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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及时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把

依法治国的新理念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程，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的需要，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本文从《教育新理念》一书的读书心得展开，体现教育新思考对教育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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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理念》是一本由袁振国编写的书籍，本文以生动有趣的语言

和丰富恰当的案例，阐述了从课堂到课程、从学科到学院的思想更新。特

别是揭示了知识转化为智慧、理论转化为方法、思想转化为品格的本质。

这本书对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家长和学生都有很大的阅读价值。笔

者阅读完此书收获颇多，也带给了自己一些不同的思考和感悟。 

1 掌握教育新理念的重要意义 

1.1 掌握新理念可使教师生发具有“正能量”的教育行为 

众所周知，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本体功能，如果没有各学科教师的具

体教育活动，人才培养的 终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教学活动，特别是

教育活动是否“合规”、教师教学能力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

度上又受其教学理念的深层支撑。甚至可以说，教学理念在教师的具体教

育活动中具有方向性和导向性的价值，是教师升华教学观念、更新教学行

为的先导和灵魂。因此，作为一个学校教育工作者，是否掌握了新的或者

先进的教学理念至为关键，它不仅影响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计划的制定、

教学节奏的设计和教学内容的解释，而且制约着教师在认知、情感和行为

方面的投入程度。所以从理论上说，掌握新的、先进的教学理念对一个学

校教师来说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必使教师在自己的教育中生发具

有“正能量”的教育行为。 

1.2 掌握新理念，将关系到教师教育的价值 

在新理念下，教师教学不仅仅是教学生学习知识——学生学习知识

固然是重要的，这一点和传统的教学理念没有区别。但新理念又认为并强

调：教师不是或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学知识，使学生进行知识的堆积，而是

要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或者在知识的学习中，自然地、润物无声地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思维品质与学习、探索以及践行的能力；而且

认为这种价值观与能力的形成较之学习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在教学中，

教师不但要关注知识的教学，而且更要注重学生价值观能力的培养与形

成。在这种理念下，学生是富于灵性的和创造潜质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

被动接受知识的储存器；教师不是传统的教书匠，而是帮助学生学习知识、

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师；而学校则不是职业培训班，而是点燃学生智慧之

光的神圣的学习殿堂。所以，学校教师掌握新的或先进的教学理念至为重

要，它将关系到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并进而关系到学生的发展及未来。 

2 加强教育新理念的思考 

2.1 提高理论认识，内化于心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反映在具体教育上，就不是以教师为中心、

就是否定以教师为中心。众所周知，传统教学理念所坚持的“三中心论”，

而新理念的“以学生为中心”，则要求教师所有的教育活动都要为了学生

的“科学学习”来进行：“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学生是学习

的主角，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辅导者、帮助者、服务者。 

第二，“以学生为中心”，反映在教学目的上，强调的是为了学生的

发展。传统教学理念所坚持的“三中心论”，其中之一是“以知识为中心”，

即以学生理解和记住知识为教学的终极目的，忽视价值观与能力培养。而

“以学生为中心”则是以“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健康

的发展”为 终教学目标。 

2.2 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为我国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是推动我

国教育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改变传统的、不科学的教育评

价方式，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看似简单，却是需要长期进行的一项任务。

立德树人，坚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与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并重，为我国

教育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提供保证。学校不仅在教育理念上要进行转变，

还应注重学生个人的全方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

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

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也就是说，学校

作为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阵地，在引导学生全方面平衡发展的

同时，也应提升自身的教育服务能力，规范学校的管理制度，为培养一批

高水平人才提供良好的就学环境。 

新教学理念的教育实践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和困惑。教师是教育新理念的实施者，是新教学理念实施

的客观主体。为了更好地实现新教学理念的积极转化，就需要教师适

时对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与

新的教学理念是否相符？如果不符，问题又出现在哪里？也可以通过

听课学习的方式进行反思，从优秀教师的教育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如

此等等。通过反思发现问题，进而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加以修正；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加深对教育新理念的理性认知并在自己的教育实

践中真正地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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