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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教育向数智化转型的数智时代背景下，中学教师的专业素养，成为教育改革成

败的关键所在。数智时代推动中学教师专业能力向素养化方向发展，同时也赋予了教师专业素养新的内

涵与要求，即教师知识结构化、教学理念前瞻化、专业能力数智化、专业品格人文化、专业信念发展化。

鉴于现行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存在评价标准单一化、方法局限性、评价主体偏颇及反馈机制不健

全等，提出基于文章依托教师专业素养考评数字化系统，通过确立多元化评价标准、采用综合评价方法、

引入多元化评价主体、加强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应用以及建立持续的专业发展机制等改革路径，以期为数

智时代中学教师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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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plan is teacher-ba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ition from education to dig-
ital intelligence in the new era,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new era promotes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liter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entrusts teachers 
with new con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that is,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teaching concept 
foresight, professional ability number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character and human culture, and 
professional belief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system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teracy, such as simple evaluation standards, limitations of methods, biased evalua-
tion subjects and imperfect feedback mechanism, this paper proposes a digital evaluation system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teracy. Through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tandards, adopt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s, introduc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ubjects, strengthening the 
feedback and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establishing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mechanism, the reform path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d-
dle school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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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当今时代，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发重要。

2018 年，国务院发表的《关于全面深化数智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到 2035 年，教师综

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1]。随着中学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新高考改革的实施，

以及后疫情时代对教育环境的新要求，教师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核心力量，必须顺应数智时代教育

教学改革的趋势，具备符合数智时代特征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品格、专业信念[2]及自我发展能

力[3]。 
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4]。为此，有学者从创新驱动视角开展中学教师数

字素养评价，并提出数字素养提升的宏观策略[5]，也有学者从具体路径提出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循证式

研修、数字徽章等策略能有效提升中学教师的数字素养[6]和教师主动适应数智时代新型教学模式[7]。当

前，中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本学科核心素养。历史[8]、地理[9]、体育[10]、化学[11]等学科学者皆从

本学科核心素养培养角度探讨了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与提升。 
可以看出，近年来关于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的改革路径与内容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学者

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评价标准、提升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构建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实施中存在若干问题，主要

包括评价标准单一化、评价方法存在局限性、评价主体较为片面，以及评价结果反馈机制不完善等。这

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也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构成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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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旨在从数智时代对中学教师专业素养的全新内涵与要求出发，深入分析当前评价体系的

现状，积极探索改革的新路径，并提出具体可行的保障措施。期望通过本研究，为推动中学教师专业素

养的全面提升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显著提升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2. 数智时代中学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与要求 

教师专业素养是教师必须具备的从业要求，亦是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时保证教学质量、引领学生全

面发展的品格，更是教师综合素质的整体表现[12]。依据教育部下发的《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2
年)，教师专业能力分为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信念、专业品格 4 个维度。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智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冲击也越发显现。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将成为未来教学的主流形态[13]。从数智化的教

学环境、人机协同参与的教学到重视高阶思维及面向真实情境中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给教师带来

了深刻挑战，也给教师专业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凸显教师专业素养化，即教师专业知识结构化、

教学理念前瞻化、专业能力数智化、专业品格人文化、专业信念发展化。 

2.1. 教师专业知识结构化 

在数智时代教育的宏伟画卷中，教师专业知识的结构化犹如一座巍峨的灯塔，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指

明方向。舒尔曼的 PCK 教师知识结构模型[14]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但数智时代学科知识细分和

爆炸式增长、学生接触知识的广泛化和学习路径的多样化、教学技术的飞速更新，更强调教师知识的动

态发展、学情分析的时代化和教学技术的数字化。因此，中学教师需要以布鲁纳的认知结构理论为指导，

在 PCK 知识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既稳固又具有拓展性的学科知识结构，以适应数智时代的学科

知识暴增。同时，以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15]为指导，深入开展数智时代的学情分析。更重要的是

教师需要实现学科知识、教育教学知识与教学技术三者的深度融合与互嵌，形成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16]所倡导的“教师需要将学科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实用价值和意义的教学内容，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的理想教学。 

2.2. 教学理念前瞻化 

在数智化的浪潮中，学生的成长环境、认知方式以及获取知识的途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要求教师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的同时，积极拥抱数智化教育手段，如数智化探究

式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亲身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培养

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2.3. 教学能力数智化 

高效的教学能力是数智时代中学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素养。在教师教学能力衡量中，沃格特(Vogt)提
出的教学能力的四维度教学能力刻画模型[17]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教师教学能力的视角，但数智时代

的教师需要掌握更多数智环境下的教学技艺。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需要掌握数智环境下的教

学设计实施、沟通合作、命题及评价能力。教师需要能够采用数智化平台，一方面记录、监控学习过程，

另一方面适当前置部分学习内容，并采用大数据分析，开展学情分析与监测；并基于以上学情分析，依

托数智备课平台，设计数智化的课堂教学目标、教学情境、活动及教学手段，确保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同时，教师还应具备敏锐的课堂观察力和调控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设计数智化的课堂教学时，要熟练掌握数智化工具的使用技巧，更要能够将这些工具与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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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融合，创造出引人入胜的教学情境和活动。如同瑞格卢斯的精细加工理论[18]所强调的，教师需要设

计出一系列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逐步深入理解知识内容。此外，教师还需具备课堂管理理论

和应变理论的素养。在数智化课堂上，学生的行为更加多样化、不可预测。教师需要具备敏锐的课堂洞

察力和灵活的调控能力，随时准备应对课堂上的各种突发情况。同时，教师还要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和

表现，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手段，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2.4. 专业品格人文化 

教师的专业品格，是教师职业素养的灵魂所在。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中学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教师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责任感，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在数智时代，人

机协同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专业品格的内涵会进一步延伸，不仅包括教师–学生、教师–家长等“人–

人”关系处理，还包括教师–AI 教师助教–学生–AI 学生助学等“人–机”关系处理。不仅要遵守教育

法规，尊重学生和家长，维护教育公平和正义，以及积极参与学校和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还要注意在

人机协同教学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信息安全问题、角色定位问题及伴随 AI 角色分担部分教–学任务后，

师生之间因缺少交流而带来的人文关怀、情感纽带缺失问题。 

2.5. 专业信念发展化 

中学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以实现持续的专业发展。在知识爆炸式增长及精细化分

化的新时代，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结构，以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和挑战。这包括不

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技能和学科知识水平，以及积极参与教育研究和学术交流等方面。

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教师可以不断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舒默(Schommer)提出嵌入式信念系统[19]、霍夫(Hofer)提出四维度信念模型[20]在新时代教

师的专业信念发展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 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的现状分析 

现行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以下将通过针对广西某市部分中学 200 名

教师、200 名学生及 20 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了关于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及评价结果

反馈等方面的数据。 

3.1. 评价标准的单一性 

 
Figure 1. Investigation on the singleness of evaluation criteria 
图 1. 评价标准单一性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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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主要依赖学生考试成绩。这种单一的评

价方式无法全面反映教师的真实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我们对广西某市部分中学的 200 名教师进行了问

卷调查，学生考试成绩在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中的比重高达 75%，而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学生评价等方

面的比重相对较低(图 1)。这种过分依赖考试成绩的评价方式，容易导致教师片面追求短期的教学成果，

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差异以及长期教学效果。 
在与教师的访谈中，70%的教师表示，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放在提高学生的考试成

绩上，而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则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不仅无法激励教师探

索更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也抑制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3.2. 评价方法的局限性 

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中，量化评价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方式往往过于机械和片面，难

以全面反映教师的真实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仅有 25%的教师认为质性评价在当前评价体系中得到了足

够的重视，而高达 75%的教师则认为质性评价被忽视或边缘化(图 2)。质性评价更注重对教师教学过程的

深入观察和细致描述，能够弥补量化评价的不足，但由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且评价标准相对

主观，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忽视或简化。 
在查阅的 50 份教学评价档案中，只有 8 份包含了详细的质性评价内容。这表明质性评价在当前评价

体系中的确相对不足，无法全面反映教师的教学特点和专业素养。因此，我们需要加强质性评价在评价

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Figure 2. Investigation on the limitations of evaluation methods 
图 2. 评价方法局限性调查情况 

3.3. 评价主体的片面性 

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往往较为单一，主要由学校领导或教育行政部门进行，

缺乏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参与。教师、学生和家长未参与到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中。教师自评、同事评价、

学生评价以及家长评价等多元化评价主体能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供教学反馈，帮助教师更全面地了解

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然而，在当前评价体系中，这些评价主体往往受到限制或忽视。 

3.4. 评价结果的反馈不足 

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中，评价结果的反馈往往不足或不够及时，无法帮助教师真正了解

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也无法为教师提供改进的方向和动力。仅有 38%的教师认为当前评价体系

能够提供有用的反馈信息，而高达 45%的教师认为反馈信息不够具体，17%的教师认为反馈缺乏针对性

(图 3)。这种反馈不足的情况无法帮助教师准确了解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的优势和不足，也无法为

教师提供明确的改进方向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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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vestigation on insufficient feedback of evaluation results 
图 3. 评价结果反馈不足调查 

4. 完善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的改革路径及实施方案 

针对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中存在的评价标准单一性、评价方法局限性、评价主体片面性

以及评价结果反馈不足等问题，本改革路径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客观、多元且具有反馈机制的评价体

系。通过细化评价标准、融合量化与质性评价、引入多元化评价主体以及建立有效的评价反馈机制，旨

在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促进其专业成长与发展，进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4.1. 细化评价标准，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4.1.1. 扩展评价维度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教师的专业素养，需在现有评价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评价维度。除学生考

试成绩外，应增加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学生评价、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师德师风等多个方面。这些维

度应涵盖教师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师德水平等多个层面，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在制定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指标时，需充分考虑教师的教学实际和教育改革的需求。例如，在教学

设计方面，应评价教师的教学设计是否新颖独特，能否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课堂管理

方面，应考察教师的课堂管理是否有效，能否维持良好的课堂秩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在学生评价方面，应通过学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深入了解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和意见，作为评价

的重要依据。 

4.1.2. 实施分层评价 
鉴于教师的教龄、职称等存在差异，应实施分层评价策略。对于新教师，应重点评价其基础教学技

能和师德修养，确保其具备基本的教学能力和良好的师德师风；对于资深教师，则应更加注重其教学创

新和学术研究成果，评价其能否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取得显著的学术成就。通过分层评价，能够更

准确地反映教师的专业素养水平，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 
在实施分层评价时，应组织专家团队，结合数智时代教育要求，制定详尽的评价标准体系。同时，

开展针对性的教师培训，使教师明确各评价维度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方法，提升其自我评价和改进能力。

此外，还应定期修订和完善评价标准，确保其与教育改革步伐同步，不断适应数智时代教育的发展需求。 

4.2. 融合量化与质性评价，确保评价全面性 

4.2.1. 强化质性评价 
为深入了解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反馈，需增加课堂观察、教学日志、学生作品分析等质性评价方

法。这些方法能够直观、生动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为评价提供更加丰富、全面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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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由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教育研究者组成的质性评价小组，负责质性评价的实施和分析工作。质

性评价小组应遵循规定的评价流程和标准，对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反馈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价和分析，

确保评价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同时，加强对质性评价者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评价能力，确

保评价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4.2.2. 量化与质性相结合 
在保持量化评价客观性的基础上，应融入质性评价的主观判断，形成综合评价结果。量化评价能够

提供客观、准确的数据支持，而质性评价则能够弥补量化评价的不足，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评价信

息。通过量化与质性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教师的专业素养水平，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为实现量化与质性的有效结合，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教学管理系统、数据分析软件等，

辅助量化评价的实施和数据分析工作。这些技术能够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减轻评价者的工作负担，

为评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支持。同时，加强对评价数据的分析和应用，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

为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4.3. 引入多元化评价主体，增强评价客观性 

4.3.1. 拓展评价主体范围 
为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应引入教师自评、同事评价、学生评价、家长评价以及校外专家评

价等多元化评价主体。这些评价主体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教师进行评价，提供更加全面、客观的

评价信息。 
应制定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参与规则和流程，确保评价的有序进行。同时，加强对评价主体的培训和

管理，提高其评价意识和能力，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在评价过程中，应确保各评价主体的独立

性和客观性，避免评价过程中的干扰和偏见。通过拓展评价主体范围，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教师的专业素

养水平，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4.3.2. 建立评价主体协作机制 
为加强各评价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应建立评价主体协作机制。定期召开评价主体会议，分享评

价经验和意见，共同完善评价体系。同时，建立评价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确保评价信息的

及时传递和反馈。通过评价主体协作机制的建立，能够形成评价合力，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 
在实施评价主体协作机制时，应注重对各评价主体的引导和激励。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

各评价主体积极参与评价工作，提高其评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加强对评价主体的监督和管理，

确保其按照规定的评价流程和标准进行评价工作，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4.4. 建立评价反馈机制，促进教师改进 

4.4.1. 及时反馈评价结果 
为确保教师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状况，应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制定详细的评价

反馈流程和时间表，确保反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强对评价反馈信息的分析和应用，为教师提

供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和支持。 
反馈内容应具体、明确，包括教师的优点和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和建议。通过书面形式或面谈等

方式，向教师详细反馈评价结果，帮助其全面了解自己的教学情况和专业素养水平。同时，鼓励教师积

极参与评价反馈过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完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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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提供个性化支持 
根据评价结果，应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指导和支持。针对教师的不同需求和特点，制定个性

化的培训计划，帮助其提高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水平。同时，提供教学指导和支持，帮助教师解决教学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建立教师成长档案，详细记录教师的评价结果和改进过程。教师成长档案将作为教师职业发展的重

要参考依据，为其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加强对教师成长档案的管理和应用，挖掘教师

成长过程中的规律和趋势，为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4.4.3. 建立激励机制 
为激励教师积极参与评价和改进工作，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教师的职称晋升、薪

酬待遇、奖励表彰等紧密挂钩，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提高其参与评价和改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

设立优秀教师奖励基金，表彰在教学和专业素养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树立典型和榜样，带动全体教师

共同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 
总之，通过细化评价标准、融合量化与质性评价、引入多元化评价主体以及建立有效的评价反馈机

制，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客观、多元且具有反馈机制的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这将有助于激

发教师的内在动力，促进其专业成长与发展，进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更多具有数智时代素养的

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5. 结语 

数智时代赋予了中学教师专业能力向素养化方向发展，同时也赋予了教师专业素养新的内涵与要求，

即教师知识结构化、教学理念前瞻化、专业能力数智化、专业品格人文化、专业信念发展化。中学教师

专业素养评价体系的改革路径清晰而明确。依托教师专业素养考评数字化系统，通过完善中学教师专业

素养评价体系的改革路径及实施方案，是提升中学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本文

的探讨，我们明确了当前中学教师专业素养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路径和实施方

案。这些方案旨在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关注教师的专业素养、师德师风、教育教学能力等多个

方面，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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