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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教师应具备的五种思维方式
□ 陈永华

一般而言，思维方式是指个体在认知、理解和

处理问题时所采用的思考模式和方法。美国斯坦

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在《终身成长》中

写道：“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不是勤

奋程度，而是思维方式。”就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

重要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更是思维方式的

转变。思维方式决定了教师看待教育现象、分析教

育问题、制订教学策略以及应对各种困难的方式。

当下，一方面，教师面临着教育教学环境变化带来

的挑战和教育教学改革深化带来的压力；另一方

面，信息超载、碎片化学习、讲授式教学的惯性等都

阻碍了教师的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要实现

突围，除了具备成长性思维之外，还应具备以下五

种思维方式。

一是元认知思维。元认知思维是教师对自己

的认知过程进行监控和调节的思维。在落实新课

标精神及使用新教材时，元认知思维尤为重要。这

是因为新课标和新教材中包含着许多新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方法，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

和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元认知思维还能够

帮助教师及时发现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提升

教学质量，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二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强调深入分析、

评估信息，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价值。在面

对新课标和新教材时，教师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

对二者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判断其是否符合教育

规律及学生的实际需求。同时，批判性思维还能帮

助教师批判性地接受传统教育观念或教材内容。

三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要求教师运用对立

统一的观点看待问题，认识事物内部包含的各种辩

证关系。在落实新课标精神及使用新教材时，教师

可能会遇到多种矛盾和挑战，如新教材与传统教材

之间的变化、新课标与旧课标之间的不同等。辩证

思维能够帮助教师全面理解这些矛盾和挑战，找到

有效的解决方案，推动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四是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指的是将事物看成

一个整体系统，关注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的思维。在新课标和新教材的背景下，

教育被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教师综合考虑学

生、教材、教学方法、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系统思

维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和

复杂性，制订全面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

五是创新思维。在教育领域，创新思维尤为重

要。在落实新课标精神及使用新教材时，教师需要

具备创新思维，不断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束

缚，提出新颖独特的教学方法和问题解决方案。创

新思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推动教

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针对上述五种关键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进行

矩阵排列（如表1）。
表1

可以发现，矩阵中的每种思维方式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在实际应用

中，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境和问题，综合运用多种

思维方式，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例如，在解决一个

复杂的教育问题时，教师可以先运用系统思维进行

整体把握，然后运用辩证思维分析问题的矛盾关

系，接着运用批判性思维评估各种解决方案的合理

性，最后运用创新思维提出新颖的解决方式，并通

过元认知思维进行监控和调整。在这样一个全面

的思维框架下，教师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和综合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教育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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