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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
背景、内容及意义

龚 兴 英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400015)

摘 要:日本以“建立新时代义务教育”为名,提出构建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该管理体系对“指导

不得力教师”的界定、指导改善研修办法、研修效果认定标准与操作流程以及研修后的处置等,都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规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指导不得力教师达到相应的标

准,也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进而实现教育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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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关键在教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规

范教师培养、提高教师质量,先后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教研室工作的若干意见》(1990)、《教师法》
(1993)、《教育法》(1995)、《教师资格条例》(1995)、《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工

作的指导意见》(1995)、《小学教师专业标准》(2012)、《中学教师专业标准》(2012)、《中小学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教育政策和

法规。但综观我国有关教师质量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在指导不得力教师的管理方面,政策文本的规定

还较为粗略,缺乏可操作性。而日本自2005年10月起,以“建立新时代义务教育”为名推行义务教育结

构改革以来,特别关注“指导不得力教师”①的问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指导不得力教师人事管理体系,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管理指导不得力教师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日本推出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的背景

日本是一个较为重视教师质量的国家。该国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早在20世纪就曾指出,教育的关

键问题是教师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也认为,学校教育的得失成败,关键在于学校教育的直接承担

者———教师———的资质与能力,因而确保教师合格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

更加关注已入职教师的质量问题,并要求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给予科学界定,同时积极推进教师入职后

的再培养制度体系建设。日本提出构建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的呼声和家长、学生的诉求

20世纪80年代开始,“少子化”现象逐渐成为困扰日本的社会问题,紧随其后,中小学校中,欺负同

学、拒绝上学、自杀等现象也不时出现,学校和教师由此成为众矢之的。21世纪初,日本文部科学省调

① 指导不得力教师:有文献译为“指导力不足教师”(叶林,2009),也有文献译为“不称职教师”(王文丽,2011),日语原文如直译

则为“指导不适切教师”。为理解方便,笔者将其译为“指导不得力教师”,意思是指导学生能力不足的教师。“指导不得力教师”与“不称

职教师”有所区别。“不称职教师”有可能是有指导意愿而能力不够的教师,或有指导能力却不愿意积极指导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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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虽然全国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忠于教育事业、献身教育事业,但也有部分教师不适合指导学生,进
而影响了教育质量,引发了国民对教育的不满和不信任。社会呼吁教育管理部门对指导不得力教师加

强管理,家长及学生要求教师指导不得力状况得到切实改善。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1997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第一次咨询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教师所需

的资质和能力,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一场以实践能力培养、学校现场处理问题能力

培养为中心的教师教育改革,以及以教师资格证年审、教师评价为中心的教师制度改革全面展开[1]。
“正如‘教育树人’所言,学校教育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资质和能力,提高教师资质是任何

时代的重要课题。”[2]日本建立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正是为了适应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以此促使

在职教师通过研修提高自身的教育资质和能力。如此,教师的专业发展才能得以持续。
(三)国际视野下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一直把教育放在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位置。尊师重教是日本的文

化传统,也是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1949年,日本制定了关于教师的首部法

律———《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以下简称《教特法》)。2007年7月,日本虽对该法律进行了修订,但仍然

强调教师研修的重要性。尤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本发现:在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等国际竞

赛中,日本学生排名并未领先;在全球范围内对小学生算术、阅读、写作等能力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学

生也不占优势。这使得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国际视野下的中小学教育质量成为日本

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改善中小学教师的指导不得力状况则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基于上述原因,为让每位孩子都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提高国民对教育的信任度,日本文部科学省

决定加强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管理,针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不同情况,实行包括持续指导、参与研修、酌
情免职、调离教师岗位等不同处置办法的管理制度。通过一系列关于教师教育的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制

定,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从法律上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认定、研修内容、研
修时间、研修效果认定、研修后的处置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

施,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指导能力、改善中小学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的内容

(一)指导不得力教师的界定

所谓“指导不得力教师”,是指“在知识、技术、指导方法等方面的资质和能力存在问题,对学生的日

常指导不恰当的教师中,被认为需要通过研修来改善指导,但尚未达到调离教师岗位程度的教师”[2]。
日本的《教特法》第25条第2款第1项更是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给予了明确界定:(1)因教学专业

知识不足、教学技术欠缺,不能切实对学生学习给予指导者,如教学内容存在诸多错误,不能正确回答学

生的提问;(2)因指导方法不恰当,不能对学生学习进行有效指导者,如课堂上只有板书,不能接受学生

的提问;(3)缺乏理解学生心理的能力或意愿,不能有效进行班级管理或学生指导者,如完全不听取学生

的意见,不与学生对话,也不想与学生沟通和交流。
此外,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人事管理系统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还补充指出:对于营养教师、生

活指导教师等,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其必须参加旨在提升指导能力的研修,但可以自主参与研修;对于

校长、教务主任(日本称为“教头”)、新任副校长、骨干教师、指导教师等非指导改善研修对象,若在职务

行为中出现问题,则必须给予降职处理,并安排到适合其能力的岗位。
(二)指导不得力教师的认定

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中,规定了指导不得力教师的三级认定程序,同时,根据学校性质不



同(分为由县财政承担教师工资的市町村立学校和县立或指定都市①立学校两类),认定程序稍有差异。
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的认定程序如图1所示。

图1 指导不得力教师的认定程序[2]

如图1所示,市町村立学校指导不得力教师的认定程序为:由校长向市町村教育委员会提交认定报

告,随后,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向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提出认定申请,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

育委员会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认定对象给出最终认定结果。县立或指定都市立学校指导不得

力教师的认定程序为:由校长向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提出认定申请,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

育委员会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认定对象给出最终认定结果。在此过程中,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

教育委员会从市町村教育委员会或校长处获悉教师指导能力的状况,并给以被认定为指导不得力的教

师申诉和听取意见的机会。

认定程序中的“专家”,是指具有专业知识、符合法律规定的专业人士,如能为教职员工提供健康管

理或服务的医师、律师,从事儿童教育或心理研究的教育学者或临床心理医生等,“专家”中也包括学生

家长。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听取专家意见的目的,在于保证指导不得力教师认定的及时性、

人事管理体系实施的公正性和恰当性,其方式主要是通过召开会议,获取客观的、多角度的专业性见解,
并将其作为指导不得力教师的认定参考。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根据责、权,将对指导不得力

教师和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改善指导研修效果给予最终认定。
(三)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善研修

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善研修,管理体系对研

修内容、研修时间、研修效果认定和研修后的处置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1.指导改善研修的时间、机构与内容[2]

指导改善研修的时间与机构:《指南》指出,依据《教特法》第25条的规定,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

善研修时间不得超过1年。但是,如果研修教师受到免职处分或在改善研修期间有休育儿假、产假、病
假等情况时,具有任免权的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可以在自研修开始之日起不超过2年的时

间范围内,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善研修时间给予适当延长。也就是说,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改善研

① 指定都市:指人口50万以上并由政令指定的都市,享有与普通都市不同的待遇,如都道府县将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事务、

权限下放到市,市之下还可设行政区等。日本现有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北九州、札幌、川崎、福冈、广岛、仙台、千叶等12个指

定都市。



修时间最多不能超过2年。《指南》同时规定,都道府县及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设置的教育中心等教师

研修机构,为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善研修机构。但为更好地实现指导改善研修目的,促进指导不得

力教师提高指导能力,使其能在学生面前独立授课,根据需要,也允许指导不得力教师在其所属学校进

行研修。
指导改善研修的内容:(1)通过实施个别面谈,使教师本人发现和认识到自己指导不得力的问题所

在;(2)依据《教特法》第25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根据接受指导改善

研修者的能力、适应性等制订个人研修计划,制订研修计划时,负责认定的部门和承担研修职责的部门

应共享指导不得力教师的相关信息;(3)在研修课程的设置上,要加强有关人际关系处理的内容;(4)为
有效改善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能力,达到研修目的,研修内容要注重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丰富教师

的教育经验;(5)承担研修职责的机构为教育中心,教育中心应建立适应每一位教师的指导机制,为其安

排一对一的专业指导教师,如果指导不得力教师被周围的人孤立,还应建立针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心理

咨询机制。
指导改善研修过程中,相关机构部门要协同合作。指导不得力教师离开学校到教育中心参加研修,

其所在学校校长和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主任应及时了解该教师在研修期间的情况。

对此,《指南》专门规定,指导改善研修期间,责任机构应切实做好研修教师的指导改善状况记录,该记录

将作为研修结束时认定该教师研修效果的客观依据。同时,责任机构还必须切实做好研修教师自研修

以来指导能力变化情况的记录。

2.指导改善研修效果的认定标准与研修后的处置办法[2]

指导不得力教师研修结束时,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将依法对其指导改善的程度作出认

定。其认定结果有如下3种:(1)指导能力有所改善,能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指导;(2)尚不适合对学生给

予指导,但如果再进一步研修,有希望达到对学生进行适当指导的要求;(3)对学生的指导不合适,且无

改善的余地。

为了彰显公平、公正,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会认真对待研修教师的研修情况记录及研修

成果,并将其提供给专家,听取专家的意见。同时,在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善程度进行最终认定

之前,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还将听取研修教师本人的书面或口头意见。

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改善结果作

出最终认定,并给予相应处置。处置情况分为3种,具体为:
(1)研修合格者,回原学校工作

被认定为指导不得力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适合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教师,可回原学校工作。为使该教

师回校后能顺利开展工作,《指南》规定,所属学校校长应向周围的教师及学生家长充分说明该教师已认

真参与研修且指导能力得到改善,希望大家对该教师予以理解和支持。该教师回到学校工作一段时间

之后,作为服务监督者的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应考察该教师是否为周围的人所接受,同时,
为使其能顺利地在校工作,还须对其指导情况等进行追踪。

(2)有望改进者,再研修听课

指导改善研修结束时,被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认定为指导尚不得力,但如果在总计研修时

间不超过2年的时间范围内,适当延长研修时间有希望达到适合指导学生要求的教师,需要再研修听课。
(3)研修不合格者,接受自愿退休或分限免职处分、惩罚处分①及调离岗位等处置[3]

对于指导改善研修结束时被认定为指导能力仍然未达到要求的教师,根据《教特法》第25条第3款

① 分限免职处分和惩罚处分主要包括免职、降级、停职和减工资。这是两种不同的行政处分手段。首先,目的不同。前者是为

了维护公正、效率,确保运营;后者则是为了维护或恢复已有的秩序。其次,适用对象不同。前者针对工作业绩不良、工作能力缺乏的公

务员;后者针对触犯法律的公务员。最后,导致的结果也不同。例如,受到分限免职处分的教师依旧可以享有退休金,而受到惩罚处分

的教师则无法领取退休金。(叶林.日本“指导力不足教师”问题探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5):38-40,49)



的规定,予以分限免职处分;根据《地方教育行政组织运营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对县财政负担的教

师予以免职处理或调到都道府县的其他工作岗位。
日本规定,对参加指导改善研修的教师做出处置决定时,无需讨论是否免职或调动工种,只要是不

适合教师工作岗位的,就应受到分限免职处分。具体由具有任免权的都道府县或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

在考查指导不得力教师的指导能力后作出判断,并给予适当的处置。

3.指导不得力教师人事管理流程[2]

综合以上内容可知,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的人事管理流程为:提交报告、申请(校长或市町村教委)

→受理申请(都道府县/指定都市教委)→听取专家意见→认定指导不得力教师(都道府县/指定都市教

委)→针对指导能力改善的研修→听取专家意见→指导改善程度认定→处置(回原校工作、再研修、分限

免职、调离岗位等)。具体流程见图2所示。

图2 指导不得力教师人事管理流程

三、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的现实意义

日本建立和实施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以来,尽管还存在指导不得力教师认定标准不统一、人事

评价不合理等不完善之处,并引发担心,认为“动摇了战后建立的教师公务员身份保障制度,日本很可能

从此进入教师身份不安定的时代”[2],但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一定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实施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招致部分人的反对,如果因此就全盘否定它,未免过于片面和偏激。因此,应该

客观而辩证地看待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并从中汲取正面能量。笔者认为,日本指导不得力教

师管理体系至少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一)直接意义:促进后进教师达到职业标准

日本文部科学省分别于1987年、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共计4次对日本教师专业标准进行修

订。尤其是2005年,为应对“建立新时代义务教育”新要求,日本提出教师专业三大核心标准,即“强烈



热爱教育工作、过硬的专业技能力、优秀的思想品德”;2006年,日本又提出“教师实践专业标准”,即“开
展教职实践演习,重点培养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实践能力”,并于2010年开始实施[4]。从一定意义上

说,日本构建并实施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并非要故意为难教师;相反,它为那些指导能力不强或不

适合指导学生的教师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研修学习平台,创造了教师自我提升的机会,既促进教师达到教

师职业基本标准,同时也为教师顺利通过入职后10年一次的教师资格再考核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
(二)间接意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现在越来越强调教师个体的、内在的专业性提高。有学者指出:“教师专业发展

是教师个体专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教师要成为一个成熟

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

界。”[5]由此我们可以说,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的建立,不仅促进了教师从职业新手到熟练教师

的主动提升意识,同时也从教育行为上促进了教师自我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

教师从集体中解读自我、发现差距,也促进了教师更加了解自我,明确自己的发展优势、发展难点以及面

临的发展危机。最难能可贵的是,它为教师建立自省系统提供了意识与行为参考,也为教师专业发展提

供了持续的动力。
(三)本质意义: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学生的学习质量是检验教育质量是否优异的核心要素,而作为教育质量主要“操盘手”的教师队伍

的质量和水平又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质量。课堂作为联系教师与学生的中介,是教师指导能力与学

生学习能力共同展现的现场。每一位具有鲜活生命的学生个体,都会使课堂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教师如

何提供适合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教法,可以说是对教师提出的新挑战。日本学者佐藤学在其著作《教师的

挑战》封底文字中指出:“教师的责任不是进行‘好的教学’,而是实现所有儿童的学习权利,尽可能提高

儿童学习的质量。”日本指导不得力教师管理体系中的“指导改善研修”,即是基于提高学生学习质量而

促进教师包括师德、师风、专业资质在内的资质和能力的一种研修。总体而言,日本指导不力教师体系

的建立体现了“不使一个教师掉队”的基本精神,对促进全体教师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进而增强国际视

野下的人才竞争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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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nameof“innovatingthecompulsoryeducationinthenewera”,Japanhaslauncheda
projectentitled“ManagementSystemofIneffectiveTutorialTeachers”.Thesystemsetshighlyoper-
ablerulesinthedefinitionofineffectivetutorialteachers,waystoimprovethetutorialworktraining,
thestandardtoassessthetrainingeffect,andthesubsequentremedialmeasures.Therefore,thesys-
temisconducivenotonlyinpromotingthoseineffectivetutorialteacherstomeetrelatedstandards,
butalsoinserving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soastoimproveeducationalquality.
Keywords:ineffectivetutorial;managementsystem;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Japan;teach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邓香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