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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变革
靳 玉 乐,廖 婧 茜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课程国际化是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诉求。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蕴含补充和完善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有利于指导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应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等三重意涵。教师

教育课程国际化具有以培养国际型教师为基本理念、以国际化元素为内容选择和以立体化课程结构为呈现

方式的特征。基于此,我国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路向在于树立开放、包容的教师教育课程理念,融入多

元化、国际化的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师教育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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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师,而教师教育课程是培养教师的重要依托。在具体运作层面,教
师教育课程的价值取向关涉该课程的设计、实施、评价等多个环节,进而不仅关系到教师教育未来

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未来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教师教育课程的价值取向是多向度的,有偏重

知识学习的知识本位取向,有偏重能力训练的能力本位取向,也有关注国家政策的标准本位取

向[1]。然而,教师教育课程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也要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国际

环境。新时代需要新人才,在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的今天,国际化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

才培养和课程建设的内在诉求。将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作为国际化教育的突破口,既是国际化教

育本身的旨归,也是教师教育课程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的新思路。

一、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课程虽在不断发展,但总体上呈现改革步伐慢、改革力度轻的弊

端,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151。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指出:“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总体上与我国

经济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不相适应。教育观念落后、课程结构单一、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枯燥

等问题依然存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迫在眉睫。”[2]152归纳起来,目前我国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主要存

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课程观念保守落后、捆手缚脚。教师教育课程理念“僵化、陈旧、封闭性太

强、开放性不够”[3],在这样的课程理念指导下,课程知识容易局限在传统知识体系内,造成现代性

理念缺乏、知识更新速度较慢。二是课程内容陈旧狭窄、刻板老套。有专家指出,我国教师教育课

程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性、国际性和最新的教育思想与学术信息”[2]153,这样的课程不仅难以吸引

学生,也很难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现代社会,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教师教育的课程内容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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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三是课程结构比例失衡。许多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结构作为参照,认为我国教

师教育课程结构不合理,存在学科专业课程比例过大,选修课、教学实践课程比例低等问题[2]154。
正因为此,事关教育大计的教师教育课程如何改革,成为教育研究者共同探讨的重大问题。

同时,全球化的挑战使得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变革具备了时代沃土。20世纪80年代以来,
源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开始迈入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课程领域也开始关注、探讨全球化问题。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关于高等教育

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PolicyPaperforChangeandDevelopmentinHigherEducation),将适

切性、质量和国际化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个核心目标[4]。美国则在《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
(Goals2000:EducateAmericaAct,简称GEAA)中强调,全球化的观念应当渗透于学校的课程领

域[5]。日本将“全球公民”作为21世纪教育的培养目标,并积极探索其培养模式[6]。全球化不仅影

响着各国的课程目标,也促进了课程内容的更新,并在课程实践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课程形式,如
双语课程、国际理解课程等。同时,由于国际学生的增长,学校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技能也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教师教育课程必须应对的挑战。能否适应全球化

带来的课程变化、能否应对课程国际化可能面临的未来挑战,成为教师教育课程变革的必然之思。
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正面临内在问题凸显、外在挑战倒逼的双重夹击,如何应对形势发展需要、

寻求突围是教师教育课程发展的关键,这在客观上为其国际化变革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有学者提

出:“‘教师教育’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国际性。首先是‘教师教育’与teachereducation在字面含义上

相吻合,有利于消除交流障碍;其次是‘师范教育’(normaleducation)在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资料

中已经难寻踪迹,现代很多西方人已经不理解‘师范’有教师教育的含义了。”[2]18换言之,从2001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颁布以来,用“教师教育”替代原来的

“师范教育”,就体现了国家教师教育的国际化导向。如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就教师教育国际化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有助于思考我国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意义。
(一)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是对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如今,我国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面临课程体系固化的弊端,而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

新的思路,能为教师教育的课程改革和发展创造新机会。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会带来课程理

念的更新,它促使教师教育课程改变以往的封闭性,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教育中涌现出的一些

新观念,如相互依存意识、和平发展意识、世界一体意识、国际正义意识等。与此同时,在这种课程

理念的指引下,教师教育课程的内容也会有相应的补充,例如提供他国教师教育的政策法规、课程

类型、实践经验等,帮助我国教师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增长知识。同时,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国际化

变革的成功经验,也会为我国现有的教师教育课程结构的变革提供参考。
(二)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有利于指导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教育课程的理念、内容与实施,密切关照教师的专业知识来源和教学技能生成。不同于传

统的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教师教育课程为教师提供了来源更广、受众面更大的课程资源。比如现

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慕课(MOOC)即一种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有学者指出,这是国际化课程建设

的新视野,通过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为人类学习创造无限可能[7]。国际化教师教育课程利用慕

课,可以促进教师专业知识的学习,为教师教学储备丰富的教学素材。除了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国际化教师教育课程在课程实施、教学与管理、课程评价等方面都有经验可循,这些都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宝贵财富。
(三)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教师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教师的学习与学生的成长密切相关。为满足社会的需求,教师教

育课程首先应明确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复合型人才,
是提高我国人才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条件,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8]。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



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占有竞争优势,纷纷进行教育改革,致力于培养国际化的高

素质人才。而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序言中也提到,当
前我们面临着“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9]的挑战,面
对迫切的社会需求和紧迫的国际形势,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不仅是对教师国际化能力培养的

探索,也是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准备。
除此之外,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还将推动我国教育全球化的进程,保护文化多样性,有利

于全面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弱化中小学“国际学校”“国际班”的概念,使国际化教育不再成为一种

“教育奢侈品”,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更好地实现。总之,进行国际化变革,是我国教师教

育课程发展的内在诉求和时代之趋,是一个亟须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二、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图像”

明确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意义是促进其成为现实行动的动力之源,而描绘教师教育课

程国际化变革的“图像”,则是进行变革的“行动之纲”。通过刻画国际化教师教育课程的形象和特

征,可为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提供实践镜鉴。
首先,培养“国际型”教师是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基本理念,也是对未来教师的理想追

求[10]。这种课程理念最典型的特点是在人与社会生存关系框架中,将教师置身于“国际”这个更为

广泛的社会背景中,思考教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的教师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特别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来源会越来越多元化,“国际型”教师的需求也会日益凸显。“国际型”教师主

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国际型”教师高度认同、理解中国的主体文化。我们所提倡培养

的“国际型”教师,并不是传播“西化教育”的载体,而是以开放的观念和理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并且,愈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教师作为知识传授的主体,愈应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避免造成中国主体文化的缺位。第二,“国际型”教师具备较高的“国际公民素养”。国际公民是国

外研究中常出现的学术词语,教师的国际公民素养将为培养学生成为国际公民提供示范和参考。
通常认为,国际公民所具备的素养主要包括:全球胸怀,全球视野;国际沟通、交流能力;跨文化生存

能力,即适应国外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1]。第三,“国际型”教师具有传播国际文化知识、观念、技能

的教学能力,而这种教学能力是实现国际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国际化元素渗透是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主要内容。关于课程国际化的理解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将国际化元素融入到现有课程中,这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课程国际化的定义:“课程国际化是课程发展或者变化的过程,其目标是将国际因素整

合到正式课程和课程操作中。”[12]其中“正式”主要是指课程内容和相关资料,而课程操作则包括教

学方式、教学场所、学生类型。该组织还归纳了九种国际化课程的类型,对课程国际化的具体实施

提供了参考。另一种则认为课程国际化最主要的是“学科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ofDisci-
plines),即学科课程的全球适应性和推广、验证过程,此外,还包括语言学习和国际研究学科的发展

过程[13]。由于教师培养具有长期性、阶段性、系统性的特点,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我们所提倡的教

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并不是要颠覆原有的课程内容,建立一套全新的课程体系,而是将国际化理

念渗透到课程元素中。也就是说,课程一开始就应被置于国际化的“视野”进行权衡,将国际化参与

作为课程是否合理的评估要素。在具体实施中,除了关注传统课程所倡导的科学化、理性化、程序

化等标准,也要用国际化的眼光来对待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来处理课程目标、实施、结果之间的

关系。
第三,国际化教师教育课程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课程结构。由于我国国际化教师教

育课程的形态还较为模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勾勒发达国家国际化教师教育课程的结构,可
为我国的课程建设提供借鉴。密歇根州立大学(以下简称 MSU)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其教育学



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学术积淀,特别是教育学院下属的教师教育学院一直在美国名列前茅。
在教师教育国际化方面,MSU教师教育学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该学院推出了名为“国际化教师

培养序列计划”(GlobalEducatorCohortProgram,简称GECP)的项目,并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课

程体系,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参与,在全美有一定的影响[10]。GECP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国
际化”教师,其课程安排详见表1。

表1 MSU国际化教师培养序列计划(GECP)课程安排①

开课时间 课程系列 课程内容 学分

第一学期 TE250 人类多样性、权力、社会组织与机构 3
第二学期 TE150 反思性学习(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 3
第三学期 TE352 移民语言和文化 3
第四学期 TE291A 全球教育专题研究 1~6

  如表1所示,GECP项目共两年时间,分为TE250、TE150、TE352、TE291A四个系列,并且按

照先后顺序展开。除 TE291A外,其他三个系列都以专题讲座和小组合作的形式展开。其中

TE250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不同国家学校与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建设与维护多样性;政
治、社会和经济对个人和团体的影响。TE150主要关注学生在学校内外对于教育心理学、教育社

会学、教育人类学的学习感受;TE352主要学习移民语言与文化、家庭文化问题与价值观、青少年

文化、家庭参与教育等知识;TE291A是通过观看影片、调查、讨论等方式,讲解全球各个地方的教

育情况,包括其他国家怎样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教育的发展等,最后需要学生完成关于某一国家的

教育汇报。
此外,参加GECP项目的学生一方面要求有留学经历,另一方面也经常会有与其他国家留学

生进行交流的机会。并且,学生在参加GECP课程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完成教育学院规定的其他课

程的学习,例如数学(MTH201、202)、历史(HST202)、地理(GEO204)、儿童文学(TE348、TE448,
前者是必修课,后者为选修课)、体育教学(KIN355)、音乐教学(MUS463)等,这些相当于所有师范

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在大一、大二两年修完GECP的课程之后,学生需要参加密歇根州的教师资

格证考试(MichiganTestforTeachingCertificate,简称MTTC),考试通过之后,再进入到具体学院

进行学习。总的来说,MSU对“国际化”教师的培养是分层级、分阶段开展的,首先让学生了解什么

是教育,然后再接触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最后才进入到具体的学科教学的学习。在这样的课程结

构中,不仅有使学生具有广博知识、开阔视野的通识教育课程,也有让学生获得教育教学理论、方
法、技能的教育专业课程,同时还有能够让学生学习所教学科知识的专业学科课程,更有直接或者

间接了解他国文化和教育的全球教师教育课程,并实现了几种课程之间教学目标的融合和教学内

容的交叉。这种课程结构对我国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值得研究者进一步译介,以丰富我国的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三、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的策略

为彰显教师教育课程的青春活力,使所培养的教师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和国际社会

发展的需要,应进行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其关键则在于促进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的理论自觉

和实践自信。借鉴他国教师教育国际化变革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本土实际,我国教师教育课程国

际化变革的实践之路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树立开放、包容的教师教育课程理念

课程是文化的载体,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的过程就是文化内化、重建、再生的过程。文化差异的

① 参阅http://education.msu.edu/globalcohort/about/。本表根据网页中关于GECP项目的相关表述整理而成。



长期存在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是缓解矛盾、寻求和

平的最佳办法。开放包容的课程理念不仅是教师理解和接受多元文化的基础,也是培养“国际型”
教师的前提。具体来说,树立开放、包容的教师教育课程文化理念有三种实施路径。首先,政策先

行,落实课程文化的制度保障。教师教育课程的相关政策法规是教师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党和国

家在教师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发展规划、有关决定等政策性文件中,要体现开放、包容的课程文化

理念,如提倡教师拥有全球胸怀、全球视野,鼓励教师进行国际沟通交流,引导教师尊重差异等,从
而规范并引导教师教育逐步开启国际化改革发展之路。其次,环境熏陶,营造多元、平等的校园文

化氛围。“多元”主要指学生性别、种族、家庭结构、贫富差距等外在显性因素的多元,这也间接决定

了学生气质、性格、价值观等内在隐性因素的多元。在这种多元的氛围中,学生更能体会差异的存

在,并且更容易理解“尊重”“平等”这些国际化交流最重要的规则。第三,课程实践体现开放包容的

文化精神。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要体现开放多元的文化观,如提倡教师对学生进行多元

化的解读、对课程内容进行多元化的理解等。通过以上路径,逐步树立开放、包容的教师教育课程

理念,为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变革理清思路。
(二)融入多元化、国际化的教师教育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教师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开放、包容的教师教育课程文化理念的指导下,重新

整合课程内容,有利于促进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变革。首先,在课程知识中渗透国际元素。
主要是指在教材中融合其他国家的文化知识以及相关的教育情况。例如 MSU在TE相关课程系

列中,会经常以某一国家或者地区为专题,讲述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知识,帮助学生

了解他国文化。并且在有关教育教学的学习中,也会提到其他国家在遇到类似的教育问题时如何

处理。其次,重视多元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利用。例如引进国外教学用书和参考用书。早在

2002年,复旦大学图书馆就开始全套引进哈佛大学相关教学材料,截至2006年,共有约6500本哈

佛教学用书供学生参考,图书馆同时向学生提供这些图书的借阅和复印服务,并与其他兄弟学院实

现资源共享[8]。同时,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获取更多教学资源,如名校公开课、讲座等。特别是云

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资源保存、共享都很方便、快捷,使我们能够更快获取优质的教学资源。除此

之外,还要淘汰课程内容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尤其是淘汰一些过时的概念,及时更新课程知识。通

过这些方法,将多元化、国际化的知识融入到教师教育课程内容中,从而为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

革储备资源。
(三)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师教育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是专业知识结构的内在逻辑体现,也决定着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为使学生能够

获得多元化、国际化的教育,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课程结构。一是在必修课中增设国际理

解教育课程,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国际知识,从而提升其国际理解能力。如美国南卡莱罗纳大

学开设了一门促进国际理解的课程“赋权(empower)”,激励学生理解和认同多元文化[14]。二是增

加有关其他国家文化、教育的选修课程,如移民语言和文化、全球教育专题研究,以专题的形式讲述

各个国家的教育概况,帮助学生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三是在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中给学生提供更

多多元文化教学的机会,例如到国际学校观摩学习,或者给国际学生上课,将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运

用于实际教学之中,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感悟、摸索国际化教育的规律。通过这种首先理解认同

多元文化,再广泛地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教育,最后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课程设计,为学生

提供一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指导,从而为我国的教师教育课程国际化变革探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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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Reformofthe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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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urriculuminternationalizationisnotonlyavalueorientation,butalsoapracticalde-
mand.Internationalization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canhelptosupplementandcompletethesys-
temof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guideandpromote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and
dealwiththeneedtocultivatecompoundtalents.Thebasicconceptoftheteachereducationcurricu-
luminternationalizationistotraininternationalteachers,withinternationalelementsforcontentse-
lectionandthecharacteristicofthethree-dimensionalcurriculumstructure.Basedonthis,thedirec-
tionofthereformofthe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internationalizationinChinaistohaveanopen,
inclusive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idea,tointegratethediversificationandinternationalizationin-
to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andtodevelopmulti-levelandmulti-typeteachereducationcurricu-
lum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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