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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培养卓越教师
———由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引发的思考

张 忠 华1,周 萍2

(1.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2.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京211800)

摘 要: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活动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其评选核心标准是公平地评选出能以学

生发展为本、激发所有学生潜能的卓越教师。获得“国家年度教师”称号的教师享有一定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

的义务,国家会从社会组织、制度和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美国卓越教师培养的经验是:建立高标准的教

师资格认证制度,创建校本专业学习共同体,营造卓越教师成长的生态文化环境,赋予教师更多的教育自主

权,弘扬教师职业信念和献身教学改革的精神。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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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保证。世界上许

多国家为了提升教师地位和鼓励教师专业发展,都设立了教师的最高荣誉奖项。例如:美国的“国
家年度教师奖”、英国的“皇家空军年度教师奖”、澳大利亚的“教师国家成就奖”、新加坡的“总统教

师奖”等。目前,我国小学阶段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4%,高中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87%,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部分省市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程度[1]。这

些数据说明我国教育的重心已发生变化,即由规模扩张型向提升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转变。
在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众多因素中,教师是关键、核心因素。美国“国家年度教师”的培养与评选经

验,对于我国培养卓越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标准及过程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NationalTeacheroftheYearAward)自1952年创设以来,已经有65
个春秋,每年全美几百万公立中小学的教师中,只有一位教师可以获此殊荣,获奖者将会在白宫受

到美国总统的接见。到目前为止,美国教育界共有65位教师获此殊荣,2015年和2016年的“国家

年度教师”奖,分别由莎娜·皮普斯(ShannaPeeples)和贾哈娜·海斯(JahanaHayes)获得[2]。获

得此奖的教师将成为美国教育界的英雄,也是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界公认的卓越教师。
(一)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的核心标准: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挖掘所有学生的潜能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对象是从幼儿园教师一直到12年级的所有教师,因此评选范围十分

广泛。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参评者,除了是具备知识渊博的教学能手和怀有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

两个基本条件外,还要符合以下几个标准:一是教师要能“激发所有学生的学习潜力”;二是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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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学生并对他们始终秉持欣赏的态度”;三是要“积极参与学校以及学校所在社区的各类事务并

且发挥重要作用”;四是教师要“沉着冷静,善于表达,面对繁重的工作日程能够做到游刃有余”[3]。
总之,“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要关注学生的发展,要尊重、关爱和欣赏学生,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与良好的心理素质,要能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承担相应责任,且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作用[4]。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的核心标准是能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换句话说,

不管学生有怎样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能力水平,教师都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来推动学生的学习与发

展,这就是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的核心标准。从历年获奖教师表现来看,每位获奖者都在“激
发所有学生的潜力”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努力教学,不断提升学生的升学率,教学业绩骄人;
从获奖人员构成来看,获奖教师大都来自偏远、贫困地区或教育质量薄弱的学校,但这些教师却在

关注弱势学生(如贫困、吸毒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取得卓越成就。例如:皮普斯在帕罗·杜洛高中任

教5年中,在她的引导下,学校参加AP① 考试的学生人数翻倍增长,她鼓励学生通过写作走出痛苦

和孤独。她说:“很多孩子的故事开头虽不美好,但却通过教育之笔书写了很棒的结尾,获得了个人

的成功。”[5]皮普斯能够通过各种活动缩小学生学业成就和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能够创造出一个

远离武断判定对错标准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面对不同背景、不同

潜能的学生,获奖教师们都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并给予学生同等的关爱与鼓励。当然,不同国家对

卓越教师的评选标准是不同的,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美、英、澳、中四国卓越教师标准在知识、
教学、评价、监督与反馈、反思与总结等方面有一致性[6]。

(二)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过程:努力体现公平与公正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并不是由美国政府组织的,而是由全美15个专业委员会,其中包括

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美国教师联合会、全国家长与教师委员会、全国教育

协会、全国中学协会等组织实施的,各协会推出代表组成评选委员会,负责评选过程。全国性的组

织———“州首席学校官员理事会”,负责具体运作并指导美国各州、华盛顿特区、国防教育部以及五

大特殊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系统参与评选活动。美国总统只负责宣布和接见这一最高荣誉的获得

者。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的具体程序是:首先,各州、各特区及各有关部门,通过不同的方式分

别选出各自的“年度教师”候选人;其次,要求这些州、特区、部门的“年度教师”候选人,提交个人简

历、专业发展情况、8篇介绍个人教育观点或者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以及推荐信等材料;然
后,由州首席学校官员理事会召集代表15个全国性教育组织的评选委员会委员,审核上述参评候

选人的材料,并从众多候选人当中提名4位“国家年度教师”的候选人,参加全国评选委员会最终的

评选;最后,评委会将按照“国家年度教师”评选标准,将其中一位成绩最为卓越的教师授予“国家年

度教师”奖,由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亲自颁奖。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公平与公正的价值理念。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卓

越,这既符合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也符合人们对教育功能的现实需求。首先,参与评选的美国各

专业委员会高度独立,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制衡,促使各专业委员

会坚持对教师进行客观的专业评价。其次,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评选的整个过程是完全开放的,
这使得评选过程能够真实地面向整个教育界,面向全体美国民众。评选过程历经四个阶段,每一个

阶段都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评的教师要有个人独特的教学观、教育观以及对教育问题的独到

见解,并经历从县到州再到全国的层层选拔。最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对象都是教学一线极

为普通的任课教师,教育管理者包括校长、学区负责人等都被排除在评选范围之外,这也保证了评

选过程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① AP,全称AdvancedPlacement,中文名称为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Board)主办,在高中阶段

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共有22个门类、37个学科。



(三)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的义务:参与教育决策与教育交流

“国家年度教师”是美国教师的最高荣誉奖,获得此奖的教师不仅享有荣誉和相应的待遇,还要

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获得荣誉后的下一年中,“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无需从事教学活动,而是作

为教师职业的代言人和宣传者,参加选拔主办方安排的活动(约150次)。“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

者还要经常与国家或州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同坐一席,共议教育。除此之外,“国家年度教师”奖获

得者还要代表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出访其他国家,进行教育交流。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作

为全国教师的精英代表,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行为等,会在很长时间内被同行或其他教师工

作者所关注和模仿,成为学者的又一研究领域,在教育界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美国“国家年度教师”产成的因素分析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的产生绝非偶然,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总体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教师自身的主观努力、坚定的职业信念和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二是美国政府、社会各界以及

学校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上的保障。
(一)内部因素:教师自身的主观努力、坚定的职业信念和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

卓越教师是指普通教师通过自身不断努力达到了专业发展最高层次的教师。其产生是自身主

观努力和外界助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首先,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都有着强烈的职业认同感,把学生发展视为教育的核心。研究表

明,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与教师的教学效能呈正相关。若一个教师把职业仅仅看成谋生的手段、把教

育当成工作而不能上升为一种事业,那么教师也就缺乏责任感、使命感,很难成为一名卓越教师。
综观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当选者,尽管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学校,但所有的获奖者都

有着坚定的职业信念和崇高的教育理想,他们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发展看作是教育工作

的核心。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关心、热爱、鼓励和帮助每位学生,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在教学实践

中,所有的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都能运用各种教育策略与方法,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

能。“国家年度教师”奖最年轻的获得者肖恩·麦库姆(SeanMccomb),在教育实践中,一直坚持

“孩子先于内容,爱先于一切”的教育理念。他善于创设与营造充满浓厚关怀氛围的教学环境,全方

位地促进学生自信心的形成,让学生敢于迎接更高难度的学业挑战[7]。另一位获奖者皮普斯认为,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伟大的教师,就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热爱孩子,还要想方设法地把每位

孩子的潜能挖掘出来。皮普斯在教学实践中,没有把那些处境不利的孩子当作教学的负担,而是在

这些学生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许多学生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
梦想。皮普斯曾幽默地说,不是自己最终选择了教书育人这一神圣的职业,而是教师职业选择了

她[5]。
其次,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都有一套自己的教育哲学、教学理念。“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贾

哈娜·海斯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在工作中,她非常注重自我反思,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学生树

立了模范公民榜样,她的“服务学习”理念在美国教育界引起了共鸣[2]。另一“国家年度教师”奖获

得者安东尼·马伦(AnthonyMullen)从事教育、转化“问题少年”的工作七年,把教育理论与自己的

教育实践相结合,总结形成了自己的“3P”教育哲学观:激情(Passion)、专业(Professionalism)、坚持

(Perseverance)。他认为“3P”是教育和转化有情绪或行为障碍学生的关键因素[8]。皮普斯这样描

述自己的教学哲学:写作是走出困境和现状,从而发现自己未来目标和归属的一个重要路径;今天

的自己得益于写作的帮助,同样写作也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好的人生[5]。正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坚

持与行动,才使这些教师最终走向了卓越。
最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都具有立足于校本、主动创新教学改革的精神。综观美国“国家年

度教师”奖获得者,尽管他们都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教学技能,但他们都不满足于现状,而是致



力于促进学生学习的教学改革,在创新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师生共同发展。皮普斯毫不畏

惧帕罗·杜洛高中的种种教育难题,她立足于这所学校的教育现状,从学生的学情入手,根据学生

的特定需求作出相应的教学设计。不管是身心遭受过创伤的难民学生,还是渴望挑战AP课程的

学霸,抑或是那些只上过夜校但渴望扭转自己命运的学困生,她都耐心地为他们设计、修改、完善个

性化学习方案。皮普斯在教学实践中,还擅长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欲

望,她认为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秘诀就是“兜售”希望。她通过写作给学生以希望,帮助学生走出困

境,从而发现自己未来的目标和归属[5]。这些卓越教师的卓越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业成绩,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用火热的心温暖了每一个孩子。这些特质都促使教师走向卓越。
(二)外部因素:政府、社会和学校为教师专业发展助力

1.政府注重从社会组织与制度方面支持与规范教师发展

教师发展离不开组织与制度的支持。美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教师专业成长搭建了全方位的发

展平台。
首先,通过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强化教师教育,力促教师专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

先后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案》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对教师的考核、培训等问题作出了明确

规定,使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有了法律依据。例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把“提高教

师质量”作为该法案的七个优先发展领域之一。2014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全民拥有优秀

教育者计划》(ExcellentEducatorsforAllInitiative),该计划旨在加强薄弱学校的师资力量,为各

州、各学区的优秀教师以及学校管理者提供多方位支持,对美国各州卓越教师的资源配置与师资建

设作出具体规划,倡导公平中凸显卓越的价值取向[9]。
其次,美国建立了严格而标准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体现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美国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ETS)组织教师资格考试,每位美国教师只有通过普瑞克西斯(PraxisSeries)考试才能获

得任教资格。普瑞克西斯考试体系包括教师学业技能评价(对阅读、听力、写作能力考核)、学科专

业评价(对教师理论知识和学科知识考核)、课堂行为评价(对教师在课堂上的实际表现进行评估)。
此外,美国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CorporationofNewYork)与霍姆斯小组(HolmesGroup)提出

将教师分成“临时教员”“专业教师”以及“终身教师”三个层次,这表明美国注意到教师专业发展的

阶段性特点,用高标准的“终身教师”(卓越教师)引领教师专业发展。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

队法案》又对“优秀教师”的标准进行了界定:优秀教师应通过权威的专业认证,并在相关的学科领

域展现出其所具有的能力[10]。近年来,美国基础教育关注STEM① 教育改革,STEM 领域的教师

标准也成为衡量美国优秀教师的重要参照。
最后,美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为优秀教师及卓越教师的培养和认定做了很多的工作。如国家

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对优秀教师的专业身份与地位进行认证。认证标准的建立对教师

专业发展具有激励作用。为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各州会对通过 NBPTS认证的教师予以

资金上的支持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还有些州为了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NBPTS认证活动,提供

许多优惠条件。例如: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将NBPTS证书视为继续教育证书;北卡罗来纳州

为准备参加NBPTS证书考试的教师提供学习时间并照发工资,考试合格者还可获得相当于年薪

4%的奖金。另外,NBPTS还为参与认证的人员提供研究项目,并派专业人员给予指导。可见,教
师获得资格认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提高教师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候选人

能更精于每日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发展,直至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这种方式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

育教学能力、反思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20多年来,NBPTS在优秀教师专业

标准的制定及优秀教师的认证方面,为卓越教师的培养贡献了积极的力量,成为评价美国教师专业

① STEM,即英文单词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的缩略。



发展的领导力量。

2.政府通过增加教师教育经费,保障教师专业发展

根据美国的多项教育法律和政策,凡是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或培训计划符合要求的,都可得到联

邦政府的资助。美国联邦政府在每年度的财政预算中,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大量的经费,用以帮助

各州提高教师质量、提高教师教学专业水平和改善工作环境以及资助特殊领域的教学活动。例如:

2013年美国财政预算中,联邦政府拨款29亿美元,以帮助各州和地方教育部门奖励在招聘、培训、
留任、效能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校长[11]。NCLB法案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巨额经费,规
定了专业发展经费的使用可以不受某个项目、短期经历以及州教育局批准等条件限制,而且还通过

设立一系列的项目给予教师经济上的资助,这是美国政府为控制师资流失而采取的有效手段,如教

师减税计划、增加教师贷款豁免权等。这些规定为帮助教师提高专业水平奠定了经济基础。

3.学校注重建构校本专业学习共同体,为卓越教师成长创造生态文化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习型组织理论风靡全球,这种理论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就形成了学习

型学校,处于学校环境中的学习型组织被称为“专业学习共同体”。专业学习共同体是一种学习型

组织,以教师自发、自愿为前提,以拥有共同目标为纽带,教师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分享经验、资源

和开展技术合作等,共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美国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

学与中小学的合作模式———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另一种是校本内部合作———校本教研。而立足校

本研究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为教师专业发展,尤其是为卓越教师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美国中小学大力支持教师开展校本教研活动。第一,学校为专业引领者提供支持和条件并拟

定相关的支持性制度;第二,各中小学为教师自主学习与合作发展营造和谐平等的学校文化氛围;
第三,学校校长在校本教研活动中给予教师信心,鼓励教师创造自我专业发展的机会,并尊重、信任

教师,平等、诚实、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教师。立足于校本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不仅促进了合作文

化的建设,还有利于生成教师学习的生态环境,让教师在民主、和谐的对话氛围中获得专业发展,从
而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学观。上述这些因素都是教师走向卓越的重要条件。

4.美国在法律制度层面,赋予教师更多的教育自主权,促成个性化的卓越教师产生

美国的学校教育环境体现了自由、自主的理念,学校赋予教师更多的教学自主权,也给教师更

多的人文关怀,这些都为教师的发展和卓越教师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首先,美国公民社会为教师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舞台。美国十分注重公民教育,教师就是公民

教育的榜样。社会服务是公民的重要义务,在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标准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卓

越教师要积极参加社区的各类事务并且发挥重要作用。在历届“年度教师”的先进事迹中,我们都

可以看到这些卓越教师在社区中活跃的身影。肖恩·麦库姆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带领学生积极服

务周边的社区,他们去孤老院探望老人,给流浪者送饭,参与环保植树与各种捐赠活动[7];皮普斯一

方面在帕罗·杜洛高中教授英语课程,另一方面她是学校英语语言艺术部主任,还指导并激励同事

在教学专业上不断进取。除此之外,她还兼任帕罗·杜洛高中和学区的教学指导以及夜校的英语

教师,在学校及社区的多项工作中都树立了榜样[5]。可见,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除了履行

教师角色之外,还是一名优秀的社会服务者、教育改革者,同时还服务于自己参与的专业协会和组

织。因此,美国的卓越教师有着更强烈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而这一切又都与美国的公民社会

相联系。
其次,美国尊师重教氛围浓厚,教师拥有更多的教育自由。第一,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

者不仅受到美国总统的亲自接见,而且还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当选后的一年里,作为美国教育

界的代表,在国内及世界各地巡回交流,并受到极高的礼遇。第二,美国赋予了教师更多的教育权

利、更多的教育自由。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为美国教师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其独特教育哲学、教
育思想、教育风采的平台。美国教师可以尝试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教育形式,可以为不同的学生定制



不一样的课程及提供不同的学习策略,可以帮助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甚至可以离开学

校,带领学生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而这一切都获得了美国政府、学校、社会各

界的全方位支持和理解。

三、美国卓越教师培养的经验

卓越教师的培养关乎国家教育的成效与质量,关乎国家的前景与未来。美国“国家年度教师”
都在教书育人方面树立了典范,为国家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梳理美国“国家年度教

师”评选过程与教师成长历程,可以给我国当前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与

借鉴。
(一)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制度体系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评选拥有65年的历史,其评选认定标准明确、具体、成熟,值得我们学

习与借鉴。我国也建立了各种教师荣誉评选制度,但评选过程过于简单,没有明确的标准与认定制

度。例如,特级教师评选、国家级优秀教师评选、省级优秀教师评选等,都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

《特级教师评选规定》中,有这样的描述:特级教师应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从中

可以看出,我国对特级教师的评价更多地是对其教学业务、师德和育人业绩的评价,对教师参与社

会活动则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外,美国建立了严格的高标准教师资格认证体系,这保证了绝大多数

上岗教师的质量。我国目前教师资格考试尽管由“省考”变为“国考”,但考试难度小,比较容易获得

教师资格证书,而且是终身制的,缺乏教师资格的退出机制,类似于美国 NBPTS那样的优秀教师

资格认定标准也处于空白状态。虽然2011年和2012年教育部颁发了各层次学校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和教师专业标准,但这些标准只是作为合格教师所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还不是卓越教师的专业评

价标准。
(二)美国卓越教师的评选对象是普通教师,当选者应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

美国把“国家年度教师”奖作为教师的最高荣誉,评选对象都是一线普通教师,评选上的卓越教

师拥有殊荣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除此之外,评选上的教师还必须坚守教学岗位,为教育事

业奋斗终生。相比之下,在我国教育领域,作为代表卓越教师荣誉的“特级教师”“国家优秀教师”的
评选,数量巨大,更多是荣誉的获得与物质上的奖励,没有要求获奖教师履行义务的规章制度。此

外,我国“特级教师”“优秀教师”获得者,多半都是行政领导,普通教师的比率较低。即便是普通教

师获得了国家奖励,很快就会被提拔、任用到管理层,甚至脱离教学第一线。这些现象的存在十分

不利于卓越教师团队的形成,更不利于积聚大量的优秀教师服务于教学第一线的教育使命。
(三)美国卓越教师的评选过程公平、公正、透明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评选过程面向广大民众,评选专家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而且是第三

方,政府和管理机构都没有话语权,而我国的卓越教师评选过程在教师群体之间难以做到完全透

明。我们通常是通过各种行政组织、各个单位推出候选人,最后由评审专家裁决。每个教师没有发

表演说的机会,甚至有的“专家”对被评选者一无所知,这样的评选要想保证卓越教师专业性、公平

性是相当困难的。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的参选者要提交8篇自己的材料,供投票者了解候选人。
可见,卓越教师、优秀教师的评选,只有公开、公平、透明、公正,才能真正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

动力机制。
(四)美国教育经费更多关注教师专业发展与自身素养的提升

美国教育投入占GDP总额的8%,而中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尽管已达4%,但与国际

教育投入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国家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多是“见物不见人”:一所所学校

都是高楼大厦,教室宽敞明亮,校园环境优美,但却忽视了学校活动的主体之一———教师,在教师专

业发展与教师教育经费投入上有限,在有限的资源使用上又过分注重教师培训,这种外部培训模式



带来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等诸多弊端[12]。特别是用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育经费更是缺乏,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诸如:落后地区的教师薪酬待遇不高,教师职业信念

不坚定,代课教师大量存在,优秀教师流失严重,等等。今后我国的教育经费应该倾向教师专业发

展,提高教师待遇,通过各种有经费支持的项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五)美国赋予教师更多的教育自主权

美国学校大力支持教师开展教研活动,鼓励教师建立学习共同体,给予教师更多的教育自由空

间。在我国,尽管各级各类学校都成立了教研组(教研室),这本是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但现实是

教研组(教研室)都变成了“科层组织”,主要从事管理和制度设计工作,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功能没有

得到更好的发挥。再加上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课程内容,使得教师自主、自由发展的空间越来

越小,教师的创造性不能被有效激发出来,缺乏卓越教师生长的土壤。众所周知,教师专业劳动具

有个体性与创造性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发挥需要教师拥有自由的教育空间,拥有教育自主权。今

后,我国的各级教研组(教研室)要转变职能,由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化,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良

好的生态文化环境,鼓励教师教学创新,使教师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学观与教学风格。
(六)美国注重教师专业伦理教育,鼓励教师献身教育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师数量日益增长。尽管国

家和政府采取多种途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还存在

不少问题。众所周知,除个别学校外,绝大多数学校的师范专业学生录取分数并非当年考生的高分

者,甚至不少高校每年录取的师范专业学生都是当年处于录取线上的考生,这在源头上就把优秀学

生排除在教师职业之外,即便是已被录取的师范生也有许多并非愿做教师,他们往往普遍缺乏专业

理想与专业信念。再加上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种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影响到学校,致使

教师专业伦理出现许多问题。例如:有些中小学教师胸无大志,对本职工作应付了事,但热衷课外

“有偿补课与辅导”;有些教师只关注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放弃学业成绩差的学生;还有些教师早早

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等等。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都有着坚定的教育信念,把教育当成事业

并为之奋斗,他们更多地是关注后进学生与弱势学生的进步与发展,这些都值得我国教师学习和

效仿。

四、结 语

总体来看,美国卓越教师的评选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评选核心标准是激发所有学

生的潜能,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教师从竞争中走向卓越,评选过程体现公平、公正;获得“国
家年度教师”奖的教师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注重实践取向培养卓越教师,依托协同合作,注重培养过

程[13];从社会组织与制度、经费保障等方面支持与规范教师发展,构建校本专业学习共同体,为卓

越教师生成创造生态文化环境。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都是一线的普通教师,有着坚定的

教师职业信念,献身教学改革,并有着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信念。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获得者

被赋予更多的教育自主权,为卓越教师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的评选与美国

“国家年度教师”奖的评选相比,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获得荣誉的教师多半是领导者,评选过程

的公开程度不够,获奖者获得荣誉之后几乎不承担任何的义务和责任,也没有组织学术活动的经费

保障。今后,我国要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不断改进我国卓越教师的培养与评选工作,使获得荣誉

的教师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不断扩大其影响力,树立教师专业发展的楷模。当然,在“互联网

+”时代,卓越教师成长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会对教师的专业精神、智能结构、学习方式、人际沟通和

社会生活带来全新的影响[14]。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培养卓越教师,又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新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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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CultivateExcellentTeachers
———InspirationfromNationalTeacheroftheYearAwardinAmerica

ZHANGZhonghua1,ZHOUPing2
(1.SchoolofTeacherEducation,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China;

2.Pusmouthandotherprofessionalschool,Nanjing211800,China)

Abstract:AmericanNationalTeacheroftheYearAwardhasselectedexcellentteachersforover60
years.Itscoreselectioncriteriaincludetheabilitytoarouseallthestudentspotentialswhichembody
theprincipleofstudentsdevelopmentforemost.Inaddition,fairnessisseenthroughtheprocess,and
thepersonwhogetsthisawardshouldundertakerelevantrightsandduties.Americanauthoritysup-
portsandnormalizes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intheaspectsofsocialorganizationandsys-
tem,fundguaranteeandsoon,constructsschool-basedprofessionalresearch,setsupeco-culturefor
theproductionofexcellentteachers,firmsteachersprofessionalfaithtodedicatetotheteachingre-
form,andgivesteachersmoreeducationalautonomiesinordertoproduceexcellentteachers.Allthese
measuresarewhatweshouldlearnfromAmerica.
Keywords:excellentteachers;america;nationalteacheroftheyearaward;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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