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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的教师教育
———专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许美德(RuthHayhoe)教授

黄　菊１,２

(１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２温莎大学 教育学院,温莎 加拿大 N９B３P４)

摘　要:许美德教授运用比较教育之镜透视中国教育,分析中西教育文明的互学互鉴,探索从“文明对

话”的视角建立全球教育关系新途径.从批判价值中立的研究,转向价值明确的比较教育研究法框架,探究深

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追溯“师范”一词的含义,强调它是东方和西

方的一个桥梁,中国的教师教育必须有效地结合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师范教育的传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

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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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美德教授是当今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和汉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

专家之一,曾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首席参赞(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系主任、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国际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等职.

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专业教授.

２０１５年５月９日到５月１３日,许美德教授应邀参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加拿大Ｇ中国教师

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①第二届年会,在会议期间笔者对许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许美德教授的学术经历与教育研究

笔者:许美德教授,您好!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是一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汉学家和

著名的比较教育研究专家,您是从何时开始接触比较教育学的呢?

许美德:我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二战投降的那天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沿

海的一个海军基地,我的父亲是一名加拿大海军.我成长于加拿大最多元化的城市多伦多,本科在

多伦多大学古典文学系(ClassicsattheUniversityofToronto)学习,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受

古典文学的影响,我对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１９６７年,我本科毕业后,经父母的同

意,借探望亲戚(一位亲戚是传教士,在香港创办了一所小学)的机会来到了香港,并到圣公会的一

所中学任中学教师,主要担任英语、历史、宗教等课程的教学.当时的香港还很穷,但香港人士很友

① 该项目为期７年,已获得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SSHRC)３００多万加元的资助.该项目由加拿大温莎大学

教育学院许世静教授和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康纳利教授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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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勤奋,使我渐渐产生出一种中国情愫,我便留在那里从事了１１年的中学教学.到香港后,我便

开始学习粤语,达到了能够流利听说读写的程度.随后,我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及其相关问

题的兴趣日益浓厚,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期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普通话.

我明白要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一定要进入中国内地.我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逝世那一天,由

于这个消息冲击力太大了,人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来,正如大家所见,邓小平主持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我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激动人心的变化,也意识到如果想要

在中国工作和参与建设,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学历.１９７８年９月,我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深造,

师从布莱恩霍尔姆斯(BrianHolmes)教授学习比较教育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我继续在霍氏

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关注２０世纪中国大学与西方的学术关系和交流经验.

笔者:您还是一位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特别是您从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先

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您是如何和中国高等教育结缘的?

许美德:１９８０年,怀着对中国的热爱,我申请到中国工作,并于１９８０年２月至１９８２年３月,以

外籍专家的身份到复旦大学任教,同时收集有关博士论文的资料.我当时就决定了未来研究的两

大使命.一是研究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模式,但存在

一定程度的冲突,比如中国向前苏联学习,但后来又与前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因此,中西方

政治经济的交流,一定存在着文化差异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分析、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

训,从历史中学习和了解过去的冲突,把与西方交流中的不适当之处指出来,并探讨外来的文化教

育与中国的结合.二是研究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培养了很多有价值的人

和事,并且影响到了欧洲.比如利玛窦(MatteoRicci,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早在１６世纪已经到达中国,他

惊叹于中国的儒家文明,盛赞中国科举制度.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明.中国文

明对世界文明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中国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

１９８４年我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做博士后.正好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Ｇ

nadian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gency,CIDA)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发展协议,以对中国

高等教育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准备给中国的大学提供１２项大额贷

款[１],帮助其恢复和重建硬件设备.作为唯一的既了解中国,又能用中文流利交流的安大略教育研

究院的学者,我很有幸参与到这两个项目之中.“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国亟待重振研究生教育,加

拿大国际开发署主要是支持中国建立新学科和培养年轻学者,我们带头帮助中国的重点师范大学

开发教育学博士课程.最早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的李

秉德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奉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教授,以

及西南师范大学的张敷荣教授等.１９８９年４月,由我主持设计的“加中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计划最终入选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重大项目,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５年的时间里,我们获

得了４０万加元的经费资助[１].当时我们就考虑,在帮助中国高等教育与加拿大的合作发展中,让

双方能够慢慢地了解,而不是很快地接受新的模式.该项目的成果之一便是联合培养了优秀的博

士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如西北师范大学王嘉毅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强海燕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丁

钢教授、西南大学刘义兵教授等,这些人后来很多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中国教育领域的中坚人

物.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里,更多西方国家看到中国发展的广阔

前景,愿意支持中国更多地了解国际高等教育,以更好地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笔者:您对教师教育也很关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教师教育的?

许美德:我早在１９７７年就在香港大学拿到了教师资格证(CertificateofEducation).１９８９－

１９９１年,我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教育、科学与文化处任首席参赞,负责中加教育和学术交流,后来



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１９９４年香港教育学院建立,１９９７年搬

入新校舍,学校环境非常漂亮,办学经费也很充足,但学校的发展水平亟待提高,这一是因为香港教

育学院的师范教育特征,二是由于香港过去注重经济发展而一直都不太重视师范教育.随着教育

发展的需要,香港开始重视教师培养.１９９７年经过反复考虑和家人的支持,我回到了年轻时生活

过的香港,受聘担任香港教育学院校长,一直到２００２年３月.因此,我开始关注和研究师范教育,

结合西方和中国的师范教育的经验,思考如何办好香港教育学院,更好地培养香港中小学教师.比

如,教师培养不仅要关注其学术水平、教育方面的实践训练,而且还要有热爱香港孩子的情感.可

以说,后来对教师教育研究的关注,同我在香港教育学院的经历直接相关.

二、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比较教育研究

笔者:作为一位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您对比较教育有何看法?

许美德:比较教育给了我一整套方法和理论体系以便对中国和西方的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我的

比较教育观首先受我的导师霍尔姆斯教授的影响.霍尔姆斯认为比较教育是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的科学.他接受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假设Ｇ演绎

法中的证“伪”假设的主张.在杜威反思性思维理论和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以及对前人思

想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而且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也很喜欢他提出的问题法(problemapproach).

霍尔姆斯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对于比较教育研究是颇有益处的.他觉得在教育的发展中,

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很快,而文化的变化比较慢,因此,如果能抓住每个教育文明核心的理念,便可以

预料未来.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开始思考如何抓住中国几

千年的高等教育学术传统的核心概念,以及德国、法国、前苏联和美国四个国家的大学的核心概念.

为什么是这四个国家呢? 因为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家们大多效仿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模

式,从２０年代开始美国模式很重要,而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的模式也很重要.我的博士论文«德

国、法国、前苏联和美国的大学模式以及对１９１１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German,

French,SovietandAmericanUniversityModelsandtheEvaluationofChineseHigherEducation

Policysince１９１１)分析了２０世纪中国大学变革中的东西方冲突,以复旦大学为案例进行研究,既

有宏观的运用比较教育方法论进行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例如我曾访问过一些前辈,包括复旦

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女士.

比较教育研究是一种跨社会、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也是很好的进行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

我认为,就比较教育而言,它是宏观的社会学研究,其主要概念也与社会学相关.比如前面提到的

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就是有力的社会学分析工具.我借用这一

理论分析框架,总括了每一种教育文明的核心概念,解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的重要价

值.但是我觉得霍尔姆斯还是受二元论影响,认为价值中立原则是一条基本原则.我在给CIDA①

项目做评估计划的咨询中,开始反思价值中立问题,以前在霍尔姆斯门下学会的方法也因此产生了

新的维度.一批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发起的“世界秩序模式计划”(WorldOrderModelsProject)深深

影响了我,比如挪威学者约翰高尔通等教授的一系列旨在展望全球社会美好未来的概念.我开

始批判中立客观的研究,转向价值明确(valueexplicit)的研究.依据这种价值明确的比较教育研究

法框架,我考虑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尝试为中西方关系的理想化勾勒出一个基本框架,强调中

①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gency)



西方的交往应该体现平等、自治、团结和参与等原则[１].

笔者:您在研究中国教育时,常常从国际视野出发,您是如何运用比较教育方法论开展比较教

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的?

许美德:我后来进行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师范教育研究,主要是运用比较教育方法论在比较教育

研究的框架内进行.我通过比较教育理论分析中西教育文明的互学互鉴,因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

从不同文明背景思考教育改革的路径.此外,教育不能简单地移植,还涉及文化教育传统和发展的

现实背景.因此,了解了教育发展的背景对于教育交流、借鉴非常重要.

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很多元,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比如叙事学(narrative)、人种学(ethnograＧ

phy)、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等.我不愿意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介绍中国的大学,比如我一直

在有兴致地尝试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比较教育研究,希望为中国的大学和教育家们做一个肖像,让

大家学习中国大学的精神,不单单从西方大学的概念来了解中国的大学.我的«思想肖像:中国知

名教育家的故事»(PortraitsofInfluentialChineseEducators)一书以及后来我的另一本书«２１世纪

中国大学的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Portraitsof２１stCenturyChineseUniversities:In

theMovetoMassHigherEducation)就用了叙事的方法.«２１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向大众化高等

教育的转型»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西南大学.１９８７ 年,我和法国著名汉学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合作«中外比较教育史»(China＇sEducationandtheIndustrializedWorld:StudiesinCultural

Transfer)一书.我们以依附论为框架看西方不同的教育模式如何在２０世纪影响了中国的教育,

以及教育文化的影响是否符合依附论.依附论认为教育和经济是结合起来的,教育为帝国主义服

务.比如有人以为,传教士是为了巩固国家的侵略,而我昨天在大会的发言“WholepersonEducaＧ

tionthroughReciprocalLearning:ThreeHistoricalEncounters”①所说的传教士利玛窦,为传播中

国的文化尽心尽力,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用波

普尔的“证伪”的方法.证伪即找到事实和理论假设不符合的地方.比如拉丁美洲受外国教育的影

响,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所有都是.我可以把中国和拉

美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比较,看中国的情况有没有可以“证伪”的地方.

从方法论而言,我用叙事的方法作的比较教育是从下到上,而不是从理论开始的从上至下,但

我深知理论的重要,我的«理想类型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个人反思»[２](TheUseofIdealTypesin

ComparativeEducation:APersonalReflection)一文便体现了我对理论的探索历程.比较教育中

有很多西方的理念是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的,放在东方不一定合适.比如教育领导中的很多概

念在东方是否可以用? 我认为可以用,但要用证伪的方式来用.因为证明中很多要素达不到,所以

我们要证“伪”而不是证“明”.证“明”是实证主义,证“伪”是后实证主义的.“伪”的那边很有意思,

为什么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看中国的情况有的地方会不符合呢? 所以,这就是比较教育的魅力所

在,我用它的理论框架,但是我不会证“明”,而是证“伪”.

９０年代初,赛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发表了«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Ｇ

zations)一文,提出了“文明冲突论”[３].而我感觉不应该是文明冲突,而应该是文明对话(dialogue

amongcivilizations),需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西方的教育家应该了解其他的文明,以

及其他文明对历史文化的贡献,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希望东西方学者可以达成富有成效的

对话.所以,我比较关注跨文化和多元文化.１９９２年,我和同事在多伦多组织了“跨文化知识:东

西方大学与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目标是由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这三个主要东方文明国

① 本文系许美德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加拿大Ｇ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第二届年会的会前会议主题发言.



家在科学和社会知识领域的高级学者,共同思考这些文明对现代发展的贡献以及它们对欧洲启蒙

运动与两方文明的影响和挑战.会议的论文集第二版«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Knowledge

AcrossCultures:AContributiontoDialogueamongCivilizations)一书于２００３年出版[４].在我的

建议下,１９９４年５月我们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湖南岳麓书院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学

术会议“东西方知识对话与高等教育”,当时的主题是“携手构建跨大陆、跨文化的共同体”[５],讨论

西方如何向中国学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

１９９７年我到香港教育学院任校长,尽管工作非常繁忙,我仍开始考虑如何把中国的高等教育

介绍到西方,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一书,撰写了包括李秉德、鲁

洁、叶澜、刘佛年、顾明远等中国现代教育家的故事.后来我又专门研究中国大学的案例,出版了

«中国大学１８９５－１９９５: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ChineseUniversities１８９５－１９９５:ACenturyof

CulturalConflict),让西方了解中国大学的精神.我希望通过中国大学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精

神介绍给世界,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介绍到西方,打开西方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

窗口,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使中国大学和儒家文化在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６].

从中国的角度看,必须在深入了解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再考虑借鉴国外合适的模式,并把它和

自身传统有效地结合.总的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的传统和理念比欧洲大陆和前苏联更能和中国

结合.因为美国的知识论是实用主义的,它是解决问题的,理论一定要联系实践;而欧洲的是抽象

的理性主义模式.虽然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从知识论而言,两者有统一的地方,发生

冲突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三、教师专业化与教师培养模式

笔者:西方国家在教师专业化上走得比较早,从２０世纪中叶就开始了.您对教师专业化和教

师培养的模式如何看待呢?

许美德: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行比较研究的题目.教师最基本的素养是教师自我对知

识的追求,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有新的追求,并用其自身的追求和学习影响学生.另外一点,教

师应该非常热爱儿童、关心学生,因此应该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了解儿童,了解学生发展的过程,

尊重不同学生的多样化追求.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关注教师专业化.教师行业与医学、法律行业一

样,具有独特的专业性,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从世界局势看,教师的专业化应该由专门的独立机构

来负责,它们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是否建立独立的专业性机构来确定

教师的专业化标准、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促进教师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 以加拿大为例,加

拿大有安大略省教师学院(OntarioCollegeofTeachers,OCT)和大不列颠省教师学院(BritishCoＧ

lumbiaCollegeofTeachers,BCCT)等独立、专业的机构来负责审核评估教师专业.比如多伦多大

学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学学士项目需要教师学院的审核,政府也要尊重这个学院的审核决

定.中国以及很多亚洲国家的国情与加拿大不一样,其政府和教育的关系历来都比西方更密切.

这种情况下,是否有独立的专业机构来做教师专业发展评估值得研究.但是东南亚也有越南和柬

埔寨等国家有类似于教师学院,负责教师质量保证(QualityAssurance)的机构.

笔者: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培养教师的模式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许美德:综合大学培养教师和师范大学培养教师有着不同的优势.美国、英国等国家提倡由综

合大学培养中小学教师.中国和日本等国家注重师范大学培养中小学教师.通过阅读师范大学的

历史材料,我发现中国的师范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加上教育学院,其目标是培养优质教师,他们的知



识面非常广,文化水平很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在各种大学排名中,研究型大学往往被认为是

最好的大学,因此很多师范大学面临着研究型大学的挑战.所以,我希望师范大学的内部结构改革

不要太快,不要太受西方影响,也不要忘记自己作为师范大学的特点.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师范教育可以反映出中国的教育传统的特点.这几年我写了不少论文和

著作探讨这个问题.比如我主编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导论:教师面临的问题»(ComparativeandInＧ

ternationalEducation:IssuesforTeachers)[７]一书从社会学、历史、哲学等方面对师范大学的教师

模式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该书已由西南大学的徐辉教授组织翻译.中国传统的教师教学法由于西

方的影响,很多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回到中国的教育传统.西方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比较

被动,强调识记,缺乏创新,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种传统,有时候识记背诵是另外一种创造.

所以,中西方的教育传统差距太远,让双方去了解很不容易.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完全学习西方的

教师教育,还必须结合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师范教育传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

以师范院校为例,很多讲英语的人不懂“Normal(师范)”为何物.两年前,我在华南师大举办

了一系列“关于师范大学的教育问题”的讲座,其中受华南师大教务处之邀,我专门讲了师范大学的

历史.其实“Normal”是法语中的一个古老词汇,有“确立一种道德标准或规范”的意思,蕴含着“高

质量、高标准”的追求[８],其概念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对于教师培养的认识:知识论是整体性的,注

重道德、注重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注重实践和政治意识,比如共和国的概念、公民教育等,用引

导的方式去获取知识.

我在«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梳理了中国与美、日、英、法的教师教育模式的差

别[９].１９世纪的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师范学院建立的是以培养教师为目的的机构,在办学使命上

与“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而在精神气质上,这些国家的师范学院倒是可以和中国的学术传统

达成某种沟通.法国大革命以来,有建于１７９４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地方的每个大学区还有１０所师

范学校(５所男子师范学校,５所女子师范学校).法国认为综合大学不适合培养教师,因为其专业

性和学术性太强,而他们需要培养有整体知识面、注重师生关系、国家和学校联系紧密、国家要承担

所有教学花费等的学校.美国在１９世纪时曾有上百所师范院校,其中很多学生是女生,它培养了

第一批国家制度的教师.后来师范院校纷纷和大学合并,师范的名字消失不见(唯一剩下的是伊利

诺伊的一个镇的名字里有师范二字,这便是１９世纪的伊利诺伊师范学校,该校后来并入伊利诺伊

州立大学)[８].这是一件憾事,是教育的一种缺失.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日本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师范院校为其教育体

系培训教师.二战后日本深受美国的民主化和分权化影响,改革其师范院校的教师培养系统,一些

原来的师范学院合并为大学的教育学院,另一些发展为地方的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完全脱离西方

传统大学的模式,又吸收师范学院的传统优势.它非常重视音乐、美学等科目和教育学、心理学,而

综合大学不太重视这类课程和训练.另外,它也注重对教师道德的培养.目前,在韩国、印度等国

家也建立了教育大学[９].

因此,我认为有时候我们需要顶住国际潮流的压力,保留自己的特色.“师范”是东方和西方的

一个桥梁,西方重视学科,东方重视教育现象,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都保留了师范大学这个名字.

师范大学需要关注自身历史和现状,重视教育,不完全按照世界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希望中国大学

保留自己多元化的模式,保留自己的特色,可以了解自己的特点,从而进行发展.

如何让西方了解和接受“师范”一词? 我认为,教育大学是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方式.中国目前

虽然还保留着师范大学的名称,但越来越学习美国的综合大学模式.如何弘扬中国师范教育的传

统,把学科与教育结合起来呢? 一方面要促进跨学科、多学科的学习,培养学生综合思考的习惯和



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弘扬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文化,结合中国师范教育传统的精华,发展教师培养

的特色.我现在有些担心的是中国有的大学现在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忽视了自己师范的传统.师

范大学这个模式的意思是把学科内容和教学理论结合起来,把学科和教育结合起来.虽然师范大

学的名字还有师范,但是我们每个系,比如物理系、数学系和化学系等,把负责教学的一部分的教师

分到教育学院,完全就是重新组织.总之,我认为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师范大学应该多一些这方面

的研究,多一点自我的考虑.

笔者:中国现在正在推动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其中农村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对农村

教师的培养国际上有没有好的经验?

许美德: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些年倡

导教育公平,关注农村教育是非常正确的.不仅是中国西部地区需要发展农村教育,即使是东北、

华东一些地区,也都需要发展农村教育.当然,中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更急需发展,在这

方面西北师大做了很多工作.从比较教育的视角看,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比如日本五

六十年代的农村教育,当然日本的农村和中国相比,规模大小也不能对等.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也面临这些问题,因此不应只参照西方发达国家,还应该更多参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此外,国
际领域对此也很关注,比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展了很多的基础教育

的项目.

同时,农村教师的培养也很重要,各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思考不同的发展模式.比

如,可以增加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的流动,提倡城市学校的教师到农村学校从事一定时间的教学.

这样,既可以开拓其视野,又可以帮助农村学校发展,所以要创造多一些条件,多鼓励他们和当地的

人和事产生感情,把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另外,对一些知识水平可能不是很

高,但非常热爱农村教育的青年,应该鼓励他们到农村服务.已在农村工作的教师,从感情、阅历、

服务等方面来说,他们愿意留在这里,因而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承认和鼓励他们.

笔者:从２０１０年起,西南大学和加拿大温莎大学合作“中加教师教育互惠学习项目”①.双方

每年派出２０名左右的师范生到对方学校学习和实习.您对教师教育的互惠学习有什么看法和

建议?

许美德: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加拿大的温莎和中国的重庆都是重要的工业城市.要建

立高校、地方教育局和中小学校伙伴合作关系很不容易,这个项目很好地增进了大学和中小学的联

系,促进了两者的伙伴协作关系.

我一直以来致力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思考如何通过文化教育研究把中国的文明,特别是中

国的教育理念介绍给世界.７０－８０年代社会学家分析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腾飞的原因

时,发现是儒家的教育观念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在“加中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项目中,我们说服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支持中国的年轻学者来加拿大,并且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博士生也能来到中国学

习.最开始他们没有同意,后来经过中方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功.第一批我们派了１１名加拿大的

博士生来到中国,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非常强调中西文化教育的相

互学习.

互惠学习项目:一方面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人走进加拿大、了解加拿大,让中国的师范生能把加

拿大教育的一些思考和反思带过来;另一方面,让更多的加拿大青年人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这是

一个双边互动的过程,有助于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对话.我在本次会议中也与参加互惠学习

① 该项目２０１０年起由温莎大学“战略优先项目基金”(Strategicpriorityfund)资助和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基金资助.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成

为“加拿大Ｇ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项目”的一部分,已获得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SSHRC)的资助.



项目的几位加拿大研究生交流,了解到了很多,也和他们说了自己的一些感受.

中国很像是一个大的教育实验场,在这二三十年发生了很多很好的变化,从外面引进的模式如

何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教育学的各种实验不要变化太快,要好好

考虑自己本身的宝贵遗产.

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受到陈时见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谨此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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