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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的专业发展被认为是提高教师知识、技能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为此，很多学者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和

研究。本文借助社会物质这种新型的理论来阐释初中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

题的原因。最后基于社会物质理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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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eacher knowledge, skills,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many scholars have made active explora-
tion and research. This article uses the new theory of social material to explain the problems ex-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3055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3055
https://www.hanspub.org/


陈思莲，邓丽芳 
 

 

DOI: 10.12677/ve.2023.123055 353 职业教育 
 

isting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Finally, based on the social material theory,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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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的兴旺与发展，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于老师。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主持

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民族地区教师的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教

师的整体水平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对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师的培养，事关民族

地区思想政治教师队伍专业发展。本文以桂西南民族地区崇左市龙州县、宁明县、凭祥市、大新县等乡

镇中学为例。问卷数量为 180，收回数量为 170，有效率达到 94%。基于问卷结果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在

社会物质理论视角下，加强对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发展的几点策略。 

2. 社会物质理论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2.1. 社会物质理论的内涵 

1) 社会物质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物质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胡啸天认为，社会物质涵盖多方面，如工具、技术、

身体、行动、客体，同时也包括各类文本和话语[1]。芬威克认为，物质包括工具、技术、身体、动作和

物体，但不是把它们当作“野蛮的”或本质上与作为用户和设计者的人类分开的不同的方式[2]。笔者在

综合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社会物质，是指人工制品、技术和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2) 社会物质理论 
社会物质理论是近年来出现在成人学习领域的一种学习理论，这种理论主要以文化历史学派活动理

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复杂理论为基础，关注成年人或者专业人员的专业化学习、专业化与专业发展等，

关注知识的产出与强化、学习者本身、人工制品的存在意义和其流动性等[3]。 
社会物质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物质人工制品比如说书籍、手机、电脑，

这些无生命体的物质人工制品，被认为具有协调社会互动、巩固知识和获得批判性知识的功能。社会物

质理论认为：人类知识的学习和获取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物质的交换或互动过程。因此，教师的专业发

展过程也是教师与社会互动、利用一些物质人工制品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的过程。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

师利用人工制品、技术和社会关系来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就是社会物质理论的呈现。 

2.2.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观点阐释大体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从社会学角度，认为教师专业发

展是职业分工的一个分类而已，注重的目标是地位与权利；另一种是从教育学角度，认为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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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不断更新的过程。本文以教育学为基础，对教师专业进行阐述。教师

专业强调专业素养与能力的融合与发展，其以学习实践为基础，积极进行素质能力的提升，增强整体水

平。教师专业体现为个体专业素质与能力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需要借助学习与探索，实现能力素质的

提升和整体水平的提高，强调专业成熟，实现不断成长[4]。 
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是教师群体中的一部分，是专门从事初中道法课和高中政治课的教师群体，

即专业发展与中学政治教师专业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专业需要结合社会发展需

求，强调与自身职业发展相融合，实现对职业生涯的科学设计与规划，强调自主性，借助自身专业培训

学习，体现为切实提升整体素养和能力的过程[4]。与其他教师发展规划不同，民族地区的政治教师发展

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民族性要求政治教师具备三项任务：一是以民族国家统一发展为基本需求；二是

正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促使其实现良性发展；三是为学生创造相同的机会，强化对学生学习经

验的积累与丰富[5]。地域性要求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专业需要高度关注，强调更好服务于这一民族地

区的发展需求。 

3. 民族地区思政教师专业发展要求 

根据《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文件精神，民族地区中学思政教师

发展具有以下几大目标： 

3.1. 具有深厚的民族教育情怀 

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与责任。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教师要对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育事业具有专注

的思想情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教师专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针对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

育，需要形成认同感，将服务观念渗透其中。其次，民族地区的中学政治教师要有强烈的专业发展目标。

要成为学生学习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学问题的探究者、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开发者。最后，民族地区中

学政治教师还要积极学习当地的民族文化，了解该地区的民族宗教信仰和民俗，要了解民族地区的学生

的思维特点以及兴趣爱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自我规划。才能很好投入到民族地区中学思

想政治课的教学实践之中。 

3.2. 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民族知识和跨学科的相关领域知识 

首先，要重视对多项基本原理进行融合，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等，同时需要将诸多教育理论与方法融入其中，落实专业知识与技能，构建更加扎实良好的学

科背景。正如学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基本功，是优势所在[6]。其次，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与其

他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别。教师需要具有较强的民族观念，懂得民族教育理论，掌握相关知识。主要涉及

民族教育学、心理学、民俗文化等。要正确掌握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制定

凸显针对性特征的教学方法，落实有效的教学手段，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最后，中学思

想政治教育课以道德与法治课以及高中思想政治课为主，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都涉及到。因此要求，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教师需要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基于此，才能通过课堂给学生传播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增长民族地

区学生的一些见识，解决其成长发展的困惑。 

3.3. 要有扎实的专业学科授课能力 

首先，是备课能力和教学能力的提高。课改后，从过去注重知识的灌输与传授，到现在转变成引导

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明辨、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因此，民族地区的中学思想政治教师，只有根据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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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学生的特点以及学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体验来进行相应的教学设计和课堂组织。同时要对教材要进

行创造性的加工，把课本中晦涩难懂的原理还原到生活当中去，把课堂的理论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两

个不同的“视域”融合在一起。其次，学会对统编教材进行第二次开发。国家的统编教材，可以对其进

行适当的调整和补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学习需要。最后，提升民族地区课程资

源开发与拓展能力，侧重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对于民族地区的政治教师，需要掌握本学校教学

特点，以当地的民俗文化为依托，并把民俗文化与当地的各项发展融入起来，寻找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和

促进学生发展的课程资源。 

3.4.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TK)的能力 

在当下这个社会，信息技术已经进入了教育的各个领域和环节。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具有泛在性学习

特点。泛在性学习指以泛在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手机作为核心，发挥信息技术对学习的支撑作用。借助随

手可得的学习设备，突破学习时间与空间的束缚，更加快捷快速的获取学习信息[7]。《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试行)》指出，要重视发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促使信息技术与各学科学习进行融合，发挥

整合优势，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与学习方式，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彩

的教育环境与背景，充分发挥新时期学习工具的价值[8]。不管是出于技术的需要还是国家政策的需要。

民族地区的政治教师需要积极学习先进的信息技术，将其有效运用在课程讲解与知识传授之中。 

4. 当前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自我专业发展倾向不明显比例偏高 

教师的自我专业发展趋向是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调查显示，有 57.3%的教师认为发展目标缺乏，

有 25.4%的教师迷茫而说不清楚。两项合在一起就有 82.7%的教师没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目标，这说明在课

改后多数的民族地区的初中政治教师没有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很难实现对专业的精准定位，规划缺乏

科学性。 

4.2. 部分政治教师对民族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知识学习欠缺 

为了了解相关教师知识储备情况。调查中设置“您平常阅读的主要书籍是哪些”？100%的教师会选

择教材和教辅资料，只有 27%的教师会选择民族学、民族教育心理学相关书籍，17.3%的教师会选择科学

和人文知识、民族民俗文化的相关知识。对于“你是否经常在教学中采用当地民族历史人物的事迹作为

案例”，这个题目的回答只有 15.8%。这说明，民族地区中学思政教师更依赖于教辅资料的学习。对民

族学、民族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民族文化的相关知识关注点不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的知识面较窄。

这样不利于他们开展有效的教学工作。因为老师只有丰富的知识，才能将其有效传递给学生，如果老师

只有一桶水是远远不够分配给学生的。 

4.3. 部分教师教学能力与新课改要求不匹配 

笔者通过以下问卷了解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否与新课改要求相匹配：教学目标的主

要设计参照是什么？教材处理、课堂教学关注点及其课程资源包括哪些？调查结果显示：有 75.5%的教

师是按照教参要求进行教学三维目标设计的。说明多数教师没有领会新课改的“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

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的精神实质[9]。也就是说，没有做到根据民族地区的学生成长特点来

进行教学三维目标的设计。对教学内容的处理方法上。67.3%的老师按照教参突出的重点，突破难点的方

式去进行教学内容的处理。对新课改要求理解不到位，忽视学生的生活经验，不重视学生实际需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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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尚未将要求与社会生活相结合[10]。对于“教学中你最关注的是什么？”的回答。39.6%的老师选

择“教学目标预设”；47.4%的教师选择“教师的主体性”；26.3%的教师会考虑学生的兴趣以及学生的

主体性发挥；只有 6.7%的教师选择其他。说明多数的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仍然习惯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

灌输式教学方法。这与新课改倡导的开放式、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相悖。调查显示，在课程资源的选

择上，100%的教师会选择教参和时政方面的资料，如报刊、音像制品。75.6%的老师会选择网络上的一

些资料如文字素材和多媒体课件。27.8%的老师会选择当地博物馆、纪念馆、当地历史事件及人物事例。

说明半数以上的教师不会主动去开发本地课程资源。根据新课改要求，课程资源丰富，包含文字，音像、

信息化以及本土资源。由此说明民族地区部分教师需要提高开发本土课程资源的能力。 

4.4. 信息化教学技能有所不足 

数字化的学习改变了学习的时空观念，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从事教育的教师带来了

新的挑战。希沃白板在中学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回答“是否经常利用网络查找资料？”这一问题中，

能够达到经常的达到 49%。而 23%的老师会偶尔进行。18%的老师没有。说明多数教师还是具备利用网

络收集、提取信息以及对信息进行加工整合的能力。在多媒体课件制作这个问题上，有半数的老师尤其

是上了年纪的教师认为，自己单独完成一个精美的课件制作是有难度的。这说明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

信息化能力需要提高，一些上年纪的老师更需要专门培训。 

5. 民族地区中学思政治教师专业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 

5.1. 地理位置偏僻是教师专业发展观念落后的主要根源 

崇左在位置上与越南接壤，位置偏僻且靠近中越边境，边境线长达 533 千米，在整个广西省内，其

处于最长水平。其中，与越南接壤的乡镇涉及 13 个，分布在各个地区。地处边境，交通不是特别的方便，

会阻碍该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会制约中学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发展观念的形

成。从前面的调查数据获知教师观念落后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是安于现状，缺少进取意识；第二

个是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第三个是信息技术能力非常之弱。 

5.2. 办学资源条件差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困境 

以 2021 年为例，崇左市共下辖 1 个市辖区、5 个县，代管 1 个县级市，江州区(238.76 亿元)、扶绥

县(236.77 亿元)、大新县(199.39 亿元)、宁明县(118.4 亿元)、龙州县(104.19 亿元)、天等县(87.03 亿元)、
凭祥市(84.55 亿元) [11]。由此可见，对于崇左地区，其水平是比较靠后的，这会影响办学资金不足，会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首先，会体现在教学交流缺乏，缺乏共享平台。一般来说平台有两种，第一种是网

络平台，第二种是一些资源、信息、比赛的平台。然而在经济比较落后，教学设备比较缺乏的民族地区，

事实上，调查发现民族地区中学政治学科教学两个平台都还没有很好建立。这对民族地区政治教师的发

展十分不利，影响共享其他好的地区的老师的一些课件和课程资源的一些机会，因此,这些地区思想政治

教师的专业水平的提升就会受到影响。其次，因为资金不足，不可能引进一些省内外专家学者来对本地

区的教师进行教研和科研方面的指导与帮扶。因此，这些地区的老师们教研活动主要还是停留在传统的

听课、评课上。当然，2022 年国家针对中越边境地区推出了一个教育帮扶的计划，希望这项计划能有效

改变这个地区的中学政治教师的专业发展困境。 

5.3. 民族地区中学思政教师的专业培训缺乏力度 

民族地区中学思政教师的专业培训缺乏力度。首先，是培训的方式与新课改的理念匹配度不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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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培训都是以集中培训为主。而且在集中培训的过程当中，又以培训教师主体的讲授方式为主，形式大

过于内容。培训老师并没有对这些中学的思政教师进行新课改理念的解读专项培训。所以，多数人对培

训所持的态度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其次，培训的内容缺少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在我们的调查中，

中学老师的压力其实非常大。整个假期都是在学习，不管是走出去学习，还是请进来培训。不管省内专

家还是省外专家？他们的教学模式就是先对自己本地区的做法，做一个相应的介绍，然后再提一下新课

改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这些培训老师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发展中民族性的融入，

将地域性抛之脑后。这种用一刀切整齐划一的培训方式进行培训，培训效果就会差很多。因为用普遍性

代替特殊性。最后，培训的过程缺乏长效机制。其实，95%以上的老师都参加过各种教材培训、课改理

念培训、教学方式技能培训、信息技术能力的培训。虽然参加了很多培训，但是他们在教学过程当中遇

到的问题或困惑确实很难得到解决。也得不到一个持续的培训和有效的指导，因为培训完以后就各回各

家，各找各妈。所以最终这些民族地区的初中政治教师还是无法在教学中准确的理解和贯彻新课改的理

念。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发展的信心，其观念又回到了从前。 

5.4. 现代教学设备较为缺乏 

根据社会物质理论，网络、手机、电脑属于人工制品，具有传导知识和保存知识、整合知识的功能。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在推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改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化的硬件支持。

它们是：反映现在教学理念的教具、教学用书、电脑、多媒体等教学设备。在访谈中发现，民族地区中

学的思政课教学采用传统模式的比重很大。虽然在办公室教师也是有电脑的，可是网络不是特别稳定，

且人手一台电脑还是没有完全达到。就算有电脑，电脑也因为时间久远运行速度像蜗牛。有些乡镇中学

教室还不太具备多媒体教学设备。虽然有些学校教室里有希沃白板，但因为教师的年龄或者原来没有信

息技术培训的背景，也不太会使用。 

6. 民族地区初中政治教师运用社会物质助推自身专业发展的策略 

(一)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有效利用社会物质相关人工制品，完善对民族教育学、心理学、其他学

科知识的学习。 
所谓制品，呈现为具象的物质，也承载着抽象的理念[12]。它分为实体人工制品和概念人工制品两类。

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书籍、计算机、期刊就是实体人工制品。教育观念就属于概念人工制品的表现

形式。对于人工制品，其主要功能是对知识的存储，服务于知识的传输。教学的本质是进行知识的呈现，

达到对技能的传授[13]。首先，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自己角色的转化认知。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加强民族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及其民族文化知识的学习。因为民族地区中学政

治教师既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初中生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形成的培育者。以上相关知识是可以

通过实体人工制品去完成。教师要养成平时多阅读书籍、期刊和电子书的习惯。不愿花钱买书，但可以

借助网络共享的方式进行，比如读秀电子书网站。 
(二) 构建支持体系，完善和优化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条件，帮助教师发挥社会物质的功效 
这里的社会物质(教学条件)主要包括现代化的音像制品和图书资源。首先，中学要创建现代化的初中

思政学科音像制品和图书资料库。这些人工制品对于大城市的老师来说，唾手可得。对于处于民族地区

的中学政治教师，整个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一方面可以通过购买获得这些人工制品。另外，也可以通

过确定好选题，引进专家学者来指导，骨干教师参与的方式来制作。创建时要围绕民族地区，中学思想

政治课教改进行。通过相关专项课题研究，构建凸显民族特色的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著、论文、音像

制品资料。其次，要加强相关的培训，帮助初中教师娴熟使用人工制品。人工制品的价值是否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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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使用者本身对人工制品的理解。目前的研究表明，人工制品的使用，如果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

下，各种乱用、不懂用的现象层出不穷。要聘请有关的专家学者通过开设讲座和研讨会的方式介绍人工

制品的使用技巧。再次，教育主管部门要创设环境，实现对信息技术平台的完善与调整，促使教师专业

性发展，能够拥有更加优质的基础设施支持。利用人工制品(网络)泛在性学习的特点。教会老师可以不受

地域、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可以与相关的专家、同行进行互动合作。最后是当地教育局要创建民族地

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平台。这个平台建设的内容要贴近教学、贴近本地民俗民风、贴近学生实际。这

个平台上可以放置老师们尤其是融合了当地素材的优秀课件、教学案例、教学总结；这个平台还要开设

交流与讨论、共享功能。 
(三) 构建教研共同体，开展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研活动，促进社会关系互动。 
社会物质理论的思想是想通过社会关系来帮助教师与外界产生一种良性互动。良性互动的过程可以

有效的促进教师学习和成长。教研共同体是一种新兴的不断发展的实体，与正式的组织结构不太一样。

教研共同体的成员，是来自于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校内外专家构成的一个教研共同体。共同体让老师

们在这个组织当中找到持续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可以通过同伴或者与其他同行、专家交流激发中青年教

师往上努力的决心。要经常开展丰富多样的教研活动，增强教研共同体的活跃性。首先，教研共同体成

立时要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就是说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的角度，吸引多学科人员加入。其

次，要有激励机制，要有充足的经费和制度安排。再次，教研共同体要经常开展教学基本功培训。要教

会老师们如何评课、如何写反思和总结、如何根据地方特性与教材内容结合。最后，教研共同体要开发

民族特色的课程资源。我们要利用当地的人文资源、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以红色资源为基础，强化与

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与现实生活更加紧密。通过以上的一些做法提高

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的教学能力。 
对于民族地区中学政治教师发展这个课题的研究，既是一项有着重要价值的研究活动，也是一项充

满挑战的研究活动。本文只是提出一些自己的研究观点，今后会继续跟进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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