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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的七个趋势，值得我们共同关注  

杨晓哲  

 

当前，我们正处在互联网时代，

未来我们将步入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等新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多个

时代，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需

要经历多个时代。因此，如何拥有符

合新时代的学习能力，甚至具备跨时

代迁移的能力与品格，成为了教育工

作者培养下一代人才的重大挑战。 

站在今天，我们设想未来教师的

模样，他们的工作和我们现在一样吗？

他们会关注哪些新的领域、拥有哪些

新的技能、发展哪些新的能力？ 

面向未来，回归教育本质，我认

为，未来教师正在形成七个趋势，值

得我们共同关注。 

趋势一：和学生一起拥抱新技术 

我们的学生并不和我们出生在同

一个时代。他们一出生就在数字化时

代，拥有智能设备、互联网、虚拟现

实等一系列数字化环境。他们自然而

然会觉得那些数字化工具就是生活的

一部分，不可分割。因此，我们需要

换一个视角，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拥抱

新技术，将新技术运用到学习中来。 

有的时候，当教师觉得新技术难

以在课堂内外使用的时候，不妨问一

问学生们的想法，说不定他们可以给

你很多不同的方案。可能是一个个不

同的学习平台或应用程序，也可能是

他们运用互联网探索新知的经验，这

些都可以融合到你的教学设计中。 

当然，也不仅仅是用学生们熟悉

的新技术，也需要大胆地面向真正具

有变革性的技术。学生们真正需要的

是与他们无穷想象力相契合的技术。

未来教师，需要和学生们一起拥抱新

技术。 

趋势二：借助互联网成为终身学

习者 

未来教师是一个终身学习者，不

断学习是未来教师唯一不变的属性。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领域、新观点；面

对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新工具；如果

教师不学习，那又怎么理解学习本身，

怎么设计学习任务与学习评价呢？ 

教师的学习不仅仅是让自己知识

丰富，更是让自身处于一种学习、创

造、探索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感染每

一位学生，也会更懂得设计学习。无

论在何时何地，互联网开启了教师不

断深入学习的大门。未来的校园不仅

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应该是老师

学习的地方。我们将面对一种“老师

好好学习，学生天天向上”的新现象。 

与此同时，未来教师不再是孤立

的个体，而是拥有更多的协作与合作，

教师将跨班级、跨学校开展更多的合

作。有研究表明：高创意的专业群体

正在形成一种面对面合作之前就已彼

此了解的状态。这表明了未来合作的

新趋势，就是每一个学习者都不断分

享，成为一位终身分享者。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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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拥有每一个未来教师的节点，他们

正在形成新的终身学习群体网络。 

趋势三：构建多元的渠道与空间 

未来教师是一位能够构建与定义

多个空间，开展混合学习，关注学生

个体差异的教师。未来校园是一个混

合学习的地方。混合式学习旨在重新

思考课堂时间，发挥线上与线下学习

的不同优势，将线上线下教学时间进

行整合设计。 

混合学习打破了时空限制，未来

教师在课堂内熟练地使用各种技术，

尝试基于技术的新教学。让学生们通

过智能设备，开展自主、合作、探究。

随着空间的扩展，培养学生们数字化

学习的能力与习惯也将备受关注。随

着渠道的多元化，一种新的师生关系

正在形成。未来教师更像一位随时就

在身边的学习陪伴者与未来引路人。 

趋势四：设计学习，构建多元化

课程 

未来教师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

从关注知识的回忆与再现，技能与概

念，到培养学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到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养。 

未来教师更像是学习的设计师，

构建多样化的丰富课程，设计学习的

过程，定义学习的目标，开启核心的

问题与内容，激发学习者的内动力，

引导一个个学习任务与活动，在过程

中识别学习的状态，评价学习的过程。

设计学习让未来教师更具挑战，也更

专业、更懂学生、更有创造力。 

趋势五：虚实之间探索世界，找

到自我 

无论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还是

混合现实，各种各样新兴技术都在为

我们营造一个真实与虚拟相互交融的

世界。未来教师需要和学生们一起在

虚实之间，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创

造世界。这种新的融合也正在模糊虚

拟与现实的界线，创造出全新的学习

体验。 

在真实的世界中，可以通过增强

现实、叠加虚拟的信息，让虚拟的信

息与现实紧密关联，让生活与学习联

系起来。而沉浸于虚拟现实中，学习

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甚至情

感态度价值观也将迁移到现实的世界

中。未来教师要把握学生在虚拟世界

与现实世界中新身份的融合与分离，

帮助学生在虚实之间探索世界，找到

自我。 

趋势六：引导学生多维度解决 

问题 

在未来，学生将更加快速更加便

捷地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不用说简

单的知识概念题，就连大量的程序性

知识也能够快速找到答案。但是，这

个时候如何引导学生多维度地探索问

题，如何让学生们真正深入地理解问

题。当一个学生在互联网上找到答案

越来越容易，提问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未来教师要不断引导学生多维度

地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来自于周遭的

真实生活情境，有些问题来自于学科

探索的典型抽象情境，无论面对哪类

问题，学生要真正构建起自己的认知，

阐述自己的理解。未来教师在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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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像

科学家一样做科学，像艺术家一样做

艺术。 

趋势七：多样化分享与创造成为

新常态 

如今，我们不断强调创造力的重

要性，但是，当我们回到课堂中，我

们有多少时间在创造？当我们去反思

时间的占比，仍然会觉得非常低。用

相同的仪器，参照科学的步骤，遵循

老师的要求，得出一样的结果，仍然

是现在的常态，如何跳出这个定式寻

找新常态？ 

学习者不仅是知识的消费者，也

是知识的生产者与分享者。体验学习

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迁移所学的知识，

并在不断应用中加深知识的理解，甚

至重构知识本身。未来教师越来越鼓

励学生拥有不同想法，把这些想法和

创意进行产品化。这种学习不仅注重

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多次自主“输入”，

更强调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不断创意

的“产出”。 

我想，以上这些趋势虽然冠以未

来，却也是部分教师的现在——未来

已来，只不过尚未普及。让我们一起

努力，成就自己想要的未来。 

（作者：杨晓哲，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高校教师发展工作室”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