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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基础英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

此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面临着三重挑战：长期传统英语教学产生的固化思维、自身

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与新课标新要求的不适配、影响专业发展的外部阻力。面对这三重艰巨的挑战，中

小学英语教师应积极主动地激发自主发展意识，强化教学反思，并通过开展教学研究等措施以丰富专业

知识和提升专业能力，辅之以由地方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集体等的外部保障，从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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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
tion (2022) marks a new era in basic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English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curriculum implementers, are facing a triple challenge: the 
fixed mindset generated by long-term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ir 
own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external resistance affect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is triple challenge, Eng-
lish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a sense of self-development, 
strengthen teaching reflections and enrich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 by meas-
ures as conducting teaching research. Supported by external factors from local education depart-
ments, schools, and teacher collectives, teachers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their ow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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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4 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简称“新课标”)正式发布。新课标的发布和

实施，意味着我们国家对基本英语教育的课程理念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从课程育人的角度出发，强

化了立德树人的基本使命，推进了教学方法的变革，从而掀起了教育发展的新浪潮[1]。 
面对新课标所提出的诸多新要求和艰巨挑战，中小学英语教师作为课程实施的关键角色，能否以新

课标为导向进行专业发展，提高专业素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课标能否在一线教学得到切实有

效的实施，从而推动学生的核心素养充分发展。基于这一点，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新课标背景下中

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索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式，旨在为中小

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实现其能力提升和专业成长，从而更好地在一线教学中实施新课

标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教师专业发展与课程标准 

2.1. 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界定 

“教师专业发展”这一概念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对于其内涵，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

与见解。在霍伊尔与杰凯塔的研究中，教师专业发展囊括了教师在自身职业发展中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

就与教学技能实践知识[2]。除了教学技能知识的获得外，哈格里夫斯和弗兰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还

应包括自我理解和生态转变这两方面的发展[3]。在前人的基础上，伊文思关注到教师的情感因素，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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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业发展态度和功能出发，指出教师的专业发展来源于其教育观念的转变，包括教育教学知识的增长、

教学主动性态度的生成和课堂教学专业技能的提升[4]。从教师专业发展的性质上看，多德曼与斯蒂芬妮

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是由其专业学习的动力所推动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而持续不断地实现教师领导能

力与教师教学技能的长足发展[5]。 
国内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硕果累累，各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叶澜认

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演化和充实专业结构的过程[6]。肖丽萍则提出，教师专业发展不仅

限于外在专业技能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教学中个体心理的不断完善与成熟发展，包括教师的教

育理念、教学价值信仰、专业发展需要、专业能力等的发展过程[7]。朱旭东对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理解

更为细致和全面，从“专业内涵”和“发展内涵”两个层面对教师专业发展内涵进行论述，从而建构出

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包括教会学生学习、以教学过程开展育人活动、为学生和教学服务等[8]。赵杰

等人对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界定强调了通过自主学习或参与教学团队的学习，教师在专业理论、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教学经验以及职业认知和教学态度等方面得到的持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

个不断在“自我反思、自我认知、自我否定、自我修正、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这六方面循环嬗变的过

程[9]。 
总的来说，上述国内外学者对于教师专业发展含义的定义，可以粗略地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将

教师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一种是与教师教学专业技能与知识挂钩，注重教师教学技能与知识的

发展；另一种则以教师个体为本位，关注到教师情感因素的发展，如教师的教学主动性，教师专业学习

的动机，教师教学信仰与教师教学态度等。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所讨论的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是指教师自身通过主动地教学实践、职业培

训、自我反思、科研等活动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过程，主要涉及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态度三

大专业素养的提升，逐渐迈向专业成熟的境界。 

2.2. 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需求 

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双减”工作的

重要抓手，对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以及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新课

标的需要，更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第 30 个教师节前夕，首次提出了“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即新时代的教师

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要有一颗仁爱之心，随后也多次强调，教师的教育教

学必须遵循和服务于立德树人的宗旨与根本任务[10]。2018 年，在《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中，中央与国务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师资教育，提升师资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的师资队伍[11]。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中指

出，教师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教师自身首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根据我国国情，教育的目标

之一就在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要满足这个要求，就迫切需要教师自身既精通专业知识，

又要涵养德行，努力发展成为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德智双全者[12]。 
新课标中所体现的时代意蕴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要求。课程是立德树人的载体，新课标具有显

著的育人功能[13]。新课标中所突出的核心素养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新课标在课程理念、

目标、评价等诸多方面都体现着素养意识，旨在超越学科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可迁移的、可重构的素

质，使学生终身受益，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中小学英语教师要如何转变自身角色，提高自

身德智水平，成为了每个中小学英语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此可见，新时代对于教师的要求不仅是教学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期望教师成为德智兼备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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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老师，注重教师自身德育培养以及素质的提高，才能在教学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就要

求教师在专业发展中完成内在培养和外在育人的双向转化，以适应新时代对教师的需求与期待[14]。因此，

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进行专业发展是大势所趋的必然要求。 

2.3. 新课标与教师专业发展相辅相成 

教师作为课程的一线实践者，其专业发展必定会受到课程的影响。牛红玲认为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以

教师的课程实践为基础，课程与教师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15]。韩淑萍在其研究中指出课程是影响教师专

业发展的一种综合因素，包括课程管理体制和课程实践两大方面[16]。尽管“课程”与“教师”之间的关

系随着时代发展而也不断变化，但课程始终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课程标准作为教师进行教学的根本指南，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课程改革的大

背景下，新课标促使教师运用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开展教育实践与研究，指明了教师在新时代中专业发

展的方向，同时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创设了推动教师积极学习新理念和提高专业素养的文化环境与发展

平台，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专业成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7]。 
与此同时，教师不仅是新课程的实施者，更是新课程的创建者与改造者。课程标准作为教师教学活

动的指导，并不等同于教师只是按照给定的步骤进行教学，丧失教学主动性。实际上，每一个教师对课

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当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时，当教师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课程理念相结合运

用于教学过程中时，当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时，当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时，都无时无刻渗透着教师自身对该

课程的领悟与解读。课程标准指导教师的教学，教师也在课程实施和实际教学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和新方

法。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在同步发展自己的课程观，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在促进课程的生成，与新课

程一起成长。因此，教师的教学实践与研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课程产生影响，促进课程理念的改革和

发展。 
在此基础上，新课标与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成长，互为发展的新机遇。

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与专业素养的提升能够助力新课标的开展，为新课标的实施提供核心动力；

新课标为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带来新的资源，其提出的新理念推动着教师们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理

念、培养新能力，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最终培育符合新时代育人要求，专业素质过硬，

立德树人的成熟英语教师。 

3. 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往往牵扯到许多因果关联和内因外因，比如外在环境、

个人的动机及信念等；同时，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通常要经过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磨练与实践，才可能显现出其效果。新课标的颁布与实施，给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

资源、新环境、新机遇，但并不意味着有了新课标的助推动力，中小学英语教师就都能够顺利实现专业

发展。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对于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来说，新课标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长期传统英语教学所产生的固化思维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 2011 年版课标)以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

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大课程目标为核心引领课程内容[18]。尽管这五个目标分别设置对应相应的课程内

容，但是课程目标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每个课程内容中的具体要求也较为开放，没有十分具体的细节

要求，从而没有很好的体现出课程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该课程标准已实施了十余年，如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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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使用使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师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思维定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以课程目标引

领课程内容的模式的确给予了英语教师较大的发挥空间，英语教师只需引领学生掌握课程目标中相对应

的课程内容即可。但问题在于，过多的自由可能会使英语教师仅聚焦于某一种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来

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造成知识本位的教学；另一方面，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之间的联系薄弱，整体性

不强，教师在实施过程中容易顾此失彼、单一关注某个课程目标和内容的情况，从而有所偏废，不利于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课程的改革与课程标准的修订往往蕴含着教学理念、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的更新。新课标将核心素

养作为引领教学和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目标。同时，也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其中特别强调了英语

教学的六要素，即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19]。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

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三大类活动，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帮助

学生在这六个方面获得学业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四大核心素养。至此，课程目标

与课程内容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19] 
图 1.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内容结构示意图[19] 

 
面对新课标，如果教师从以往的固有思维出发审视和解读新课标，可能会产生误解，或者难以理解

新课标的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最终可能导致教师仍以传统方式进行英语教学，未能正确实施新课标的

理念。因此，新课标向中小学英语教师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根本性的挑战即转变已有思维，割裂部分以往

经验，守正创新，重构课程认知。教师需要摒弃以往仅关注考试分数的知识本位观，以学生的核心素养

和全面发展为本位，坚持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做到真正准确理解、内化和落实新课标。 

3.2. 中小学英语教师现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与新课标要求的不适配 

新课标在 2011 版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原有的课程内容并新增了部分内容。例如新课标新增

“语篇类型”，强调基于语篇的学习；同时，新课标强调文化意识的培养，通过诸如学习中外重大节日

的名称、庆祝方式及意涵等方式进行教学，不仅能让学生学习到常识类知识，还有助于学生了解知识背

后的深层内涵[19]。然而，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习惯了传统英语教学的操作范式，如单一语篇的解读，

对语篇的解读停留在结构和词汇，只关注学生的阅读理解正确率以及对词汇的掌握，而忽视了语篇深层

内涵的挖掘；强调语法和词汇等结构知识的输入，进行大量的测试和语法词汇练习，忽视学生口头表达

能力的培养等。这种传统的教学习惯是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如以往陈旧的育人观念、同事

教师的影响以及自身教学经验等。同时，有研究表明，当新手教师在教学中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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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教师会如何解决[20]。因此，教师可能会在代际更迭中沿袭以往的传统教学。总的来

说，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大部分英语教师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可能会囿于以往固化的传统教学模式

中，特别是对于一些乡镇地区的教师和年纪较长的老教师来说，教师自身或许还未能达到新课标的语篇

能力、语用能力等新要求，以现有的专业知识与能力难以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新要求。 
新课标的颁布与实施也推动了新理念的发展，如单元整体教学、英语学习活动观、“教–学–评”

一体化观念等。这些观念革新了许多传统英语课堂上的做法，如单一语篇教学、评价方式单一松散、课

堂活动层次性不强等，对于习惯了传统教学的英语教师来说，其现有的专业能力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在课

堂上实施这些理念。同时，新课标设定的一些触及认知、意识等的抽象概念，如对学生跨文化意识以及

思维品质的培养等。对于多数中小学英语教师而言，这种较为抽象的概念，如何做到在课堂中融入文化、

发展学生思维，如何进行有效恰当的评价等，都是令人头疼的难题。甚至部分英语教师本身的跨文化知

识就比较有限，又如何才能在英语教学中创设“真实的文化情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与思维品质

呢？除此之外，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新课标还提倡教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资源进行教学[19]。这里的

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和资源并不仅仅是做好上课所需的 PPT (PowerPoint)，而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利用互

联网中丰富的、个性化的优质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有针对性的学习平台，在日常教学中融入“互联

网+”模式[19]。这对于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信息技术不那

么普及的乡镇地区或偏远地区工作的英语教师。 
综上所述，很显然，面对新课标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要求，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现有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与其还有着一定的距离，是教师们专业发展过程中的艰巨挑战之一。转变理念、提高专业素养，

成为符合新时代与新课标要求的新型英语教师仍任重道远。 

3.3. 影响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阻力 

教师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职业，其专业发展除了受教师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多种外部因素

的影响[21]。新课标的颁布和实施的确为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发展导向，但教师能否正确

深入理解新课标，将新课标落实到实际课堂教学中，实现自身专业发展，还需要地方教育部门、学校和

教师集体等各方面的共同支持与保障。 
首先，地方教育教研部门作为落实新课标的基层引领，对当地新课标的普及和落实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如果当地教研员自身对新课标的理解不到位，在教研活动中未能正确引导教师学习新课标的话，就

极有可能造成教师对新课标的错误认识。同时，如果地方教育部门组织的学习和研讨新课标的活动只是

流于形式，照本宣科，其效果可想而知，不仅不能促进当地教师更新教学观念，正确认识新课标，甚至

可能会对教师的教学产生误导和阻碍。 
其次，学校层面也会对教师专业发展产生影响。一是学校领导层面，若学校领导层面未能正确领会

新课标的相关精神，甚至对新课标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方面会导致难以从学校层面为校内英语教师提供

关于新课标的专业发展培训，使英语教师没有足够的渠道和机会去深入认识新课标，其专业发展可能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另一方面，如果学校层面对新课标理解不到位，仍囿于传统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

时，教师的实际教学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当教师将新课标中的新理念应用于实际课堂教学中时，校方可

能会产生误解，从而导致教师继续囿于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二是学校的集体氛围，如果学校领导层没

有带头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应用新课标的氛围，可能会导致教师整体对新课标的关注度不高，这不仅不

利于英语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与实践，也会妨碍教师的专业发展。 
最后，教师集体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22]。当教师集体中的大部分教师都积极学习新课

标相关精神和实践新课标理念时，少部分积极性不高的教师也会被集体带动，在耳濡目染中，逐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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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用新课标。然而，当教师集体中的大部分教师对学习新课标积极性不高，抑或是安于现状不愿革新

教育理念和方式时，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教师集体氛围可能会对那部分积极学习新课标理念的教师产生冲

刷效应，可能使仍处于观望状态的教师产生逃避甚至抵触心理，使其在墨守成规的工作环境中逐渐失去

以新课标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动力。 
总而言之，新课标背景下的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既要靠教师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地方教

育教研部门、学校和教师集体等的外部保障和引领；当这些外部因素未能向英语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学

习与饯行新课标的大环境与机会，帮助英语教师正确认识新课标，将新课标有效落实实际课堂教学中，

助力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4. 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 

对于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而言，新课标的执行对于其英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

个促进专业发展的绝佳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应迎难而上，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以新课

标为跳板，深耕英语学科教学领域；同时，在地方教育教研部门、学校、教师集体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英语教师应争取在新课标的实施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水平，实现长足发展。针对上述挑战，

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对策： 

4.1. 激发发展意识，革新教学理念 

正如拿破仑所言，思想和宝剑是最有力的武器。英语教师想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水平，与新课标

齐头并进，就需要从思想方面着手，激发自主发展意识，革新教学理念。 
首先，英语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一种开放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新观念与新事物。新课

标是国家课程的基本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集中体现了新课程改

革所提倡的新理念[23]。教师作为课程的执行者，应保持对国家课程发展动向的关注。研读新课标，可以

帮助英语教师更好的把握现今教育的大方向，理解吸收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教育理念。同时，研读新课标

的过程也是检视自己的过程，教师可从中发现自身经验知识的漏洞与不足，加以改进，从而实现自身的

专业发展。 
此外，中小学英语教师需要改变以往单纯聚焦语言结构的知识本位理念，转换为以核心素养的培养、

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位的教学理念，真正树立立德树人的教学信仰，为育人而教学而非为成绩而教学。

教师要明确教学的意义并非在于考试中的所谓“好成绩”，而是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真正有

意义的教学。以往的传统英语课堂主要以词汇、语法知识为内容，辅之以各种各样的练习与测试，抛开

教学效果不谈，这样的课堂是难以实现学科育人的。新课标的育人价值集中体现在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24]，学生通过英语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提高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进行有意义的沟通，更重要的是学生

能够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文化观，提高思维水平和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这些隐藏

在分数背后的素养，才是教育价值的真正所在。教师应积极转变以往“唯分数论”“唯语法和词汇”的

观念，关注学生更深层的需求，在学科教学中实现育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同时，为了更好实现学科育人的目标，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式，积极学习和实践新课标所提倡的教

学理念。新课标提倡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迁移中创新的英语学习活动观理念，学创结合，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新课标针对以往割裂语篇教学的弊病，倡导“大单元”教学，以培养和形成

对单元话题的深刻认识与价值判断；在评价方面，新课标提出要改变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单一评价模式，

建立起“教–学–评”的整体育人观念，使评价成为教学的一个有机部分，以评促学，以评促教[19]。深

入学习课标的重点之一就是学习课标的新教学理念，英语教师应对其持开放的态度，避免产生抵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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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这些理念，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能提

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助力自身的专业发展。 

4.2. 强化教学反思，提升专业能力 

有研究指出，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素质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教师进行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25]。教

学反思是一种将自身教学活动作为反思对象，并对其行为、教学效果等展开分析的过程[26]。新课标亦提

出英语教师应坚持教学反思，促进自身专业可持续发展[19]。显然，教学反思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必

不可少的环节。 
根据教学过程可以将教学反思划分为课前反思、课中反思和课后反思三大类。课前反思具有预测性

质，即教师预测教学活动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可能达成的教学效果，并在后续的实际教学中进行有意

识的监控，以便及时调整教学行动，应对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课中反思具有调控性，教师结合

自己的教学实际情况，重新审视并迅速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而课后反思具有评价性，教师在课堂教学

结束后，根据课堂活动的整体效果和学生的表现对自己以及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总结，是发现自身不足

的有效方式。开展教学反思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撰写教学日志、开展微格教学等。教师应坚持进行教

学反思，尤其在实践新教学理念时，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和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以便更精准的改进和完

善自身的教学。 
无论是新手教师还是有经验的教师，教学反思都是教师改进自身教学、发展自身专业能力的重要途

径。坚持进行教学反思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认识自己、正视现有的专业能力水平，从不足中吸取教训，

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以达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4.3. 开展教学研究，拓展专业知识 

杜威所提出的“从做中学”的理论，启示我们“做”是“学”的有效方式，是达成学习目标的现实

途径[27]。这一理论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也同样适用。教师并不只是传授知识的教书匠，更是研究教育教

学问题的研究者。教育研究是促进教师观念转变、实践课程理念、落实课程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教师

进行专业发展的根本路径之一。教学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新课标的实施中，中小学英语教师或多或

少都会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各种问题。教师们可就新课标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可以以教师

本人的教学为主开展教师行动研究。通过教学研究，教师可以从一个更科学、更准确的角度来审视、反

思和评价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而进一步改善自身的教学实践。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提升了课堂教学效

果和自身的教学研究能力，也能够在研究中更加深入准确地领会新课标的相关精神，拓展专业知识。 
在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应坚持从“做中学”“研中思”，使教学研究成为联结新课标与课

堂教学的桥梁，将课程理念转化为有效的课堂教学行为，有助于拓展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提高教学研究能

力。 

4.4. 提供外部保障，促进专业发展 

中小学英语教师能否正确理解和实施新课标，除了教师的自身努力外，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涉及

地方有关部门、学校、教师集体等多个方面。在地方教育教研部门层面，各领导和教研员应重视新课标

的培训和普及，可采用专家讲座、案例分析、公开课教研活动等多样化的研讨形式，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组建教师教研共同体，尽可能覆盖各个地方基层相关部门和学校，共同探讨、共同研究，致力于提高新

课标培训的质量与效果。在学校层面，学校领导层自身要重视和正确认识新课标，注重教师的专业发展，

不断优化教学管理，在校内组织各类教研活动，构建一个良好的教师工作环境和积极上进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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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推动教师主动学习饯行新课标，进行专业发展。在教师集体层面，广大

教师应积极建立起一个上进好学的教师集体氛围，主动与同事一起钻研新课标与课程实践，如实行师徒

制一对一帮扶，由经验丰富的、积极上进的教师带动青年教师或缺乏积极性的教师，在互帮互助中共同

进步，在教师集体中形成愿学习、爱学习的优秀风尚，总体提高教师集体的专业素养，帮助教师个人更

好的实现专业发展。 
总之，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地方教育教研部门、学校、教师集体的支持与保障。各主

体应多方合力，共同为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保障，减少阻力，营造良

好工作环境，从而为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 

5. 结语 

新课标的颁布与实施给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挑战。中小

学英语教师是新课程的主要执行者，必须直面这些新的挑战，主动进行专业发展。在新课标背景下，地

方教育教研部门、学校以及教师集体等应合力为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外部保障；最重要的是

英语教师自身应树立专业发展意识，加强对新课标的学习，根据新课标革新教学理念，在课程实践过程

中进行教学反思，开展教学研究，不断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提高专业能力，实现专业可持续发展，为

国家培养富有智慧与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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