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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纪，是人们曾给予许多憧憬的世纪。
在所有美好憧憬中，教育被寄予了很大希望，而人们把对教育的希望又寄托在教师身上。
因此，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希望理所当然地落在21世纪的教师教育者身上。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对两个世纪的跨度是没有距离感的。
我们曾经描绘了21世纪教师的理想形象，我们当然也为培养这样的教师做出了努力。
改革在20世纪背景中产生的教师教育模式，创造一个适合于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教师教育模式，是
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21世纪的新型教师是怎样的？
这是教师教育改革的关键。
21世纪的新型教师应当能够培养创造这个世纪美好生活的新人。
在以“专业”服务于他人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教师一定是专业的，并且这一专业应当在现代社会的
所有专业中享有特别的声誉。
显然，以“专业化”来引领21世纪初的教师教育改革，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新的世纪里，南京师范大学有了一个新型的、专业的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学院，有了一批
人把培养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集合成为一个教师教育的专业团队，教师教育专业作为大学众多
学科专业中的一个开始成型。
教师教育不再是附着于其他学科专业的活动，或是被其他学科专业淹没的一种活动，而是在大学综合
性的学科专业体系中独立的、并整体运行的一种专业活动。
　　以“专业化”引领的教师教育改革，最终必须落实在专业课程建设上。
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机构，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团队，使得教师专业化教育的课程第一次得以整体设计、
整体实施。
正是在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机构和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团队基础上，根据9币范大学培养中学教师的主要
任务，我们建构了本科层次的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
　　我们的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是：引导本科阶段的学习者确立教师专业意识，形成
初步的中学教育思想，养成教师专业情感，掌握初步的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教师专业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职业技能素养>>

内容概要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纪，是人们曾给予许多憧憬的世纪。
在所有美好憧憬中，教育被寄予了很大希望，而人们把对教育的希望又寄托在教师身上。
因此，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希望理所当然地落在21世纪的教师教育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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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吸气的感觉：第一，躯体发“胖”。
吸气后，胸、腹、腰部都鼓鼓胀胀的，这一截好像“胖”起来。
　　第二，大腹部略向前突。
横膈膜下降，压迫内脏，由于杠杆作用，使大腹部略微向前鼓起（注意，是自然的，不是有意上鼓肚
子）。
　　第三，人体重心下降。
坐着，会感到臀部对凳子面的压力增大了；站着，会感到重心脚对地面的压力增大了。
　　吸气方法对不对，吸气能力强不强，可以用这三种感觉来检验。
　　吸气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气吸在胸腔下部（肺底），不可过浅，也不可过深。
　　第二，吸气要柔和、平稳，使整个胸部自然扩张，不可用强制的力量。
呼吸器官各部分不能有僵硬逼紧的感觉。
　　第三，用口鼻同时吸气，要尽量做到吸气无声。
　　第四，吸气量要适度。
吸得过满，会引起发音器官紧张，失去弹性。
吸入气息的多少，应根据语句的长短、力度的大小、声音的高低和情感表达的要求来决定。
一般情况下，吸七八分满即可。
　　（2）呼气：双向运动，对抗感觉。
吸气容易呼气难。
怎样把气控制住，让它能稳劲持久地往外呼，不至于一下子泄掉，这是最重要的。
呼气时必须是两股力量起作用。
一股是向上向外的呼气的力量，这是发声的动力，称之为“推动力”。
但是，只有这种推动力，气一下子就会泄掉，不能满足发声的需要，必须找到另外一种力与推动力相
互作用来控制气息，这个力称之为“保持力”。
这是一种人为的、向下向后的力量，是一种慢慢往下放、徐徐向下渗的运动感觉。
在发声过程中，推动力是动力，保持力是阻力，两种力量在发声中相对抗，在运动中求平衡，两种力
量较量的结果就是发声中科学的气息运动。
当然，推动力是主要的，它大于保持力。
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气息徐徐而出。
这种气息运动状态下产生的声音，能给人以饱满、深厚、洪亮而又富于弹性、变化自如的立体感觉。
　　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对抗的感觉呢？
关键是在呼气时要继续保持吸气状态。
呼气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依靠胸腔本身的弹性作用和胸部肌肉的力量，逐渐把肋骨拉下，使胸
腔缩小；二是腹部肌肉有控制的收缩，压迫腹腔内器官向上，使横膈膜逐渐抬起回到原来位置。
如果不保持吸气状态，则胸腔很快回落，横膈膜立即上抬，气息就会立刻全部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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