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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中小学教师
专业发展问题及其改进举措

龙 宝 新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推进教师专业发展正成为美国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国家教育竞争力的重要切入点.当代

美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效能欠佳,参与专业发展活动机会较少,培

训活动深度不够,教师间开展专业合作的次数较少,专业发展活动保障乏力,初任教师入职辅导不够深入等.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很值得我国借鉴的综合性改进举措.具体做法主要是:打造切合教师专业

发展需求的学区服务功能,借助评价机制刺激高品质教师专业发展服务的涌现,重视教师高级专业发展能力

的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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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注教师质量内涵建设,满足教师多样化专业发展需求,为中小学教师提供丰富的专业

发展机会,是世界各国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增加国家教育竞争力的首要切入点.正是在这一国际背

景下,作为世界基础教育改革“领头羊”之一的美国,更加关注教师教育质量及其专业发展活动.

２００３年,全国教学与美国未来组织(NationalCommissiononTeachingandAmericasFuture,简称

NCTAF)强调:教师素质的提升是美国教育成功的关键,政府的使命是降低优秀人才进入教师行业

的门槛,同时提高现职教师的理论素养[１].２０１０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坦言:决定学生学业能否成功

的唯一因素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学生的肤色与区号,不是父母的收入,而是他们遇到什么品

质的教师[２].在这些理念的支持下,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优质的专业发展服务,保障中小学教

师专业发展权利,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师资队伍水平,迅速成为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链环,也

成为美国撬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之一.

一、美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对于亚洲国家而言,美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相对滞后,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更多.正如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forAmericanProgress,简称CAP)所言:美国教师专业发展状况不佳,大多

数教师学习机会较少且零散琐碎,对教师教学改进意义不大[３].这种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无论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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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看,都是破碎的”[４].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６个方面:

(一)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效能欠佳

近年来,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效能始终不太令人满意.２００８年,全美学校与员工配置调查

(SchoolsandStaffingSurvey,简称SASS)显示,仅有２/３的教师认为他们参与的教师专业发展活

动“有效”或“非常有效”,其中,参加了高强度或高密度(intensity)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教师一般会

认为活动“非常有效”.希尔(Hill)教授和他的同事在对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活动观察的基础上指

出,这些活动不可能对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生成绩的提高提供多大帮助.教师要想变革自己的教学

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中获得知识与经验并转化为教学能力,还需继续

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才有可能[４].

还有美国学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导致美国教师专业发展的适用性与效能不强的具体

原因是: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学习与教学改革没有获得体制上的支持,内嵌于工作中的发展机会与集

体发展环境缺乏,专业发展所需的密集而持续的时间与机会不足,没有用跟踪辅导来及时强化教师

专业发展效果,教师专业发展持续性不够等.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美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效能

的低下.简言之,不适用、零碎、缺乏持续性是制约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效能的三大根本原因,以

至于参与培训的教师自己也瞧不上这些活动.正如美国企业研究会(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Ｇ

te)专家赫斯(FrederickHess)所言:“可能对教师专业发展最具毁灭性的危机就是连美国教师自己

也鄙视教师专业发展活动.”①以调查数据为证,只有５９％的受访教师觉得与自己学科内容相关的

培训活动有用,少于一半的教师认为其他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对自己发展有用[５].

(二)参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机会较少

美国SASS调查发现,教师希望在所从事教学领域中接受每年至少５０学时的教师专业发展培

训,以此提高教学技能与学生学习成绩,但实际上能获得专业发展机会的教师甚少.在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年间,绝大多数教师,约占受调查教师总量５７％的教师反映,一年中他们只获得了不到１６学

时或仅仅２天的专业学习机会.有国外研究表明:低于１４小时的培训活动,如通常在学校中举行

一次教师工作坊活动,基本上对学生成绩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教师至少需要５０小时的教学、实践或

辅导活动才可能真正掌握一项新的教学策略并在课堂中实施[６].参照这一数据来判断,美国现有

的教学专业发展活动不可能对教师工作产生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再从教师工作时间分配来看,美国教师一日中的绝大部分工作时间被用于教学及其他行政事

务(见图１),每天能够用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时间大约在１０％以内.美国著名教师教育专家达

林－哈蒙德(DarlingＧHammond)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国家对教师专业发展是否进行有效支持之一,

就体现在教师一天、一周中分配到专业学习和研究活动中(如备课、观摩等方面)的时间比重.数据

显示:美国教师每周用于备课的时间只有３~５个小时,而多数国家教师的周备课时间约在１５~２５
小时.这表明,美国教师与同事间的研讨机会非常少.正如一项调研结果所言,美国教师要在教学

上,尤其是在开发优质课程与教学活动上花费大量时间,教师几乎没有时间去共同备课、一起学习.

其实,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因就在于,美国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时间与资源上

的政策保障,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任务普遍较重(见图１).

① 资料来源:FrederickHess．‘MorePD’:theEasy[EB/OL]．(２０１３Ｇ０２Ｇ１４)[２０１４Ｇ０８Ｇ２３]．http://blogs．edweek．org/edweek/rick
_hess_straigth_up/２０１３/０２/more_pd_the_easy_but_ineffectual_answer．html．



图１　美国中小学教师年平均教学时间的国际比较①

图１表明:美国中小学教师年均工作量要比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出大约３５０
课时左右.正是如此,２００８年美国有关专业组织调查结果显示:与４年前相比,美国教师专业发展

活动密度持续走低,中小学教师在文献阅读、课堂管理、信息技术培训等专业发展活动中参与的频

率和在每个专题上所花费的时间正呈现下降趋势 [５].

(三)学科内容培训尽管较多,但方式欠佳、深度不够

近年来,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多集中在学科的学术内容培训上,其他方面的培训相对较少.

调研显示:教师的专业学习活动近８３％集中在他们所教学科内容上,俄亥俄州此项培训高达７９％,

而新罕布什尔州此项培训竟达到了９５％,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理论化、单一化趋势表现明显[７].

而且,这类教师专业学习活动(主要以教师间的日常工作坊活动和同伴观摩与指导等形式为主)也

不够深入,由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缺乏专家指导,导致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常常是浅尝辄止,停留于

表面,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提升作用不够明显.

图２　一年中美国教师参与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②

图２表明:校内教师工作坊活动是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主体,教师间开展工作经验交流、

专业知识研讨等活动是其主要内容.但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最没有效果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吴

拉姆(Gulamhussein)研究指出:教师工作坊活动之所以无效果,是因为该活动假定教师面临的唯一

挑战是缺乏有效教学实践的知识,认为只要知识正确,教师的教学实践就会发生转变.但实际上,

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他们如何把新知识、新方法付诸教学实践[６].正如足球教练要

提高球员成绩一样,他不会仅停留在对原理、规范、经验的讲授上,最关键的是要指导球员实践、训

练.教师专业发展中面临的真正问题来自教师如何将习得的知识、策略、技能用于教学实践,这一

知能转化过程显然是非常复杂的.另外,布什(Bush)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中,如

①

②

资料来源:LindaDarlingＧHammond,RuthChungWei,andAletheaAndree．How HighＧAchievingCountriesDevelopGreat

Teachers[EB/OL]．[２０１０Ｇ０８Ｇ２０]．https://edpolicy．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howＧhighＧachievingＧcountriesＧdevelopＧgreatＧ

teachers．pdf．
资料来源:AllisonGulamhussei．Effective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anEraofHighStakesAccountability[EB/OL]．[２０１３Ｇ

１０Ｇ２１]．http://phennd．org/update/effectiveＧprofessionalＧdevelopmentＧinＧanＧeraＧofＧhighＧstakesＧaccountability/．



果仅仅向教师描述技能或知识,如像传统教师工作坊活动那样,那就仅仅有１０％左右的教师将所

学技能知识用于实践,大多数教师将不可能被彻底改变[８].著名美国教师教育专家哈蒙德也曾指

出: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总体是无效的①,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教师没有参加过教师专业发展活

动,而是因为他们所参加的大部分专业发展活动是无效的.据统计,９０％以上的教师在调研中谈

到,他们在上一年度中参加过教师工作坊等专业发展活动,但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对其专业发展毫无

裨益,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工作坊式的专业发展活动对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而言没有产生什么积极

影响[５].

进而言之,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最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是在校内进行并针对个别教师开展

的教学指导活动.而这一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在美国教师培养中所占比重较低.这些学者认为,个

别教师指导活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够支持教师去实施新的教学策略,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

促使其课堂教学发生真正的变革[９].学者还通过一系列对比研究对该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

基于学校的个别教师指导活动对教师学习效能的提升最有帮助,更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信心.

这是因为接受这种教学指导活动之后,教师无需在教学情境中刻意地去选择教学策略或方法,故有

助于把期待的教学形态或理念付诸实践[１０].可见,如何普及并深入推进个别教师指导活动,改进

教师工作坊活动,是美国未来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增效的关键点.

(四)教师间开展专业合作学习活动的次数较少

同样,基于SASS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尽管有９０％以上的教师参加过系列化的教师专业合作学

习活动,但每周开展专业合作学习活动的平均时间只有２．７小时(参见图３),参加５小时以上专业

合作学习活动的教师仅占１５％,且认为真正合作学习的氛围难以形成,仅仅有１６％的教师认为校

内教师间合作学习氛围较好[７].这一结果表明:尽管教师专业合作学习活动是很有效的教师专业

发展方式,但美国教师对该方式的利用依然不够合理.

图３　美国教师每周参加合作学习活动时间②

与此同时,教师间相互合作的专业发展机会同样缺乏.有教师告诉调研者,在课程设计与实践

经验分享中,教师间的合作机会很少,专业合作环节薄弱.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间,仅有约６３％的教师

参加过同伴的观摩学习活动,大约７０％的教师参与过常规性的有关教学问题的专业合作学习活

动,而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间的数据均约为７４％,教师参与专业合作学习活动的机会呈现下降趋势

(见表１)[７].

①

②

资料来源:DarlingＧHammondL,WeiRC,AndreeA,etal．ProfessionalLearningintheLearningProfession[J]．WashingＧ

ton,DC:NationalStaffDevelopmentCouncil,２００９:３０Ｇ２６．
资料来源:WEIRC,DarlingＧHammondL,AdamsonF．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theUnitedStates:TrendsandchallenＧ

ges[M]．Dallas,TX:NationalStaffDevelopmentCouncil,２０１０:１０１Ｇ１０９．



表１　美国教师参与工作嵌入式学习活动的百分比

合作类型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

参与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

参与率(％)

围绕某一感兴趣主题开展个人或集体的专业研究 ４６．７ ３９．８
与其他教师就某一教学问题开展定期专业合作学习活动 ７４．４ ７０．４
同伴观摩
指导或教练活动

７４．０
４２．１

６３．０
４５．７

　　另据学者对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国员工发展协会(TheNationalStaffDevelopmentCouncil,简称

NSDC)的标准评价分析显示:４个样本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堪萨斯州与密苏里州———的

教师更为看重的是“校长领导”“学校平等”的机制和氛围,而非教师专业合作的机会以及学校决策

和政策形成过程所带来的影响.数据显示:只有６９％的教师反映他们“经常”或“偶尔”作为“员工

整体中的一员”来参与讨论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只有４０％的教师时常有机会观摩其他教师的课

堂教学并给予反馈;只有５５％的教师有时间与其他教师讨论他们在专业学习活动中的收获;只有

５７％的教师及时给予同伴教师教学反馈.该年度SASS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教师间的课程

合作较少,尤其是嵌入工作中的专业合作学习活动更少,而这些合作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与学校发展

水平有重要意义[５].

(五)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保障乏力

美国中小学教师反映,其在职期间的专业发展活动几乎难以获得充分的资金、政策、时间支持,

因此没有条件参加更多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全国略超过半数的教师反映,他们有一定的时间来

参与专业发展活动,其中只有４０％的教师反映他们可以报销参加教师工作坊活动或教师培训活动

的会务费[５].时间、经费与政策支持的乏力是导致美国中小学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机会不多

的三大主因.

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时间安排上看,如前所言,这些时间是包括在教师每天工作时间中的,为

此,许多中小学更愿意在学生放学后每周拿出３~４个小时的时间来开展专业合作学习活动,因为

这种形式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更有利于学校监督,便于进行规范的行政管理,这也正是许多学校更

愿意开展教师工作坊活动的原因所在.无疑,这种方式比嵌入在教师正常教学活动中的专业学习

方式效果差得多,而目前美国教育管理者还无法将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时间安排到教师正常工作中

去,这正是导致教师专业发展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１１].所以,加强对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时间的立

法保障是美国教师教育管理政策改进的重要方向.

同时,在教师专业发展经费保障水平上,各校间的差距较大.在资金条件较好的学校中,教师

更容易获得相应的支持,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学校则难以享受此待遇,教师专业发展机会校际间不公

平现象较为常见.据吴拉姆(Gulamhussein)团队研究显示:美国各学区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乏

力,直接影响了教师专业发展机会的获得.一方面,从观念上看,各学区看不到对教师专业发展投

资可以给学区教学质量的提升带来显著效果,因此不愿在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上投资;另一方面,不

同学区在教师专业发展上的投资差异很大,如:有的学区一年中向教师专业发展投资达４６万美元,

而另外的学区实际投资仅有８．８万美元,其全部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投资仅仅占整个学区总支出

的５％[１２],这与美国教育法的规定有很大出入.«美国中小学教育法»第一款规定:经济基础薄弱的

学校应该把国家拨款的１０％用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美国有超过４０％的州已经采纳了这一标准.

参照这一标准,美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还有待提高.

(六)初任教师的入职辅导深度不够

目前,美国尽管普遍设立了促进新入职教师专业发展的辅导项目,新入职教师人人都有参加入



职培训的机会,但实际上,教师参与高质量辅导活动的机会不尽相同,且培训的深度也难以保证.

这主要表现在:培训内容上过分关注教育理论知识,强调教材理解,而忽视课堂教学经验的学习;对

新入职教师开展持续专业辅导活动的机制与保障不够,尤其是在深入实践与熟手教师开展专业合

作的机会方面较为缺乏,直接制约着教师专业发展的质量;入职教师最需要的专业发展活动,如在

课堂现场情境中对新任教师进行持续、细致的跟踪指导与技能强化等方面,显得尤为不足[５].这些

情况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新入职教师的专业发展,影响着教师入职进程的顺利展开.

二、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改进举措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教育行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的改进举措,努力克服教师专业发展环

节中的短板,持续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效能.这些举措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有３个方面,值

得我国教师教育管理机构借鉴.

(一)打造切合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学区服务功能

学区是美国学校管理的基层组织,也是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服务的核心提供者之一.以学区为

依托,整体优化中小学教师专业指导服务,是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改进的着力点之一.在过去,

大学、专家、教育专业组织等为教师提供的教育服务活动是零碎而又脱离实际的,这就导致学区难

以面向教师真实的专业发展需求来打造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服务.在未来,美国会积极克服这一

缺陷,打造“基于学区的”“以需求为导向、评价为辅助”的综合性教师专业发展服务体系,努力实现

教师专业发展服务与学区教师发展需求间的“无缝对接”.

在美国,学区内部学校间的相互影响与学习是助推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马里兰州蒙哥

马利县公立学校学区(MontgomeryCountyPublicSchools,简称 MCPS)正是这样的一个成功例

子.蒙哥马利学区是美国第六大学区,其中的一所学校———广田小学(BroadAcresElementary
School),位于该学区中文化最为多样化的一个社区,它的发展是该学区总体发展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０年前后,该小学学生成绩较差,学校面临着关门的危机,教师质量问题令人堪忧.然而,该学

校与政府间的一次改革合作却使该学校顺利摆脱困境,走向兴盛.随之,该学区中的其他一些学校

争相效仿,成功复制了这一发展过程,全学区的学校迅速走出了发展困境.在这一改革中,该学区

采取的主要做法是:培育学校、教师、政府间的合作文化,建立教师团队间的信任与契约关系;面向

教师、管理者与员工,构建三种专业成长制度(Professionalgrowthsystems,简称PGS),确保所有

教职员工都能获得同伴的帮助;对新入职教师与教学成绩不佳的教师进行专门指导,把教师质量评

价与教师专业成长结合起来;从国家教学专业标准中抽取６项绩效评价标准,据此建立学校的教学

评价系统,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等.这些举措的实行使所有教师明确了提高学生学习

成绩的教学方法,成为通过整合学区、学校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资源,助推整个学区教学质量提升的

又一成功范例[１３].因此,学区内部学校间的校际合作将成为美国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可以预见,未来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主体形式必将是“打包服务”“整合活动”,学区、学校

在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中的协调与组织的功能随之增强(见下例).

　　 休斯敦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重构[１４]

几年前,休斯敦学区的独立学校参与到“新教师项目”合作中,实施人力资源提升计划,目

的是修补其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使之与教师评价系统相一致.在过去,该学区教师要求该教师

专业发展方案回应校长请求,即开展短期教师工作坊活动或雇佣外来专家开展此项工作.于

是,学区官员决定改进该方案,引入一种有助于教师教学水平提高的新方式.于是,学区助理

主管开展了１３０次有９００人参与的指导教师选聘活动,具体包括:对应聘专家进行面试,观看



教学录像,开展反馈与演练活动,与应聘者见面等.最终的受雇者被分派给学区特定的年级与

学科,承担学区内中小学教师的指导责任.新雇佣指导教师在暑假中了解了学区的课堂观察

设备、学习指导方法、各个学科开展教师专业学习活动、改进教师教学实践等情况.学区还采

集了第一年的教师评价结果数据,帮助学区管理者了解每一所学校在教学工作或某一学科方

面的改进情况.指导教师带着这些数据进驻学校,针对教师中存在的弱点扎根学区开展指导

活动.他们的指导活动主要是与个别教师开展一对一指导活动,通过与教师小组开展交流对

话,提高教师的某一方面技能.新教师指导活动有三个特点:一是指导教师立足学区开展指导

活动,而不是作为一名“外来咨询者”;二是要求指导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三

是专业发展活动与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直接关联.除提高教学指导水平外,学区教师专业发

展部还为教师在网上提供视频范例与有效做法,明确告知教师评价指标所期待的教学样式.

这意味着学区能够为教师提供适恰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教师能够从指导教师那里获得最急

需的反馈与帮助.与此同时,学区还为教师提供符合需要的、与所教课程切合的、与教师评价

标准密切联系的量体裁衣式的教师专业学习活动①.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美国学区教师专业发展指导服务的基本特点是:以学区教师专业发展

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深入课堂一线的教学指导服务为重点,以教师专业发展效果量化数据为反馈手

段,努力打造基于学区的有力、可测、实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指导服务功能.这一改革方向非常值得

国内借鉴.

(二)强化教师评价体系,刺激高品质的教师专业发展服务涌现

奥巴马执政以来,以教师评价为手段,带动教师专业发展服务质量竞争与品质提升,为教师提

供更多有效的专业发展机会,成为其重要的执政理念.一方面,借助教师评价可以准确诊断教师专

业发展的起点与需求,为促使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与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充分对接提供基本的数据支

持;另一方面,教师评价能够激活教师间的竞争机制,激发教师的专业发展动力,为教师专业发展活

动提供内在支持.为此,美国政府采取的改进举措是:落实教师评价制度,推进各州共同核心教育

标准的建立,强调依据数据支持开展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重要性.

在教师评价方面,美国相信: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评价工作间的完美匹配与动态关联是美

国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支撑点,也是解决全美教师个性化专业学习机会不足的有力手段.为此,许

多学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以下施政建议:在课堂观察与评价之前,评价者与教师要对评价指标达成

共识;要出资举行针对管理者与评价者的专项专业发展活动,使其能够给教师提出有价值的专业反

馈建议;要基于数据来组织教师团队共同开展某些专项技能与内容的专业发展活动;要让评价者知

道哪类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可以在基层学校中开展,且具有资源方面的保证等.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２
年,美国已有３２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修改了教师评价政策.一是为了提升学生成绩与课堂

教学观察结果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二是改变了简单的“有效/无效”的评价方式,将教师专业

发展水平区分为四级,即范例水平(exemplary)、熟练水平(proficient)、发展水平(developing)与无

效水平(ineffective)[３].这一改革举措突出了“服务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宗旨,有助于建立教师评

价与专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借助上述举措,美国教育管理机构就可能为教师建立一种基于有

效评价数据、对教师专业发展有真正帮助的高品质教师专业发展服务体系.

在评价标准方面,为了推动科学、公共的教师评价标准形成,美国试图推进各州共同专业标准

① 资料来源:HoustonIndependentSchoolDistrict．ProfessionalSupport& Development[EB/OL]．[２０１３Ｇ０７Ｇ１０]．http://housＧ

tonisdpsd．org/．



的研发,通过汇集各州好的做法,为教师评价提供最具说服力与通用性的核心评价框架.可以说,

“为落实共同核心标准(CommonCoreStateStandards)而开展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正成为美

国各州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新口号.在当前,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教师专业标准,导致标准不一,

教师评价指标难以统一.“制定各州共同核心标准正成为美国教育重塑的新契机.”[３]这一系列标

准正由美国全国州长委员会(NationalGovernorsAssociation)与全美州首席教育官理事会(CounＧ

cilofChiefStateSchoolOfficers)负责牵头拟订,其目的是基于国内与国际先进经验来提高美国学

生的大学入学准备水平,增强美国教师的国际竞争力.该标准鼓励教师跨州展示自己的教学技艺,

鼓励学生跨校、跨学区、跨州流动,以此提高学习业绩,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在这

种情况下,教师专业发展将成为各州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关键要素,教师非常期待高质量的、密集的

教师专业学习机会.目前,美国已经有４５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采取了该标准,并抓紧制订

教师专业学习方案,力促教师在全国范围内共享优质教师教育资源,为全美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

供鼎力支持与全力配合.为了推进该标准的深入实施,美国进步中心(CenterforAmericanProＧ

gress)还提出了４条改革建议:(１)建立有力的评价系统,帮助教师分析教学实践中的优缺点,提高

教师学习质量;(２)鼓励学校、学区管理者与州教育政策部门积极采取举措,使管理者成为改革标准

的专家;(３)教育管理机构应收集教育信息并创建相关的教育资源库,使之服务于教师教学的改进;

(４)调整人事政策,完善学校设施,改变教师在校工作时间结构,为教师专业学习与发展创造条件

等[３].无疑,这些举措的实施预示着美国未来教师专业发展服务改进的重要方向,势必引发美国全

国范围内的教师专业发展服务竞争的热潮,助推美国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更适应教育竞争时代的特

殊需要.

(三)重视教师高级专业发展能力培养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基于现成研究成果的

“教学技师(technician)”角色,即在借鉴、吸收他人专业知识经验基础上而开展的教学活动;一种是

基于教学变革的“教学智者(intellectual)”角色,即基于个人实践、反思、创新与变革而开展的教学

活动.两种角色间的差异对照,可见表２所示.
表２　教师在教学中的两种角色对照①

角色项目 教学技师 教学智者

职能 执行现有研究成果,提出具体的技能与策略
广泛地审视研究成果,探究创造性教学策略,达
成教学目标

重点 解释并实施技能策略
让教师接触学科内容知识方面的研究,借助本地
研究团队为教师教学的创新与实施提供支持

主要教师专业
发展方式

工作坊/教学辅导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所需支持
为教师提供教学创新的资源与时间支持;在
教学革新时为教师提供系列化支持

让教师接触教学策略及其背后的研究理论,支持
教师把新策略付诸实践,并意识到这一过程的复
杂性

　　据此,德蒙特(DeMonte)指出,当代中小学教师最需要的专业发展能力是相对于观察模仿、理

论吸收、经验借鉴等而言的高级专业发展能力,即以批判、创新、反思、研究、元认知等能力为主要特

征的专业发展能力[３].这一能力的培养恰好是美国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短板所在.

① 资料来源:JennyDeMonte．HighＧQualityProfessionalDevelopmentforTeacher[EB/OL]．[２０１３Ｇ０７Ｇ１２]．https://www．ameriＧ

canprogress．org/issues/education/report/２０１３/０７/１５/６９５９２/highＧqualityＧprofessionalＧdevelopmentＧforＧteachers/．



就教师高级专业发展能力的渊源来看,非洲纳米比亚地区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对此早有涉猎.

１９９５年,在该地区的学校响应教师专业发展的潮流,取得了良好的项目效果,成为该地区的一种教

师专业发展新范式.该模式大力倡导教师间的反思性分享与学习者中心式教学,致力于促进学校

教育与社会的公正,成为培养教师高级专业发展能力的范例.该项目具有３个明显特征:(１)强调

本土化,即在一批知名教师教育专家,如达尔斯特伦(Dahlstrom)等人的指导下,在国家教育发展研

究所(NationalInstituteforEducationalDevelopment,简称 NIED)开展致力于培育独具特色的纳

米比亚模式,避免外来专业发展模式的强加;(２)注重实践性,该项目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与东安格

里亚大学的支持下进行,大力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实践水平,尤其注重“基于实践的探究(practiceＧ

basedinquiry)”,将其视为行动研究的重要组成要素;(３)推进信息化,该项目包括面对面研讨与远

程教育两部分内容,其中,面对面的研讨会每年举行３次,在假期中进行,地点在全国布设的６个中

心,在会议上指导教师帮助参与培训的教师学习指导手册,对教师培训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

同时还在瑞典于默奥大学组织下开展专门针对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发展活动,全面考虑项目对教师

教育者提出的信息素养与研究素质要求.目前,该项目遇到的困境是:由于对教师研究能力要求较

高,部分教师难以把文献中的理念用于实践,要让教师获得高级反思能力尚需时日,但其对教师高

级专业发展能力的重视,使美国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革[１５].

２０１２年,美国盖茨基金支持的“有效教学衡量标准(MET)”研究项目发现,自１９０９年至今,美

国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改变不大.该研究招募了１３３３名观察者,对之进行了专项培训,随后由受训

者对来自６个社会经济差异较大的地区的７４９１节视频课件进行了观察分析,结果发现:绝大部分

教师没有开展过基于批判性思维的课堂教学活动[１６].这一结果充分表明:美国大部分教师的专业

发展水平还处在机械传授知识的层面,创新性成分在其专业发展活动中含量较少,教师高级专业发

展能力发展滞后.正是如此,吴拉姆在其研究中指出: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必须支持教师去创新教

学策略,以适应教育改革的要求[３].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已经在教师专业发展上引入竞争机制,鼓

励教师创新教育.这一举措可以追溯到２００２年,在丹佛、科罗拉多州,教师工资中新增一项与其专

业进步直接关联的激励性津贴,丹佛还建立了专业补偿制度(Professionalcompensationsystem,简

称Procomp).２００６年,该制度正式启动,那些专业知识技能达到特定目标、学校评价好、任教于偏

远学校或急需科目、所教学生进步大的教师有机会申请到该笔津贴.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对这一制

度也开始提供资助,主要用于奖励那些有创新性的教师和补偿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所需的费用[１３].

在这一政策激励下,美国教师的教学创新与改革活动得到有力支持与重点扶持.可以预见,未来美

国教师专业发展重点将放在反思、研究、创新等高级专业发展能力的培养上,这最终可能成为美国

造就高水平中小学教师的突破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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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andImprovement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inAmerica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LONGBaoxin
(School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０６２,China)

Abstract:Recently,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becomesthe
keypointofdeepeningschoolingreformandenhancingnationallyeducationalcompetenceintheUS．
Therearealotofproblemsin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thattheUShastoface,thatis,low
efficiencyaswellaspooropportunitiesoftheteachersprofessionalactivities,inadequatedepthof
trainingactivity,lackofprofessionalcooperationbetweenteachers,failuretoprovidesupportforproＧ
fessionalactivities,andweakguidancefornewteachers．Inviewoftheaboveproblems,UShastaken
alotofcomprehensivestepstodealwithit,whichareworthyofourstudy．Thesespecificactionsare
creatingpersonalprofessionalservicebasedonschooldistrict,advocatingevaluation mechanismto
stimulatetheemergenceofhighＧqualitytrainingservice,andfocusingonthedevelopmentofsenior
teachersprofessionalabilities．
Keywords:theUS;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problem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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