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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
质量保障措施探析

张 文 桂
(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摘 要: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就职前教师教育的培养采取了一系列质量保障措施。从政策保

障、机构建立、入学人员选拔、合作伙伴关系下的专业实践、教师专业标准以及职前教师教育研究等方面入手,

对澳大利亚政府所采取的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施进行分析,总结出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

施呈现的四个取向,即新管理主义取向、全程专业标准化取向、专业实践取向和实证主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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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施概况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不断提高,教师

专业标准化运动也由此开始。为了满足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澳大利亚政府

在物质支持和系统保障方面采取了有利措施。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必然依赖于高质量的教育,而高

质量教育的实现关键在教师。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加大了对“教师教育”这一核心要素的投入,以促

进教师专业标准化发展。从传统来看,澳大利亚教育主要是由州和地区政府来负责,联邦政府并不

需要承担过多的教育责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开始加大在教育上的投入,并且在教

育发展中突显了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的作用。联邦政府角色的转变为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化发

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政策支持。199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以及地区教育部长共同签署

了《关于21世纪国家学校教育目标的阿德莱德宣言》(TheAdelaideDeclartiononNationalGoals
forSchoolingintheTwenty-FirstCentury)(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提出了21世纪澳大利亚政

府对国家教育的大体构想,并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提升教

师和学校领导的质量、专业主义和地位”[1]。
进入21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各国大力发展教育、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的新气象,教师教育

也成为了各国改革的重要阵地。澳大利亚政府也借此时机在《宣言》基础上,将促进澳大利亚学校

教育的公平和卓越、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qualityteaching)、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自信心和

创造力,作为21世纪教育改革的目标。“优质教学”的关键在教师。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加大了对

“教师教育”这一核心要素的投入以促进教师专业标准化发展。澳大利亚职前教师的培养制度正是

在开展教师专业标准化运动背景下实施的。职前教师培养作为教师教育的起始阶段,其质量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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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后教师进一步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学习成就有重要影响。为了保障职前教师教育质量,21世纪

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二、21世纪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施分析

(一)发布教师教育文件和调研报告,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政策保障

2000年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着手实施包括职前教师在内的“澳大利亚政府优质教师工程”
项目(AustralianGovernmentQualityTeacherProgram)(以下简称“优质教师工程”)。2003年,
联邦政府资助举办了“国家教师标准、质量和专业主义”(TeacherStandards,QualityandProfes-
sionalism)论坛,论坛发布了《有关教师标准、质量和专业主义的教育职业国家声明》(National
StatementfromtheTeachingProfessiononTeacherStandards,QualityandProfessionalism)。同

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发布了《国家教师专业标准框架》(ANationalFrameworkforProfessional
StandardsforTeaching)(以下简称《框架》)。《框架》基于职业维度和专业要素,进一步明确了职

前、入职和职后不同生涯阶段的培养标准[2]。2008年,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澳大利亚也开

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并将提升教育质量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之一。同年,澳大利亚政府理事

会签署了一项关于“提高教师教育的全国合作”计划。自此,“提高教师质量”成为了澳大利亚职前

教师培养的核心目标。

2009年,联邦政府基于“提高教师质量”的战略目标,开始对2003年提出的《框架》进行修订。

2011年,联邦政府正式颁布了新的《国家教师专业标准》(NationalProfessionalStandardsfor
Teachers)(以下简称《标准》)。新《标准》中明确提出了毕业生在接受职前教育后应该达到的专业

标准[3]。自此,《标准》成为了引领职前教师培养和改革的指针以及实施政策保障的依据之一。同

年,澳大利亚政府基于《标准》出台了《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方案认证标准和程序》(Accredi-
tationofInitialTeacherEducationProgramsinAustralia-StandardsandProcedures)(以下简

称《标准和程序》)。2012年4月和2013年5月又两次修订《标准和程序》,其中修订的重点之一是

对教师教育人员入学门槛进行改革。
在澳大利亚教师培养中,政府承担主要的费用,仅2014年联邦政府在教师培养上的投入超过

了6亿美元[4]。为了确保这些财政投入在教师培养特别是在职前教师培养中发挥作用,2014年联

邦政府要求教育部长派恩(Pyne)成立“教师教育部长顾问小组”,就职前教师培养状况以及如何进

行有效改革提出建议。顾问小组通过与相关人员进行三十多次的交流和广泛调研,向政府提交了

175项公开建议,并于2015年2月13日正式公开发布了《立刻行动:培养具有课堂胜任力的教师》
(ActionNow:ClassroomReadyTeachers)的调研报告。顾问小组的报告对如何改进职前教师培

养提出了38条详细建议。这38条建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5]:完善国家教育质量

保证体系;实施科学透明的职前教师教育入学人员选拔机制;确保职前教师有充分的专业实践机

会;实施保障职前教师课堂胜任力的有效措施;开展国家层面的职前教师培养研究和人力资源

规划。
顾问小组调研报告发布后,澳大利亚政府予以高度重视,报告公布的当月就顾问小组提出的上

述5个方面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联邦政府责成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研究所(TheAus-
tralianInstituteforTeachingandSchoolLeadership)(以下简称AITSL)根据顾问小组的建议采

取相关措施来提高职前教师的培养质量,主要包括审查毕业生专业标准达成情况、修订《标准和程

序》、全面实施职前教师基准测试等。2015年12月,AITSL正式公布了新修订的《标准和程序》。
新的《标准和程序》中对教师教育课程国家认证原则、认证标准、认证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
严格的规定和说明[6]10。同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定加大对职前教师培养的财政投入。除了正常

的财政投入外,联邦政府提出从2015年开始将会在未来4年持续向AITSL提供额外的1690万美



元用以支持职前教师的培养,以确保毕业教师能够做好充分的课堂准备[7]。可见,顾问小组提出的

调研报告,一方面为联邦政府深入了解当前职前教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全面、科学和有力的

实证资料,另一方面也为联邦政府未来实施职前教师培养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政策保障。自

2015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以顾问小组调研报告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为切入口,以职前教师实现

《标准》为核心目的,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针对性的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施。
(二)成立监督机构,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机构保障

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从其职责范围来看,主要体现为制定和实施毕业教师专

业标准、认证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等。AITSL为实施这些职责的核心机构。

2004年,为了更好地推进“优质教师工程”项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了“优质教学和学校管

理国家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forQualityTeachingandSchoolLeadership),负责“优质教师

工程”项目的推进。2005年8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成立了 AITSL代替了原来的“全国优质教学

领导与学校领导协会”。AITSL不属于法定机构,其权利受到《2001年联邦委员会法案》和《2013
年的公共管理、绩效和问责法案》的限制。AITSL的主要职责是促进卓越教师的培养以实现教师

和学校对学生积极影响的最大化,其中监督职前教师教育成为了该机构的重要职责。具体来看,

AITSL在职前教师教育中的职责主要表现为:(1)制定澳大利亚毕业教师专业标准并监督其实施;
(2)制定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职前教师培养国家认证制度并监督制度的实施;(3)监督职前教师专

业学习的过程和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认证的实施,确保培养高质量的职前教师;(4)为高质量职前教

师的培养提供一流的专业实践和国家科学研究支持;(5)与职前教师培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即专

业协会和教育协会、教师教育者、企业和学校社区以及澳大利亚课程评估报告局和澳大利亚教育服

务中心开展合作,为职前教师培养提供广泛的支持[8]。AITSL作为职前教师培养过程的监督主

体,在职前教师培养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评价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职前教师培养政策的连

续性、全面性、有效性等方面提供了必要的机构保障。
(三)开展职前教师入学人员选拔,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入口保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一致认为,只有具备较高素质的人才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教师,
这部分学生应该为同龄学生中学业成绩排名前30%的优秀学生[6]7。澳大利亚政府在2015年新修

订的《标准和程序》中也明确提出教师教育机构要加强对入学人员的选拔,重视职前教师在读写和

算术等方面的考核,以确保优秀的学生进入教师教育机构进行课程学习[6]6。因此,开展职前教师

入学人员选拔测试,提高教师教育人员入学门槛,为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入口保障成为当前澳大

利亚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1.开展职前教师读写与计算能力测试

早在2000年启动的“优质教师工程”项目中,澳大利亚政府就提出要特别重视教师在读写、计
算等课程领域的学习,并对这些课程予以优先资助[9]。随后,联邦政府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出

台了《澳大利亚英语语言文学教师教学标准》和《澳大利亚中小学数学教师卓越教学标准》。在上述

政策文本中,注重教师读写和计算素养的要求也充分渗透进职前教师入学人员的选拔测试中[10]。

2013年,AITSL委托澳大利亚 教 育 委 员 会(TheAustralianCouncilforEducationalRe-
search)(简称ACER)就职前教师的读写与计算能力制定评价框架。整个评价框架以澳大利亚联

邦政府2012年出台的《澳大利亚核心素养框架》(TheAustralianCoreSkillsFramework)(简称

ACSF)和36个国家认可的《国际成人关键能力评价计划》(The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As-
sessmentofAdultCompetencies)(简称PIAAC)作为参考。2013年,AITSL颁布了《职前教师的

读写与计算能力评价框架》(LiteracyandNumeracyInitialTeacherEducationStudentsAssess-
mentFramework)(以下简称《评价框架》)。《评价框架》中关于职前教师读写能力的测试题共有60
道,其中40道为阅读题,20道为写作题。读写能力测试主要是考查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水平,主要



包括语法、拼写、词语运用和文本组织能力等。计算能力测试也共有60道题,其中48道题目可以

使用计算机,测试题目主要考查学生的计算能力、代数知识、测量和几何知识、统计和概率知识

等[11]。除此之外,每部分还包括另外5道测试题,但是这部分内容仅仅作为附加题目并不计入学

生总分。测试方式主要为在线评估,学生进行每项测试大约需要2小时的时间,每位学生共有3次

测试机会。

201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基于顾问小组的调研报告,要求AITSL进一步完善《评价框架》并
全面开展对职前教师读写和计算能力的测试,明确规定所有的职前教师要获得注册,必须通过这项

基准能力测试。2015年8月下旬,AITSL开始对职前教师进行首次正式测试,2016年开通职前教

师读写和计算能力测试网络窗口。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职前教师的这项评估测试需要支付

测试费。每部分测试收费92.5美元,或者两项合交185美元[12]。现今,联邦政府全面开展职前教

师读写和计算能力的测试并限定考试次数,同时要求职前教师要获得注册必须通过这项基准测试。
这一规定势必对职前教师教育的入学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为选择优秀人员进入教师队伍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2.颁布《即刻行动:职前教师教育入学人员选择指南》

2015年顾问小组的调研报告中发现,当前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在未来教师选择方式上存在诸多

不足,培养机构并没有对入学人员在入学前进行评估,所以无法确保他们具备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

潜质。为此,报告提出联邦政府要加强教师教育入学人员的选拔,以确保最优秀和最适宜的人才进

入教师队伍。为了确保职前教师培养质量,2015年8月 AITSL出台了《即刻行动:职前教师教育

入学人员选拔指南》(ActionNow:SelectionofEntrantsintoInitialTeacherEducationGuide-
lines)(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中对教师教育人员的入学选拔标准和程序、适用对象、选择过程

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中在选拔标准上提出了入学人员的学习能力标准和非学习能力标准。
《指南》中规定入学人员要提供以往的学习成绩或者其他能有效证明其学习能力的成果,以保

证他们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来成功完成入学后严格的课程学习。《指南》中规定可以证明入学人员学

习能力的材料包括:(1)在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能证明本人学习能力的材料,如进入高等教育的入

学分数、相关学科的学习成绩等;(2)在大学、职业教育或其他高等教育期间能证明本人学习能力的

成果,如之前的学习分数、已经修完的部分课程或总体课程情况以及本人成绩等;(3)已经取得的专

业资格;(4)在一系列任务或学习活动中能证明本人已经具备了课程学习所需要的智力要求和行为

要求;(5)选拔过程中入学人员在认知和言语能力验证性测试中有良好的表现[13]。另外,AITSL通

过已有的研究发现个性和动机是影响教师有效教学的重要因素,其中影响教师成功教学的关键因

素有:(1)教学动机;(2)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3)学习意愿;(4)心理弹性;(5)自我效能感;(6)
责任心;(7)组织能力和计划能力。AITSL在充分参考上述研究成果后提出教师教育机构在选拔

入学人员时应重视上述影响因素,同时教师教育机构需要提供材料以证明对入学人员的这些能力

进行了考查。《指南》中规定可证明入学人员相关非学习能力的材料包括:(1)在特别设计的教学能

力或其他能力验证性测试中的表现;(2)提供能体现本人进行成功教学的经历;(3)入学人员对教师

教育的理解和参与教师教育的动机[13]。一方面,《指南》为教师教育机构在入学人员选拔上提供了

方向性建议,使得选拔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指南》注重入学人员的全面素养考查,体现出

选拔标准趋于高端化的特点。同时,《指南》中非学术能力标准的确定充分立足于已有的科研成果,
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在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施中注重实证研究的价值取向。

(四)建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专业实践,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资源保障

澳大利亚政府一贯非常重视毕业教师课堂准备能力的培养,强调关键利益群体间要形成合作

伙伴关系以保证职前教师的专业实践质量。为此,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明确规定

教师教育中专业实践要求,积极开展提升专业实践导师指导能力计划,出台相关文件以确保相关利



益者在职前教师专业实践中发挥最大影响,等等。这一系列措施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了

有效和广泛的资源保障。

1.明确规定教师教育中专业实践要求

2008年,联邦政府开始实施为期4年的“改善教师教育实践质量”计划(ImprovingthePrac-
tialComponetofTeacherEducationProgram),并给该计划提供了7700万美元的资助金,以确保

职前教师能获得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机会。该计划规定高等院校必须要与相关学校充分合作,要为

教师教育专业中3~4年课程学习的学生提供至少为期120天的专业实践机会,要为接受1~2年

课程学习的学生提供至少为期60天的专业实践机会[14]。2009年出台的《程序和标准》中也明确规

定教师教育课程必须要为职前教师提供专业实习机会,3~4年本科的职前教师专业实习时间不得

少于80天,两年制研究生学历的职前教师专业实习时间不得少于60天,一年制研究生学历的职前

教师专业实习时间不得少于45天[15]。在2015年修订的《程序和标准》中依旧遵循2009年《程序和

标准》中对专业实践的基本思想,要求教师教育机构必须要与学校等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

确保职前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进入课堂,使其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紧密结合。

2.开展提升专业实践导师指导能力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和教师教育机构认为要使职前教师能够将专业理论知识与课堂教学实践进行有

机结合,就必须要让职前教师掌握扎实的专业实践性知识,以便做好充分、有效的课堂教学准备。
这就要确保职前教师能接受高质量的专业实践,而高水平的专业实践导师是实现高质量专业实践

的关键。但是,在实践中指导教师的指导动力不足、指导能力不强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职前教师的专

业实践质量。2013年,联邦政府为了提升专业实践导师的指导能力,开展了全面“指导职前教师”
计划(SupervisingPreserviceTeachersProgram)(简称SPTP)。该计划最初源于2012年新南威

尔士州学院和昆士兰教师教育学院联合制定的一项免费、公开的在线专业学习计划,该计划主要是

针对在职前教师专业实践指导中缺乏经验的导师和那些在专业实践指导中需要特别支持的导师在

自我学习时而设计,其目的旨在拓展专业实践导师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实践导师的专业技能和专

业自信。该计划不仅为各州专业实践导师之间的在线互动提供了交流平台,同时也为专业实践导

师提供了大量的网络资源,以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实践指导需求开展自我学习。
该计划中,专业实践导师主要是通过4个模块开展探究性学习:(1)有效的合作伙伴学习;

(2)实践分析;(3)根据教育情景作出判断;(4)毕业教师专业标准解读[16]。实践导师进入在线学习

时,在线学习工具能够对实践导师的学习结果及时给予反馈以帮助实践导师深入反思学习效果,同
时也为实践导师的后续学习提供支持。4个学习模块全部完成所需的在线时间约为8~10个小

时,实践导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任意时段登录网址,选择任意模块进行学习,计划并不要求实

践导师完成所有模块。当专业实践导师完成某一模块的学习任务时,平台会生成该模块证书以供

实践导师下载打印。当实践导师完成所有模块时,学习平台会提供结业证书供实践导师下载打印。

2015年6月,AITSL对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全面调研。调研发现该计划能够针对性地满足专业

实践导师的需求,有效提升专业实践导师的指导能力,并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

3.颁布《专业实践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文本

2015年,为了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中相关利益群体在职前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以确保职前教师

专业实践质量,AITSL发布了《专业实践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ProfessionalExperiencePartici-
pantRolesandResponsibilities)。该文本规定了职前教师专业实践基地、专业实践指导教师、职前

教师、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具体如表1所示[17]。



表1 澳大利亚职前教师专业实践中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

参与者 角色和责任

专业实践基地 (1)发展专业学习和教师成长文化,鼓励职前教师成为合格教师并能够持续发展
(2)制定体现专业实践价值和服务社区的策略
(3)为职前教师专业实践提供物质支持,配备培训指导教师
(4)支持指导教师的工作以及他们的专业学习,以便他们能够具备指导、培训和评价职前教

师的专业能力

专业实践指导教师 (1)能够对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作出解读
(2)能够对职前教师进行指导和培养,尤其是帮助职前教师理解教师的行为对于学生学习

的影响,进而提高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力
(3)根据实践要求和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严格评价职前教师的专业实践表现并向职前教

师提供有效的反馈
(4)提高本人的责任意识
(5)在专业实践中为职前教师树立榜样
(6)指导职前教师完成实践任务并引导职前教师向其他优秀教师学习
(7)在职前教师专业实践中提供积极的指导,充分体现实践指导教师的专业素质
(8)与同事和教师教育机构合作,为职前教师将实践学习与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整合提供支持
(9)积极与职前教师专业实践中的其他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10)与专业实践协调机构、专业实践的管理者、中小学和早期教育机构进行合作,为职前教

师专业实践提供适宜的支持和建议

职前教师 (1)理解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
(2)设定学习目标和专业成长目标
(3)反思和接受指导教师、专业实践合作者以及实践基地给予的建议和反馈,认真完成专业

实践,提高实践质量和对所教学生学业的影响力
(4)具有专业和积极的态度
(5)要对专业实践进行合理的准备以便更好地达到专业实践目标
(6)全面参与专业实践基地的生活
(7)了解专业实践基地和社区的情况
(8)懂得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9)反思实践教学效果,收集能证明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的材料

职前教师教育机构 (1)确保职前教师能够理解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
(2)依据毕业教师专业标准来收集职前教师在专业实践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并且形成报告
(3)支持指导教师对职前教师的评价和培养
(4)提升专业实践指导教师的指导能力
(5)为指导教师提供所期望的清晰的结果性评价工具
(6)提供专业实践手册和其他相关信息及材料,与专业实践基地和指导教师进行广泛沟通,
以确保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了解专业实践的重点和要求
(7)鼓励职前教师积极收集反思性材料和能证明他们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的材料
(8)表扬专业实践中优秀的指导教师
(9)对专业实践结果负责
(10)形成明确和统一的职前教师培养方式
(11)提升专业实践在职前教师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学术团队对专业实践开展研究

  从上述文本中各方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来看,相关利益群体间协同合作并建立学习共同体为

职前教师提供广泛资源保障的专业实践模式,已经成为了当前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

施的亮点,同时也体现出联邦政府在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中的实践价值取向。
(五)制定毕业教师专业标准,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出口保障

为了达到提升全国教育质量和实现21世纪的学校目标,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连续十余年的努力

逐步形成了统一而规范的教师专业标准。2009年开始,联邦政府开始着手对2003年出台的《框
架》进行修订,2010年2月12日,完成了对其的修订并制定了新的教师专业标准草案,2011年2月

9日,《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正式颁布。《标准》将教师职业生涯分为4个阶段:毕
业教师阶段、熟练教师阶段、娴熟教师阶段和主导教师阶段,并且提出了每个阶段的专业标准,其中

毕业教师专业标准即为国家教师专业标准的一部分。毕业教师专业标准包括专业知识、专业实践、



专业投入3个维度,这3个维度又进一步细化为7个具体标准[6]。专业知识维度包括“了解学生如

何学习”“了解学科内容并知道如何实施教学”两个标准;专业实践维度包括“有效教学计划的制订

和实施”“安全与支持性学习环境的创设和维护”“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反馈和报告”3个标准;专业

投入维度主要包括“对专业学习的投入”“与同事、家长以及社区开展专业活动”两个标准。
《标准》是基于国家层面提出的指导性文件,打破了原来澳大利亚各州职前教师培养质量标准

不统一的状况,为各州职前教师教育提供了一条基准线,有利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同

时,《标准》拓宽了职前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深化了职前教师专业发展能力,有助于职前教师专业

地位的提升。另外,《标准》有助于职前教师进行有效的职业规划,也为教师教育机构设置适宜的培

养课程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六)积极开展职前教师教育研究,为确保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提供研究保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非常注重基于调查实践和研究来进行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并强调将教育研究

的最新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师教育实践中。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认证中,重视由培养机构所提供的

体现专业培养效果的调查数据和案例等实证材料,如学生的就业率、学生注册率、毕业生满意度、毕
业教师的个案研究等。同时,联邦政府也强调管理机构在进行决策以及教师教育机构在制订培养

方案时,都要对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予以吸纳并及时整合到教师培养制度的制定和课程设计

中,以提高职前教师教育质量。2015年,澳大利亚教师教育部长顾问小组的报告《现在就行动:教
师课堂准备》中明确指出,由于当前针对职前教师教育和实践教学方面的研究不足,导致目前许多

教师教育机构采用的教育实践模式缺乏有力的研究支持。因此,报告建议政府要加大对职前教师

教育的相关研究,以确保教师教育机构制订的职前教师课程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AITSL基于顾问小组的报告,在2015年10月出台了《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研究议题》(Re-
searchAgendaforInitialTeacherEducationinAustralia)(以下简称《研究议题》)。《研究议题》
就职前教师教育培养需要研究的议题进行了汇总和说明,主要目的是为职前教师教育研究提供明

确的方向,同时鼓励相关机构之间开展积极的合作研究,以解决当前职前教师培养研究中优先需要

关注的问题。该文本充分体现了AITSL在开展这些研究议题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研究议题》分为5个研究主题,分别为:职前教师的质量管理研究;职前教师教育入学人员选

拔研究;职前教师的专业实践研究;职前教师的课堂准备研究以及联邦政府的人力资源规划研究。
每个研究主题又包括若干关键问题,具体如表2所示[18]。

表2 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研究议题

研究主题 关键问题

质量管理 职前教师培养效果追踪研究

职前教师培养方案改进研究

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改进研究

入学人员选拔 成功教师所需要的个人素养研究

进入教师教育阶段的职前教师应该具有的个性特征和学术研究能力

入学选拔对于职前教师教育的培养效果影响研究

专业实践 教师教育对职前教师在专业实践方面的支持和评价研究

专业实践对于职前教师培养的影响研究

教师教育对职前教师专业实践的评价结果与中小学生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

课堂准备 职前教师在毕业教师专业标准上的达标情况研究

课堂准备评价对接受职前教师专业学习的影响研究

职前教师在课堂准备和评价方面的表现对他们入职后对于中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源规划 联邦政府教师资源规划研究

职前教师教育资源人员规划中可以增加的教师人员以及这些教师需要具备的技能和经验研究

职前教师教育对于入学学生的录用、学生保留以及学生就业等方面的影响研究

  为了顺利完成这些研究议题,AITSL鼓励各方进行积极的合作,并且为研究提供大力的支持,
制订职前教师教育相关资料收集方案。总体来看,澳大利亚职前教师质量保障措施已经在方法论



层面上从经验本位走向实证本位。

三、结 语

21世纪的澳大利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这不仅为职前教师教育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澳大利亚政府职前教师变革的外源性动因来看,全球化发展的

冲击带来了对人才创新能力与国家意识培养的新诉求,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对教师知识结

构的不断更新提出了新要求,由此教师角色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内源性动因来看,联邦政府充分意

识到人才培养中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开始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以彰显国家意识和国家权力,

2010年实施的澳大利亚《基础教育国家课程》又对教师提出了统一化标准,使得学校教育从原来的

分散状态走向了统一,这也迫使职前教师培养进行变革以应对国家统一课程对教师的新要求。可

以看出,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的变革是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直接影响学生和教师个人的

发展,也通过对人的培养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从目前职前教师培养质量的保障措施来看,澳大利亚政府主要从政策保障、机构保障、入口保

障、资源保障、出口保障和科学研究保障等6个途径采取了多元化、全方位和与时俱进的措施,改革

体现出标准化、实践化、系统化等特征。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措施反映出4个取向:首
先,联邦政府在职前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管理作用日益凸显,各州的培养政策正逐步以实施联邦政府

出台的毕业教师专业标准和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培养方案认证体系等制度为导向,这意味着联邦政

府加强了对职前教师培养的干预和控制,职前教师培养和专业发展正在逐渐上升到联邦政府国家

层面,体现出联邦政府的角色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新管理主义取向;其次,从新实施的职前教师

培养方案国家认证标准来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要求在职前教师培养中教师教育机构必须始终以

毕业教师专业标准的实现为达成目标,加强对职前教师培养的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同时教师

教育机构在职前教师的培养课程设置上,始终以专业标准来构建课程体系,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澳

大利亚职前教师培养全程专业标准化取向;再次,为了确保职前教师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以积极灵

活的方式应对多元化的教育场域,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职前教师培养中采用契

约式合作、融合式合作、实践本位合作等合作伙伴模式[19],其核心是强调通过建构教师教育机构与

中小学校之间有机的、内在的合作伙伴关系,消除理论与实践的隔阂,提高职前教师对于专业理论

知识的理解,同时为职前教师深入教育实践场域提供充分的机会保障,由此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在

职前教师培养改革中注重利益群体间协同培养的专业实践取向;最后,澳大利亚教育政策改革在方

法论上从经验本位走向实证本位,联邦政府在聚焦职前教师教育培养问题、制定职前教师培养政

策、认证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标准和实施教育管理机构的课程方案时,都要立足于实证,这凸显出澳

大利亚政府在改革中注重调查和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取向。
从改革成效来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取的有效措施形成了职前教师教育的制度化,确保了职

前教师教育进一步优化,进而极大地提升了入职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但是,从传统来看,澳大

利亚州政府在教师教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联邦政府权力的逐渐介入,如何更好地实现联

邦政府干预和各州自治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在追求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标准

化大背景下,如何协调教师外部控制与教师专业自治之间的关系也是未来联邦政府需要解决的一

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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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theQualityAssuranceInitiativesofInitialTeacherEducationofthe
AustralianGovernmentinthe21stCentury

ZHANGWengui
(SchoolofTeacherEducation,HuzhouNormalUniversity,Huzhou313000,China)

Abstract:TheAustraliangovernmentwasambitiousinthefieldofinitialteachereducationsincethebe-
ginningofthe21stcentury,andthereforemadeanumberofinitiativestoensurethequalityofinitial
teachereducation.Thispaperinterpretsthegovernmentsqualityassuranceinitiativesforinitialteach-
ereducationinthefollowingsixdimensions:policyassurance,organizationalassurance,selectionof
entrantsassurance,resourcesassuranceofprofessionalexperienceunderpartnership,completionas-
suranceandresearchassuranceofinitialteachereducation.ItthenconcludestheOrientationsofquali-
tyassurancesystemofAustraliangovernment:newmanagerialismorientation,high-endorientation
onfullprofessionalstandardization,professionalorientations,practicalorientationsandpositivismo-
rientation.
Keywords:Australia;initialteachereducation;qualityguarantee;teacherquality;initialteacher
education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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