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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在教师教育发展上有新变化和新特征，专业化、动态化与开放化是教师教育发展的基本趋

势，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推进国家级教师教

育教育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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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方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

情况

近年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呈现出

一些新的特点，例如教师职前培养朝高学历方向发

展、师资培养多样化、师资培养职前职后一体化等。
在师范教育与学术教育深化整合的基础上，各国都

在寻求如何提高师资培养质量和任职资格标准的途

径，以达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 如美国发展了

教学专业，俄罗斯建立多层次师范教育体系，英国师

资培训则注重高校与中小学合作以发挥中小学在师

资培训中的作用。 在整个欧洲的师范教育中，职前

师范教育都已经延长，引进了新的职前师范教育系

统，职前师范教育的标准更为严格，职前师范教育与

高等教育趋向于合作与统一，许多职前师范教育培

养计划包含了更多的职业因素，多数国家的在职师

范教育和继续职业教育已经得到认可。 相应的，研
究人员的研究视野日益转向如何使师范教育理论研

究与师资培训工作协调统一。

（一）西方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

要举措

首先，在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方面，西方发

达国家更加注重教师教育目标的全面性和在职培训

目标的复杂化，例如美国提出了“五者型”教师培养

目标，即教师应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决策者和

示范者，英国提出“完整型”教师培养目标，即教师

优良的个人品质、精湛的教育教学技能和较强的学

习能力三要素相统一。 与培养目标的发展相适应，
在培养与培训课程方面的改革也从原来单一的学科

知识结构逐渐向着融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与一般

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知识结构进行转变。 教师培训

课程既有学历性继续教育，也有学术性继续教育，还
有满足教师学习和发展需要的继续教育。 例如，德
国的教师职前培养教育课程采取二元结构，分为大

学阶段的课程和实习阶段的课程两部分；美国师资

培养开设了五年制课程和一般专业结业后再学一年

的师资培养课程；英国师资培养课程既有四年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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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培养课程，也有一年制教职专门课程，接受各种专

业的第一学位取得者进行教职教育和教育实习。
再次，在培养与培训模式方面，欧美各国普遍地

都由封闭式、定向型师资培养模式向开放式、非定向

型师资培养模式转变，即由综合大学、文理大学等高

等院校培养，或由一些独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和综合

大学或文理大学通过协议及其它形式来共同培养师

资。 随着终身教育时代的来临，教师职前培养与在

职培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师资培养与培训模式从

原来的课程、教材、教师中心转变为“以学校为中

心”、“中小学与大学合作”、“远距离”等合作培训模

式，教师培训更加基层化、全程化、多样化。
最后，在师资培养与培训机构的设置方面，由于

高等教育正逐步成为各级教师培养的统一条件，教
师职业的整体性和职业水平的一致性越加明显地得

到反映，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教师培养和培训机构也

越来越高层次化、多元化。 一方面，教师职前培养的

要求越来越高，教师培养机构有大学化的发展趋势。
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已基本实

现本科化，其中约 ９５％是由综合大学的师范教育学

院培养的，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可以提高到硕士、博士

水平［１］；英国在 １９７５ 年就将 ２００ 多所师范学院并入

大学；法国和德国也将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规格提高

到同综合性大学相当、达到大学本科层次的水

平［２］；日本早在 １９８７ 年就有 ９０％以上的小学教师

和 ９７％左右的中学教师取得学士以上学位［３］。 另

一方面，在职教师的培训则越来越多元化，诸如大

学、专业团体、远程教育设施、中小学等机构纷纷加

入培养和培训师资的行列。 教师教育机构的大学化

和多元化扩大了教师的数量，大大提高了教师教育

的质量。
（二）西方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

本特征

当前各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变革呈现出如下几

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首先，教师在职培训逐步法制

化，许多国家通过教育立法来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如
英国通过了一系列教育《白皮书》与《绿皮书》；法国

和瑞典分别在《继续教育立法》和《学校法》中以法

律形式规定接受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应尽的义

务。 其次，教师在职培训日益制度化，包括建立教师

在职培训制度、培训后的考核制度、相应的激励机制

等，例如美国以教师证书有效期制代替了永久性教

师证书制度，教师必须在证书期满之前参加专门培

训，获得新的教师许可证才能继续任教；日本实行三

级教师许可证：专修许可证、一级许可证和二级许可

证；韩国的教师资格等级划分较细，形成了准教师、
二级教师、一级教师、先任教师、特级教师等资格等

级制度。 当然，支持者认为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它有

利于吸引具有教师基本素质和热爱教学工作的人从

事学校教学工作，有利于促进教师教育的多样化，但
是质疑者也认为它是一种低成本准入制度，结果可

能会削弱教师教学工作专业化的趋势，也不利于那

些缺乏教师地区的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不利于

吸引那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加入教师队伍。 不

过，两方面的观点都还缺乏实证性的论证依据。 再

次，教师在职培训多样化，不仅培训形式有脱产与不

脱产、长期与短期、校内与校外、面授与函授、夜间的

与业余等各种形式，而且职培训机构也有多种形式，
包括大学或师资培养机构、专门培训机构、教师专业

团体、广播电视、网上培训或函授教育机构以及与中

小学校合作等［４］。
虽然各国在教师教育改革方面的具体举措不尽

相同，但是都体现了诸多共同的趋势：师范教育的学

术性与师范性不断整合，师范教育呈现多层次化，师
资培养渠道在传统的师范渠道之外开辟了非师范渠

道，师范教育课程的通识化，教师的专业化，等等。
这些趋势基本上是整个教师教育发展的综合概括，
也是对未来教师培养和培训发展趋势的展望方向，
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建设具有

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　 加快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建设的思考

美国学者拉莫斯指出，如果师范教育只重视专

业角色中的智能的培养，而不把道德的、精神的培养

作为主要的和本质性的部分，那么师范生就没有领

悟教师专业的全部含义并对之做出确认和判断，这
种师范教育是残缺不全的。 要让学生学会关心、学
会生存、学会做事、学会学习，更要让学生学会思考，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必须要肯定教师

的主体性和首创精神，这就为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计

划，以此引领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既是我国教育事

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师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

方面，同时是体现教师终身学习、提高教师专业化水

平的需要。 教师教育必须走终身化、一体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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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这是由教师职业特点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在

我国的教师培养中普遍实行的终结性、一次完成的

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国家级

教师教育基地的成立以及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不

断提升，将会带动相关院校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因此，国家教师教育基地的建设，尤其要注意国际教

师教育发展的新动态，借鉴其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各

国、亚洲国家和美国各州在教师教育模式上历来就

存在着不少差异，特别是在教师教育的体系结构和

组织方式方面，但是由于教师教育存在着一些共同

的特性和共同的问题，教师教育的改革也呈现了一

些趋同性，因此，这一借鉴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进行取舍。
（一）以动态、开放为原则加快国家级教师教育

基地建设

我国目前的教师教育基本上仍然是一种静态的

教师教育模式，教师教育的重心仍是新教师培养教

育，相对忽视教师的在职教育和教师教育自身的发

展，也较为忽视有目的和系统地建立教师教育与学

校管理人员培训、学校改革发展和教育研究等方面

的联系。 从各国改革的趋势看，我们必须以社会的

快速变化和发展为前提看待教师教育模式的建立，
教师教育的模式应是开放的和动态的。 国际上的

“学士后教师教育”基本都要求学生在获得学士学

位以后再接受教育专业训练，这些国家的教师培养

模式都是开放型的。 我国教师教育体系从封闭走向

开放，从定向走向非定向，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

势在必行［５］。 从目前看，“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的
建设主要以师范大学为依托，利用师范大学优质的

教师教育资源，设立和建设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
从国际经验看，教师培养上实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培养模式的多样化是大势所趋，综合性大学举办教

师教育是基本走向。 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开放格

局难以一步实现，现阶段应保持“定向型”与“开放

型”两种培养模式并存，然后逐步放开师范教育从

而实现转型。 教师教育基地建设应致力于连续的教

师专业发展，致力于创设一个包括初任教师教育、教
师在职培训、高层次的证书或学位教育在内的完整

和连续的教师教育过程。 要积极建立大学、教育学

院和中小学校相联系的教师教育方式，同时，教师教

育的参与者应包括教师教育工作者、教师、政治家、

学校管理者、教育督导人员等，以使社会的变化、学
校的发展和管理、教学改革和教育研究成果等多方

面的信息对教师素质的提高产生影响。
（二）积极探索和推进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在国家教师教育基地的建设中，首先，必须积极

整合学校相关的教师教育资源，力争形成在基地内

形成集教学、培训、职前、职后培养一体化的教师教

育新体系，同时加强教师职后教育和提高性教育任

务，加强教师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基地建设。 其次，
按照综合化的思路确立新的教师人才培养模式，打
通师范与非师范专业的渠道，从试行“３＋１”的本科

培养模式做起，逐步向“４＋１”的双学位培养模式和

“４＋２”、“４＋３”的本科与硕士连读形式培养模式过

渡，并逐步建立起“本科”、“本科＋１ 年专业学习”的
教育文凭教师、“本科＋２ 年”的教育硕士和“本科＋３
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框架［６］。
另外，针对中国目前没有区分教师资格等级的特点，
可以尝试将培训与教师职称评定和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挂钩。
（三）在教师教育实践基础上加强教师教育研

究

在建设重点上，不仅要逐步把国家级别师教育

基地建设成为为基础教育及其他各类教育培养合格

的师资人才的场所，同时，要将它建成教师资格培训

考核中心，建成为教师教育理论科研中心与现代教

育科技研发中心。 之所以强调在国家级教师教育基

地建设中的研究功能，也是当前国际教师教育发展

变革所决定的。 从大量关于教师教育的研究文献和

许多国家面向 ２１ 世纪教师教育改革的政策性文件

看，注重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今后确立教师教育模式

的主线，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教师专业发展和如

何通过教师教育实现其发展。 近年来，欧美的“新
专业化主义”都非常强调教师教育对教育研究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包括如何引导教师开展对教育

科学的研究、如何以理论为基础提高对学生的学习

活动的诊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提高对所

教授学科的研究能力，等等。 因此，国家级教师教育

基地的建设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师资培训与考核，必
须走在当代教师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沿。

（四）加强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与中小学之间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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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教育基地的建设必须重视与中小学之

间的合作关系，显然，高等学校继续保持教师教育功

能的关键是与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无论这种关系

被归结为“伙伴”关系，还是简单的合作，都对教师

教育有重要的影响。 教师教育的成功依赖于中小学

提供的现场实践经验资源，这些经验的关键是教师

教育的课堂教学和教学第一线教学实习的结合，国

家教师教育基地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类似于医

学专业的临床医院，创造一个真正的教师教育环境，
将教师职前培养、在职培训和学校改革融为一体，为
教师教育提供临床性的实践训练，以提高教师职前

培养水平，促进教师在职专业发展，提高中小学生学

业成绩、促进中小学和大学双方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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