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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特征与变革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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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１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２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印度教师教育受其传统哲学以及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继１９４７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

后,在探求自身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努力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教师教育体系的道路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

展过程.虽然目前它的教师教育体系并不比发达国家先进,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其教师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目标明确、机构职能明确、课程框架完善、实施手段先进等特点却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印度还将进一步突出教师发展职业化的理念、强化在职培训项目的有效性、提升评价认证机

制的合理性、增强理论研究的实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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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早期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导生制为其教师教育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之后,由于受英国殖

民统治的影响,印度教师教育基本上遵循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演进方式.１９４７年独立后,特别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印度教师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国家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从此,印度教师教育才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发展[１].独立后的印度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和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现已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师教育体系和

制度[２]５５９.

一、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根基

从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教师教育体系受其传统哲学以及社会和文化

传统的影响较深.换句话说,印度的教师教育具有自身特殊的哲学、社会和文化根基.
(一)印度教师教育的哲学根基

印度教师教育的哲学观根植于印度哲学.在印度,哲学并不是“推理”和“分析”的产物,而是更

多源自于“想象”和“沉思”.它是一次信念的探险,但并不是非理性的信念,而是一种方向的抉择.
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对“推理”和“想象”这两种“冲动”的重视程度不同:西方

哲学根植于希腊世俗文明,并受到智力思考的激发,因此在一切探索过程中尤其重视“推理”;而印

度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不仅对世界进行理性分析和解释,还通过想象的方式探索真知.因此,印度

哲学最初就不是完全由理性和智力支配的理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３]７０.从一定程度上看,印度哲

学、宗教和道德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它们都有通过自我实现来追求人生意义这一目的,因此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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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印度,教师不仅是知识的化身,也是教学中以身作

则的鲜活典范.在印度当时的环境中,哲学不仅是一种主体思想,一门学科,同时还是一种行为规

划.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印度传统教师的观念中,明显注重“践行”,而不仅仅是“知道”.
印度的教育家们越来越明白哲学对教师教育最重要的指引是思考和明确教师教育的价值取

向,并关注教师教育价值的影响因素,因而试图强化受训教师的生活理念和哲学理念.他们认为,
决定和影响教师教育价值取向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重视经验主义,积累和重视不同

教育阶段教师培养的经验决定了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第二个影响因素涉及印度社会的普遍价值

观,如尊重他人、理性信仰、思想开放和处事科学等,这些工具性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教师

形成特定的价值观;第三个重要的价值影响因素是教师教育者,价值观和理想的传递并不在于讲

道,更多在于通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
如今,印度教师教育的哲学价值在基本概念确定之后,正通过教师的不断努力而逐步得到实

现.政府试图通过«教师教育课程框架»中的指导原则,协助教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教师教育课

程框架»为教师教育不同阶段的培训制定价值目标.比如,它在强调价值导向时这样描述:“教师应

该在课堂内外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并作为社会变革的代言人主动采取行动改造社会,从而实现国家

发展的目标.因此,人们不仅要重视认知目标,也应重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３]７２

(二)印度教师教育的社会根基

印度教师的角色、地位以及培养等,与其社会因素也密不可分.虽然印度早期教师的社会地位

较高,但在后来的现实社会中,教师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教师教育与社会生活隔离的现象严重,同
时,女性在印度社会中角色的转变也影响了教师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

教师教育必须与外部社会保持密切联系才会具有生命力.然而,独立初期的印度,其师范教育

却与社会生活和大学学术主流相隔离,并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印度教育委员会(IndiaEducation
Commission)的强烈批评.原因之一便在于其内在的矛盾和惰性,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受历史发展

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其教师培训项目应建立的与外界的重要联系仍未完全建立.体现在:教师

培训项目的方法、课程、准则依然极度理论化,学校生活的真实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教师教育中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培训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师范生对学校情况所知甚少,没有人帮助他们了

解学校的氛围如何才能有利于师生的有效互动、学校行政及其行政哲学是如何有利于或阻碍学校

运作的等问题.
另外,女性在印度社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教师职业的女性化是印度新兴社会中的一个突

出现象,它对印度的教师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教师职业在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中占

据相对较高的比例,而在男性所从事的职业中,教师这一职业的占比却相对较低,仅从这个角度而

言,印度的女性教师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因而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自古以来,照顾家庭

通常是女性的主要责任,但随着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加、反对剥削压迫和争取平等自由的社会意识增

强,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学术上成就卓越,女性师范生的人数也相

应增加,到２０世纪中期,其增长速度已经相当明显.社会形势的变化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女性师

范生的增加促进了女性教师数量的增长,参与各种教师教育培训的女性人数也逐渐增多,男女教师

的性别比例由此发生了明显变化,和谐的两性关系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在很多情况下,
男女师范生之间缺乏自由对话,导致男女教师关系疏远甚至隔离,教育领域内部的凝聚力也因此受

到很大影响.教师教育不可能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漠不关心,为了改变师范生男女比例失衡的状

况,印度教师教育招生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独立之后的印度,其教师教育政策更加趋于合理,
以确保女性教师在社会生活中能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印度教师教育的文化根基

印度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有２８个邦(stateorpradesh)和７个中央直辖区(unionterriＧ



tory),主要语言多达１５种[４],其文化具有十分鲜明而又强烈的宗教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并在世界

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印度文化体系中,不难看出其他文化如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英
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子,印度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彰显了其统一中的多元

和多元中的统一之特点.同时,印度又是一个渴望发展的社会,多元文化的传统与倾向必然带来多

元文化教育政策的推行,多元文化教育政策自然也影响着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
体现了印度的文化特色并对印度教师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种姓制

度”以及为弱势群体所实施的“预留名额政策”.印度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最

早出现于公元前６世纪,即奴隶制度的萌芽时期.尽管自独立后,印度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由于

历史原因,种姓制度在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印度宪法明文

规定不允许阶级歧视,为了使低种姓人和贱民的教育及求职权利得到保障,政府对其实施了“预留

名额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

他们保留了高达２７％的就业名额,在升学中也给予其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这种预留名额的方式

表面上看是为消除歧视而采取的照顾性政策,但实质上是降低要求和标准的另一种歧视.由于它

缺乏竞争选拔功能,因而对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社会各界对这种所谓

的公平原则褒贬不一.
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多语言政策对教师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１９５０年,印度宪

法规定印地语为官方语,其他１４种主要语言为相关邦的官方语[５].由于印地语和地方语为印度大

多数人口所掌握,对教师英语能力的培养就显得特别重要.早在１９世纪,印度在开设了英语的中

小学校曾尝试通过导生制培训英语教师,发展至今,已有６４所大学开设了英语教学法课程[２]５８０.
目前,在印度大约有１０％的人口讲英语,英语是议会和法律界、工商界以及接受高等教育者的主要

语言,成了上层社会的语言,形成了语言上的“种姓制度”[６].

二、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特征

特殊的哲学、社会和文化根基为印度教师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土壤,独立后,
印度政府通过转变观念、确立目标、更新课程、强化培训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教师教育进入到一

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并呈现出一些典型的发展特征.
(一)不断革新观念,明确教育发展目标

明确了教师教育的角色与目标,整个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才会有方向.独立后,印度政府明

白,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上肃清陈旧的观念,通过定位教师角色构建合理的教师教育目标.观念的不

断更新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印度教师的角色也因此经历了从知识的化身到教

学者再到社会的改造者这样一个变迁历程.

１９４７年,独立后的印度全方位地改善了教育体系,努力使其与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愿景一致,
由此,由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世俗价值观所引导的教育新思想也应运而生.人们逐渐认识到,教
师教育不仅仅是教师培训,还必须考虑社会的需求,促进教师角色多元化.观念革新对教师角色的

重新定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开始探求何为“优秀”教师,以制定更为切实、合理的教师教

育培养目标.同时,随着教师教育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印度政府认识到,教师教育的课程、目标

和方法都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视角下来加以构建,教师这一角色不能脱离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教师

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并成为社会的改造者.由此,在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NationalCouncilof
TeacherEducation,NCTE)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框架»中,印度政府主张将教师教育设立在社区,
通过教师与社区的互动,扩大教师的视野,提升教师的内涵,同时也丰富社区生活.与社区合作的

思想就此融入到了印度整个教师教育的发展目标之中.
通过革新观念,印度政府最终明确了新时期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发展方向,即:发展教育价



值;成为学校和社区的纽带,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将社会生活、资源与学校工作进行整合;视自己为社

区生活的代言人;视自己既为儿童的领导者也是社区的指导者;在校外组织教育实验学校并促进学

生与社区开展交流;帮助保护环境资源、历史纪念碑及其他文化遗产;对学生的学习、社会情感及个

人问题保持热心和积极的态度,且具备指导他们的能力[７].
(二)扩大机构职能,加强教育组织建设

印度政府一直以来重视教师教育机构的组织建设,并不断对其进行改造或重组,以扩大其职

能.目前,印度有小学教师教育机构１２００多所、中学教师教育机构８００所、大学教育系２２５个、中
央负责的地区教育学院５００所、教师教育学院８７所、教育高级研究机构３８个以及邦教育研究与培

训委员会(StateCouncilofEducationalResearchandTraining,SCERT)３２个,这些教师教育机构

的人员多达３．５万名[８].庞大的教师教育机构为印度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从组织机构的类型上来划分,这些教师教育机构可分为“政府管理类、研究机构管理类、政府资

助的私人管理类、自筹资金的私人管理类”四大类[９];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承担教师在职教育与培

训任务的机构主要有中央政府、邦或州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的教师教育机构.政府在推动教师教

育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对一些教师在职教育机构进行了重组或改造,这些机构由此也随着印度社

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教师角色及需求的变化而呈现出职能不断扩大、人员配备更加齐全的特点.
如印度邦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SCERT),它在全国教师教育与培训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承担着具体指导、组织、实施邦级、县级教师在职培训的任务,其主要职能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拓

展.该委员会的前身为１９６４年成立的邦教育学院(theStateInstituteofEducation,SIE),随后于

１９７９年改组为邦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SCERT),最后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５日成为一个作为独立指

导机构而存在的教师教育和邦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TEandSCERT),直至现在.这种从邦教

育学院到教师教育和邦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的发展演进过程,是通过教育的扩张和改革而逐步

完成的.
(三)完善课程框架,突出教育内容特色

课程是教师教育的核心内容和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独立后,印度政府意识到教师教育和学

校教育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两者的相互发展、相互作用对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因

此,印度政府在对教师教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学校课堂教学的复兴,课程也由此成为了

最直接、最有效的改革突破口.课程改革中,最重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台了«教
师教育课程框架»,并在统一的课程框架下注重课程内容的丰富与更新,同时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教育需求的变化,不断对课程框架进行反思和修订[１０].

１９７８年,印度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在新德里组织召开的全国教师教育会议通过了一个政策性

文件———«教师教育课程:一种框架»(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AFramework),该课程框架

强调要与儿童、学校及社会需求相关联,在国家目标与价值可接受的范围内,增加灵活性.１０年后

即１９８８年,印度全国教育调查研究理事会推出的１９７８年课程体系的修订版本———«教师教育课程

框架»,又强调要在民主、世俗化、科学精神、平等精神、文化传承、环境保护、公民责任等方面,促进

社会团结,并与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融合.１９９８年,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颁布«高质量教师教育

课程框架»(HighQuality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Framework),更加强调宪法中提倡的国民

价值和发展目标,让教师对促进社会团结、国际谅解、人权保护和儿童权利更加敏感,对环境、生态、
人口、男女平等等新生问题更加敏感,让教师有能力培养学生的国民思维和科学精神,以消除学生

的偏见和歧视[５].而针对课程体系最重要的改革则主要体现在２００５年修订后的课程框架和２００９
年推出的最新课程框架中.２００５年,修订出台的«国家课程框架»在当代教育的重大问题上展现了

新观点、新立场,并第一次将课程讨论引入课堂.２００５年的课程框架彰显了教师在能力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认为能力教育可以弥补学生因性别、地区和言语能力等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因此,２００５



年的«国家课程框架»关注两个重点:一是知识应与校外生活相联系;二是降低以课本为中心的单一

性,丰富课程内容.２００６年,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与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ationalCouncil
ofEducationalResearchandTraining,NCERT)联合推出«教师教育国家课程框架(草案)»,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最新的«教师教育国家课程框架»正式颁布.最新的教师教育国家课程体系内容广泛,包括

教师教育现状、教师教育愿景、现代教师教育的新大纲范例、教师发展评估、教师在职培训以及职业

发展和师范教育等[１１]３６.
可见,印度政府和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对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不断更新主要体现在内容和侧

重点的变化上.«教师教育国家课程框架»不仅是印度教师教育课程的纲领性文件,是印度教师教

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印度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重要依据、内容和基本目标.
(四)发挥技术优势,丰富教育实施手段

众所周知,印度虽然经济欠发达,基础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高等教育体系却很庞大.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印度目前已拥有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和高新

科技人才,特别是在远程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也促进了远程教育模式在印度各地的广泛推

广与实施.各个大学及教师教育机构通过发挥其强大的远程技术优势丰富了教师教育的实施手

段,提高了教师培训的效率.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印度就正式启动了远程教育.１９６２年,德里大学通信与继续教育学院

的成立标志着远程教育(DistanceEducation)在印度的正式开启.１９８２年,印度第一所远程教育大

学———安德拉邦州立开放大学(AndhraPradeshStateOpenUniversity)———在安德拉邦建立.

１９８５年,印度国家议会通过法案在新德里成立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GNOU).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的建立再一次表明印度的教育改革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它通过开放的远程教育系统,为那

些想完善自身素质和提高专业技能的人提供了一条崭新通道.１９９２年,印度政府成立远程教育委

员会(DistanceEducationCouncil,DEC),以对全国的远程教育体系进行规范和协调[１２],这无疑是

印度远程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印度早期远程教育的发展为教师教育利用远程技术手段开展现代化的教育培训奠定了基础.

如,近几年印度开发了一项小学教师在职远程教育项目,该项目就是在已经实施地区初等教育计划

(DistrictPrimaryEductionProgramme,DPEP)的县里,应用多媒体技术开展培训,并由甘地国立开

放大学与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共同实施.远程教育在准入资格、时间控制、信息

传递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通过远程技术开展的职前教育为更多的教师敞开了大门.
目前,印度已有１所国立开放大学、９所州立开放大学和６０多所开设函授课程的学院,以远程教育

的方式开展教学和培训[１３].
(五)突显女性地位,满足特殊群体需求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考察,印度教师教育还具有突显女性教师地位、高度重视女性教师教育与

培训的特点.１９４４年,印度女性的识字率只是从１９０１年的０．９％提高到了３．４％[１４],但此后至１９４７
年独立之后的一年间,大量旨在消除性别歧视、争取女性社会地位的印度女性主义思潮涌动,女性

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得到改善,选举权和平等受教育权等得到尊重.独立之后,印度政府的各项政策

体现出更多的民主意识.１９５０年,印度独立宪法(ConstitutionofIndependentIndia)承诺“为所有

１４岁儿童实施统一的免费义务教育”.在这种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女性被归为“弱势群体”而受到

特别照顾和保护.为了实现更深层次的目标,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印度政府还成立了“女性教育委

员会”(Women’sEducationCommittee,WEC).该委员会重视女性教师的培训与录用.１９６８年,
印度的第一个全国教育政策提出:女童教育也应该受到重视,这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公平,也是为了

加快社会的转型.由此,政府增加了对女童教育的关注,强化了女性教师的权利.１９９２年,深层调

整之后的政策进一步消除了性别歧视,推动了由女性全面参与的实践.为此,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来保障女性教师接受职后教育的权利,如:培训所有的女性教师和指导者;为教师教育者和

管理者开发性别项目;开发性别敏感课程;清除教科书上的性别歧视内容;给予女性教师优先录用

权,从而激励父母送女童读书.此外,１９９２年的全国教育政策还明确,至少为女性教师保留５０％的

录用指标,并鼓励为其提供充足的培训设施.
除了对女性教师教育的强调和重视,印度政府还关注其他弱势群体的教育,包括印度表列种姓

(SCs)和表列部落(STs)①的儿童、有缺陷孩童、少数民族群体等.«全国教育政策»(１９８６－１９９２
年)强调,要让残障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接受教育,使残障学生可以正常成长、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

生活;教师应了解这些儿童的心理、生理和社会状况,拥有教育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要特别关注针对

这类儿童的教学诊断及补救措施,同时也要发挥对残障学生的指导和咨询作用.因此,针对残障儿

童等特殊学生群体的教师教育需要有更加明确的目标,这些教师需要具备特殊教育的知识,要对他

们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训.为此,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会不断地为教育表列种姓儿童的教

师提供国家级的培训,各邦的福利部门(theWelfareDepartment)或部落发展部门(theTribalDeＧ
velopmentDepartment)也会联合大学拨款委员会(UGC)通过各邦学院组织实施项目,为在表列种

姓和表列部落居住地工作的教师提供便利.

三、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走向

总体来看,独立后印度的教师教育既沿袭了英国师范教育的传统而具有一定的欧洲特性,更受

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未来,印度教师教育必然在各种因素

的影响下,以一种更加宏阔的视野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一)突出教师发展职业化理念

教师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形成自己的职业文化,体现出职业的特点和取向.教师职业首

先需要达到与其他有声望的职业同等的职业水平,而后才能赢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在印度早期社

会,就教师地位和权利提出的抗议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而寻求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突出教师发展

职业化的理念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只形成职业文化也是不够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方面是文化传

播,即指整个教学群体的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职业水准.文化传播极其微妙,不易被人发现,但是

其行为表现却明显、清晰,如同医生和军人,能够在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中展现其独特的职业文化.
人们想知道,通过培训之后的师范生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其特定的职业文化.教学是一门

技巧性较强的职业,教师对自身职业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其地位的提高.因此,教师培训的一个主要

目标就是要对每个师范生灌输有别于其他职业的价值观和态度,并要求在培训期间对其进行经验

拓展,这会让师范生突破其特定的社会和地理背景的局限而去体会各种各样的经验,这些经验最终

会形成为一个独特的职业文化[１１]９１.
目前,印度部分职前教师教育培训项目的质量仍然较低,不能为教师提供反思型实践,加之某

些邦政府在各类非正规中心聘用了大量未经培训的人员,因此,突出教师发展职业化的理念,强化

教师的职业培训,在印度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职业教育作为承担责任、体现价值、发展技能的

重要手段,将会在印度教师教育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强化在职培训项目的有效性

１９４７年之后的几年,印度全国经历了一个教育全方位膨胀的时期,以至于人们在开启新领域

① SCs是scheduledcastes的缩写,指表列种姓,STs是scheduledtribes的缩写,指表列部落,他们是处于印度主流社会之外的、

印度宪法明文规定的两类社会弱势群体的总称.１９５０年的印度宪法将他们专门列表,在议员选举中为他们保留席位,这些种姓和部落

因此获得了表列种姓(scheduledcastes)和表列部落(scheduledtribes)的名称.印度政府将部落民分为两类:一类是表列部落,即被政府列

在名单上的部落;另一类则是未被列入表列部落的其他人.scheduledcastes和scheduledtribes也可翻译成“在册种姓”和“在册部落”.



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失去了什么.很明显,数量的膨胀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对教师需求的增加

导致越来越多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的培训学院的诞生,也导致许多学院开设千篇一律的低水平培训

课程.印度教育委员会指出了教师培训项目质量整体下降的问题,并意识到:培训机构标准低下且

课程贫乏;教师培训系统缺乏活力且与现实脱节,培训方式就是固定套路和死板练习[１５]１２.至此,
在职培训的质量即有效性越来越受到印度政府和教师教育部门的关注与重视.

印度政府日前强调,无论何时,当教师由小学阶段晋升至初级中学,或由初级中学晋升到高级

中学,都应该为其提供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在职培训项目.同时,如果教师被授予新的职务,如被委

任为中小学校长时,也需要接受相应的与其职务相关的在职培训.培训的组织方也开始由培训机

构向学校和教育部门转移,如全国教育规划与管理研究所、英语和外国语中央研究院、地区教育机

构、技术师资培训机构、邦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邦教育学院、中等教育委员会、县级继续教育中

心等,都在参与教师在职培训的规划与实施.邦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邦教育学院主要负责对教

师培训机构、普通高等院校、高中教师和教育部门的管理人员提供在职培训,同时还为一些非正式

的校本教师以及教师教育者和管理者提供在职培训项目.此外,印度政府还将进一步加强教师的

学习资源以及各种软件、硬件的建设,包括优质图书馆、刊物、手册以及其他资源,以促进教师在职

培训的质量能够得到全面改善[１６]１４６.
(三)提升评价认证机制的合理性

到目前为止,印度大学评估委员会(NAAC)已经认证了约２００个教师教育机构.但是从总量

上来看,评估速度仍显缓慢,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３月,印度仍有４０００所大学或学院等待评估,并有多达

６０％的大学没有被评估[１５]２５３.除此之外,现行的评价机制也存在一些不足,部分机构在第一次认证

有效期过后不得不面对再次评估.同时,印度政府发现以指标体系为评价标准的方式太过理论化,
而过度量化的评测标准总是以牺牲受训教师的质量发展为代价的.例如,以分数和百分比来评价

受训者的教学表现,虽能满足考试目的,却不能对受训者的发展能力作出分析性评述.因此,评估

标准的过度量化及认证方式的单一,意味着只注重终结性评价而忽视过程性评价,对印度教师教育

而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评价机制已变得愈加重要且紧迫.
未来,印度国家评估与认证委员会将转变思路,对教师教育的质量评价从关注定量指标转向关

注定性指标,从关注某一个项目的指标延伸到关注整个教育大环境和机构所承担的不同任务,改变

过分依赖统计标准的状况,同时兼顾教育成果和教师教育机构地理位置的区别,建立更加合理、完
善的评价机制[１６]１４７.

(四)增强理论研究的实证性

为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提升教师教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水平,印度部分官员和学者均建议将教

师奖励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且倡导教育工作者尽可能采取基于实证调查的行动研究法,这无疑

为教师教育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
印度的教师教育研究是在独立之后开始发展的.印度大学于１９５３年开展了第一次有关教师

教育的研究,印度政府也分别于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７年发布了５项相关研究

成果,由此逐渐提高了学界对教师教育质量研究的关注.其研究涵盖多个方面,包括专业选择、教
师资历和社会经济背景、教师专业发展和师范教育工作者的利益批判、实验室的经验、信息技术的

应用和其他教师培训中的个人关系等[１７].这些研究基本都属于实证调查研究.所以,未来印度学

界有关教师教育的研究将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实证调查来进行.
印度伟大的作家兼教育家罗宾德拉纳泰戈尔(ViswakabiRabindranathTagore)曾说过:“除

非一盏灯继续燃起自己的火焰,否则它永远不会点燃另一盏灯;除非一名教师自己依旧在学习,否
则他永远也不能进行真正的教学.”[１８]教师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培训,而是不断为教师传递知

识和技能,使之能够有效地进行自我学习,并最终实现终身学习.印度教师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改革



理念指引下,一步步向着更辉煌的明天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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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FeaturesandReformTrendofIndianTeacherEducation

LIYing
(１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２CollegeofElectronic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Indianteachereducationisdeeplyinfluencedbyitsphilosophical,socialandculturalbackＧ
ground,andafterindependencein１９４７,ithasalongtortuoushistorydevelopmentprocesstofind
theirownvalueorientationoftheteachereducation,strivingtobuildthetypicalsystemofteacheredＧ
ucationwhichissuitedtoitsnationalconditions．Althoughitisnotmoreadvancedorperfectthanthe
teachereducationsystemofthedevelopedcountries,butasadevelopingcountry,its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intheteachereducationandthereformexperiencecanbringussomeenlightenment．
Withthedevelopmentofthesocietyandtheprogres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diawillfurtherenＧ
hanceitsprofessionalisminteachereducation,improvetheefficiencyoftrainingprogram,promote
thereasonabilityofevaluationmechanismandincreasethepositivismoftheoreticalresearch．
Keywords:educationinIndia;teachereducation;teachertraining;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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