网络技术的掌握相对有限，在线上教学过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

“风险点”。具体而言，当银龄教师们利用腾讯会议等在线会议平台进行授课时，复杂的操作界面和多

样的功能设置往往让他们感到陌生和困惑。在尝试使用投屏功能展示教学材料时，若未加留意，可能会

不小心将自己电脑桌面上的私人文件、照片或聊天记录等隐私信息暴露给所有在线的学生，这不仅侵犯

了个人隐私权，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尴尬和误解。此外，下课后忘记关闭麦克风也是常见的安全隐患之

一。在放松的家庭环境中，银龄教师们可能会与家人进行闲聊，而这些本应是私密对话的内容，却可能

因为忘记关闭麦克风而被正在等待下节课开始的学生们意外听到，造成隐私泄露的尴尬局面，甚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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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教师的个人形象和职业声誉。 

4. 银龄教师线上教学恐惧的应对路径 

黑格尔曾说过“不再感到恐惧的人，也就是丧失了关爱之心的人”[10]。因此，恐惧作为一种基本普

通的情感，我们需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教学恐惧存在普遍性，它广泛出现在银龄教师群体之中。

同时，教学恐惧也促进银龄教师进行自我反思，提升教学质量。直面教学恐惧，是迈向勇敢的开端。银

龄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悦纳教学恐惧。 

4.1. 掌握技术，克服恐惧 

教师年龄对技术恐惧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时代技术发展程度与形式不同，教师对技

术的接受程度也不同[11]。银龄教师所处的时代技术并不发达，且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较少，当他们接触

技术时，会产生抵触不安的情绪。因此我们要对银龄教师普及技术知识，加强信息化教学，培养对技术

教学的信心。 
首先，学校和相关部门应当系统地普及技术知识，通过举办培训班、工作坊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的

方式讲解信息技术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及在教育中的应用案例，帮助银龄教师逐步建立起对技术的正

确认识和初步掌握能力。 
其次，学校应当加强信息化教学的推广与实践，鼓励银龄教师尝试将多媒体课件、在线教学平台、

虚拟实验室等现代教学工具融入课堂，让银龄教师亲身体验技术如何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通过组织观摩课、教学竞赛等活动，为银龄教师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增强对技术教学的信心。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银龄教师的心理变化，及时给予他们心理支持和鼓励。引导他们认识到技术只

是辅助教学的工具，关键在于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情怀。通过分享成功案例、树立榜样人物等方

式，激发银龄教师的内在动力，让他们看到技术教学的美好前景，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信息化教学的

实践中去。 

4.2. 适应线上交往新常态，加强家校沟通桥梁 

当线上教学成为一种基本的教学形式时，传统的面对面交往演变成了跨时空化的，不在场的线上交

往。这一转变重塑了教育的空间与时间的边界。在这一新的交往环境下，家校沟通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加强家校之间的线上沟通，成为了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路径。 
为了有效适应线上交往的新常态，家校双方需要共同努力，积极探索并实践多样化的线上沟通策略。

学校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信息化平台，如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钉钉、腾讯会议等，建立家校

联系网络，定期发布学校动态、教学计划、学生表现等信息，让家长能够随时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与生

活情况。同时，还可以设置在线家长咨询室、教育论坛等，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教育指导与心理支持，帮

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的成长。 
教师方面，银龄教师要调整心理，拥抱变化。银龄教师应该适应线上交往模式，提升互动效率，主

动学习和掌握线上教学平台中的互动功能，如举手、连麦、实时投票、小测验等，这些工具可以有效模

拟面对面教学的互动效果，帮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除了文字互动外，还可以尝试使用图片、音

频等多种形式进行互动，增加互动地有效性。 
家长方面，则需要积极转变角色定位，从被动接收信息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家长可以通过加入班

级微信群、参与线上家长会等方式，与教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与心理变化，并积

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此外，家长还应主动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学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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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辅助孩子学习，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 

4.3. 建立教学安全规范，提供心理疏导与支持 

在线上教学日益普及的当下，教师的每一次网络互动与教学内容都留下了数字足迹，这无疑对教师

的个人信息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因此，构建一套完善的教学安全规范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主动作为，积极联合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商、专业的网络教学设备供应

商以及软件研发团队，共同制定并严格执行教学安全标准。这包括建立线上教学内容的严格审核机制，

确保所有教学视频、课件资料在公开发布前都经过细致审查，剔除任何可能泄露个人隐私或敏感信息的

元素，从而避免教师因信息留痕而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同时，针对在线会议平台的使用，应提供详尽的

隐私设置指南，指导银龄教师正确配置权限，确保非教学时段不会遭受未经授权的监听或录制，为他们

的网络教学活动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另一方面，鉴于银龄教师在面对线上教学时可能产生的数字恐惧心理，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与

情感支持同样不可或缺。教育机构应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银龄教师提供一

对一咨询，帮助他们正视并克服因技术陌生感、信息泄露担忧等引发的焦虑与恐惧。此外，鼓励建立教

师互助社群，特别是促进年轻教师与银龄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经验丰富的年轻教师分享他们在技

术应用、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同时倾听银龄教师的困惑与需求，形成一种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的良好氛围。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缓解银龄教师的心理压力，还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教学热

情，促进线上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5. 结论与展望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传统教学模式，为教育领

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银龄教师而言，这场教学范式的深刻变革既是对其专业能力的考

验，也是自我成长与转型的契机。面对线上教学带来的教学形态变革，银龄教师普遍存在的线上教学恐

惧现象不容忽视。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恐惧主要体现为技术恐惧、交往恐惧和数字恐惧三个方

面，这些恐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银龄教师适应并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的步伐。 
通过本文的分析与探讨，我们认识到，要有效缓解并克服银龄教师的线上教学恐惧，关键在于多维

度、全方位地支持与引导。加强技术培训，使银龄教师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信息技术工具，是消除技术

恐惧的直接途径。建立线上交往的新常态，促进家校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不仅能够缓解交往恐惧，

还能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构建完善的教学安全规范体系，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与支持，保障银龄教师

身心健康，促进银龄教师顺利融入信息化教学环境。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持续深入发展，线上教学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教学形态。对于银龄教师而言，如

何更好地适应这一变化，不仅关乎个人的职业发展，更直接影响到整个教育体系的稳定与繁荣。因此，

社会各界应继续加大对银龄教师的关注与支持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与发展机会。

同时，银龄教师也应保持开放的心态与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挑战，不断探索与实践，为教育信息化事

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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