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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时期师德建设现场研讨会在德州召开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师德”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常学
艺) 10月12日，全国新时期师德建
设现场研讨会在德州召开，来自全
国各地的300多位教育专家学者现
场交流探讨关于师德建设问题。德
州市教育局做了典型发言，讲述师
德建设的经验和成效。

在会议现场，针对师德的定
义和重要性教育专家都做了比较
深刻的阐述，都表示师德是教师
素质的核心，是综合素质成长的
内驱力。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顾明远说，之所以这么强调师德，
是因为要从教师那里寻求更高的
教学质量，发挥最大的教育资源，
我们应该“拿着放大镜去找教师
的亮点”，用鼓励的教育使优秀教
师起到典型带动作用。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杨春茂则说，
现在的教育不仅仅是纯知识的累
积，更要重视创新水平、思维能力

的提高，从科学、艺术、信仰和人
文等角度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才能真正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2010年，我们对全市义务教育
阶段教师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全
市农村小学教师平均年龄44.8岁，30
岁以下的仅占7 .5%；50岁以上的占
到33.9%；民师转正和招工进入的占
71.3%。面对这种状况如何推进素质
教育，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加大教师
补充力度是最长远的办法，但远水
解不了近渴，1名新教师的成长至少
需要3-5年。”德州市教育局局长张
同光说，经过多次研究讨论，他们提
出了“向师德要质量”的口号，并总
结出三个同步、三个载体、三项管
理、六步工作法的“三三三六”师德
建设运行模式。在大力加强教师补
充的同时，靠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
深挖现有队伍的潜力，来解决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

两年来，德州市不少学校做了
改变，解放北路小学以实施教师发
展积分制管理办法为载体，促进教
师自我剖析、自我修正、自我发展，
学校管理科学、有序、轻松；新湖南
路小学选择“精品教案、高效课堂、
温馨批语”为载体，狠抓备课上课批
改作业，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黎明小
学以“创新和亮点工作计划书”为载
体，把创新点融入到教育教学的细
节中，为学校发展不断增添新的活
力。9月25日，德州市被教育部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授予全国师德建设
示范基地。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黑龙江
省黑河市第四中学、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九海镇初级中学、山东省淄
博高新区实验中学、潍坊市寒亭区
教育局的与会代表围绕“师德”作了
交流发言，并提出了一些想法和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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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师德建设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常学艺 摄

教育部颁布本科专业新目录

新增艺术学门类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常学
艺 ) 近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
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2012年)》和《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新目录的
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加到12
个，新增了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
原来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由
352种基本专业和154种特设专业
构成。

据了解，这次专业目录和管理
规定的修订工作，自2010年3月启动
以来，历时2年多。修订工作按照科
学规范、主动适应、继承发展的原
则，在分科类调查研究、专题论证、
总体优化配置、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经专家审议、行政决策，形成
了新的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规
定。

新目录的学科门类由原来的
11个增加到12个，新增了艺术学门
类，并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
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

计学五个专业;专业类由原来的73
个增加到92个;专业由352种基本专
业和154种特设专业构成。新目录
充分体现了时代性、适应性、科学
性和开放性的原则，保留了一批学
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
定、布点数量相对较多、继承性较
好的专业，调整了一批内涵不够清
晰、名称不够规范、区分度较小的
专业，增设了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和改善民生急需以及应
用性强、行业针对性强的新专业。
新目录中的专业宽窄兼顾，结构更
加合理，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
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专业目
录》每十年将修订一次，基本专业
每五年将调整一次，特设专业每年
将向社会公布，既保证了专业目录
的完整统一，又有利于专业的动态
调整，增强适应性。

教育部指出，新目录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本年度有关普通高
等学校设置和调整本科专业的工

作按新目录执行。自2013年起普通
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招生工作
按新目录执行。2012年之前招收的
在校生的培养和就业工作仍按原
专业目录执行。教育部拟于近期
对普通高等学校现设本科专业进
行整理。

据悉，为便于新目录的实施，教
育部同时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新旧对照表》等有关文
件。新的专业介绍也将于近期出版
发行。

#开学一月毁教育观#

小学家长自述：开学一月摧垮坚持6年教育观

一个叫林爻的家长，在
孩子上学前，用6年时间力图
把女儿培养成“她自己”，告
诉她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
自尊大。但是，刚刚过去的这

一个月，几乎快要摧垮这位
家长已经坚持了6年的教育
观。现在这位家长无比担忧：
6年后将收获怎样一个孩子？
引发微博网友热议。

网友KOP_W-Zeng：我
选择家长应坚持己见，教孩
子不盲从学校潜规则

网友排骨与猫：以现实
为借口而屈服于这样的教
育，有没有想过以后的以后
的以后怎么办？

网友茶清爽：我选择家
长应坚持己见，教孩子不盲
从学校潜规则。这样的教育
出了多少叛逆学生，又出了
多少没主见没创造力的学
生，这不仅是家长应坚持
的，也是中国教育该考虑
的！

网友Tommy502：不可
否认学校在学生的思想意
识中留下的积极作用，但是
现在的学校很大程度被金
钱和名利所影响，许许多多
的权势观念源源不断地被
输送进学生脑中

网友qiangther：曾几何

时，什么职业最高贵？教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小孩读
书，更应该体察心灵，因为
小孩子的心灵是完全没有
设防的，而机械化的课程，
只是一部机器，心灵不开
窍，何谈日后进步？

网友月呆-荷梦：我选
择家长应坚持己见，教孩子
不盲从学校潜规则。这就是
在扼杀儿童的创造力、想象
力以及个性！也在扼杀未来
的一群诺奖获得者。

网友我不是vae我是许
嵩：我选择家长应坚持己
见，教孩子不盲从学校潜规
则，很多坏习惯都是在学校
养成的，也许是因为各个同
学家境不同而造成的，这里
面还有很多因素，时代在不
断发展，家长应坚持自己的
好观点，不应接受学校的潜
规则。

网友oo菁o菁oo：这是
现实使然。两个家长管理一
个孩子，你可以培养孩子的
个性，可以顺着孩子的意愿
做任何事情。虽然老师的的
确确也希望孩子能更好的
发展，但一人管理40来个学
生，如果学生没有规矩，各
成方圆，试问老师先去照看
谁家的孩子？

网友G大调蒙蒙亮：
不 按 学 校 要 求 来 学 生 就
吃亏，挨打挨骂的还是学
生自己。

网友最爱芒果的小牛：
我选择家长应理解学校，帮
孩子适应学校生存规则。当
我当上老师后，我深刻地体
会到当一个老师是如此的
不容易。我相信大部分老师
都是想把孩子教育好的，问
题在于老师也只是一个普
通人，他的精力也有限。把
老师抬得太高确实难为了
老师。

网友心理学家胡波：孩
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父母可以培养孩子好的品
格也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有

序的内心世界，但无法培养
孩子成为他自己。人的价值
观形成是由他对自己对生
命的认知和体验而形成的。
成为自己不是父母所能培
养的，是个体生命对世界的
认知感受。

网友蓬蓬的号：我很想
说我支持反方，可最后还是
决定支持正方。因为，当一
个特立独行者是需要很强
大的心灵力量的，我不确定
一个孩子能否承受这样大
的心理压力。制度的改革需
要漫长的等待，其间还有很
大可能反复，我们无法一蹴
而就，只能让孩子们学会适
应，别让他们受伤。

网友想卖苹果的巫婆：
个性是可以有，但是也要看
看情况吧，用统一的本和笔
就会泯灭个性吗？那么让统
一的校服情何以堪。家长是
让孩子有个性了，有没有考
虑过孩子的感受呢，他身在
集体之中，他是不是想遵守
那样的规则呢？做特殊的
人，也不是人人都有这勇气
的。

支 持
正 方

正方意见

反方意见

正方：家长应理解学校，帮孩子适应学校生存规则。
反方：家长应坚持己见，教孩子不盲从学校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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