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写作素材-教育类

教师资格证综合素质会考一道作文题，分值占比为 50 分，在综合素质的考试中作文极其重要，写作素材离不开日

常积累，下面的教师资格证写作素材为教育类写作素材，熟悉这些句子，不仅仅对写作有用，对材料分析题帮助也

很大。一起来看看吧！

1、关于因材施教

“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每个教育者

要从学生的个性出发来考虑学生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发展学生的个性才能，从而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
要注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尊重学生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要因材施教，分层设计目标，分层实施教育，

发掘每个学生的特点、优点和闪光点，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2、关于后进生

新课程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发展”，新课程背景下的创新教育要求教育者把学生看作具有发展潜力的人，

坚持每个学生都是可以造就的人才，因此教师要用积极乐观的眼光和态度欣赏和预见学生的天性。

3、关于教师反馈

生理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肯定性的赞美语言、鼓舞性的情感语言、光明性的积极语言、启发性的激励语言等能极

大的调动人的激情、推动人的行为、促进人的进步。教师在教学中应以赏识激励为主，帮助学生扬起自信的风帆，

还应结合教育教学的实际，安排和组织学生积极主动地认识自我、激励自我、开发自我、超越自我，从而塑造一个

成功的自我，使自己的巨大潜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4、关于教师的爱

教育是一种唤醒，而实施唤醒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教师的爱。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己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

造力量诱导出来，用爱心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让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

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

5、关于尊重信任学生

自尊是人的心灵中最敏感的角落，是学生对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作用的一种认识和评价。教师要细心呵护学生细

小的心灵，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情感，平等待生，与他们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

6、关于宽容理解学生

教学过程中，我们更要注意的是要允许学生出错。我们的学生还是一个成长中的人，出一些差错在所难免，学生良

好的习惯正在养成之中，难免因自觉性和自制力差而出现反复性的错误。

7、关于学生主体地位

学生主体是“以人为本”体现，教师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合作者和指导者，而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育要重视学

生个体的积极作用，重视学生个性的自我张扬，重视学生自己的情感体验，让学生自由的自主地学习，让学生的学

习成为一种快乐的自主性的活动。

8、关于教学过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倾听学生心声，营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氛围。新课程倡

导的主动、合作、探究式的“教、学一体”的新的方式的出现。则使这种局面得到了真正的改观。它将给学生营造较

为宽松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

使每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倾听学生心声，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发展。新课程倡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首先须从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入手。“倾听学生心声”，要求多听学生学习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采取先自主

完成，后合作完成，最后无法完成时，才由教师同学生共同完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逐步培

养，为他们以后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达到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发展的目标。

9、关于教学

树立符合新课程要求的教学理念 ，优化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变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的

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发展探究知识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注意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

能力。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全部过程，对学生的自发性启动给予积极的肯定与引导,从而引发出正确的反应。最大限

度地发挥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参与和学习的机会和语言习得的机会。营造宽容、友好的

课堂气氛，让学生在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进行交流和合作。学生遇到表达困难时,为他们提供有力的支持,不仅为他们

提供大量的可理解的知识储备, 而且还要为他们分担困难提供心理和情绪上的支持。

10、关于学生

教育与其它行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教师工作所面临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是一个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存在着无限的生机和潜能，生命的发展是自主的、主动的，一方面的缺陷或失误，不等

于整个生命的失败，某一阶段的发展缓慢，不意味着生命失去发展的潜力。

教育应把学生视为灵动的生命体，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教师要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学生进行心灵

的对话，提升学生的生命境界，培养其积极的人生态度，让学生肉体与精神和谐统一，享受生命在学习中的乐趣。

11、关于师德

以前人们总认为：师德高不可攀，师德遥不可及。所谓的师德楷模大多是让我们自愧不如和望而生厌的“苦行僧”，
更谈不上什么优美和阳光。读过《修优美师德做阳光教师》后，才知道师德可攀，我们的教育实践就是攀登的阶梯;
师德可及，它与我们的生活朝夕相伴;师德可为，它给我们创造的灵感、操作的智慧;师德可赏，它给我们心灵的感

动、美的享受。

真正的师德更多的表现是植根于普通的、具体的、甚至是有些琐碎的职业生活，能够回答以人为本的显现实生活世

界的种种拷问。真正的师德尊重和张扬个性人格，充满创造性。即使同为对学生的爱，在不同的老师那里，却有不

同的理解和表现：有对学生生命的尊重和关怀，有对学生过错的宽容和理解，有对学生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好老师

是形形色色的，他们的“好”以不同形式体现在职业生活的不同领域。

正像前苏联一位著名美学家所说的那样：付出与获得平衡是最高的境界，称之为“优美”，略高于则是“崇高”，付出

大大高于获得则成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这其中有许多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的无谓和不必要的牺牲，过分弘扬和

宣传这样的师德会让老师们对师德望而却步。只有优美的师德才是阳光的、亲切的、有趣而有效的，因而也是充满

快乐的。

12、关于师生关系

民主地对待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改变居高临下的态度，真诚地与学生交流;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

讨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实践证明，教师尊重学生的民主权利，彼此尊重、信任、相互促进，才

能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全面关爱学生：对于表现不佳的学生教师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批评，而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和关心。虽然这种

爱有时毫不起眼，但它有助于师生间理解桥梁的建立和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

改革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唱主角、少数学生当配角和一问一答式为主要课堂教学形式。大多数学生是

被动的听课，“死读书，读死书”。新课改要求教师给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始终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学生来进行。

丰富教学内容：目前很多教师在教学方式改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我认为要想真正激课

堂教学，单纯在方式上下功夫是不够的，必须在教学的内容方面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