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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原理
赵 冬 臣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25)

摘 要: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的专业素质与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活动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涉及价

值、主体、内容、进程、环境和路径等基本问题。基于对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和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与梳理,提出

教师专业发展六个原理,作为对以上基本问题的回应。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原理包括双重价值原理、自主发

展原理、全面发展原理、持续发展原理、生态发展原理和“经验+反思”原理。这些原理对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

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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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目前有两种理解,即“教师专业”的发展与教师的“专业发展”[1]。本

文取其后者之意,将教师专业发展视为教师个体的专业素质及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活动过程。
作为一种活动,教师专业发展凸显了“追求卓越”的精神,既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又表现出长期性、
复杂性等特点,是在一定的价值引领下主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必然涉及“为
何”(why)、“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哪里”(where)、“如何”(how)等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对应着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主体、内容、进程、环境和路径等内容。基于对教师专业发展

实践的考察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尝试提出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原理,作为对以上问题的

回应。

一、双重价值原理:兼顾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

教师专业发展必然涉及价值判断,而其价值标准并非单一的。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角度分析,
教师专业发展具有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属性。社会价值又称工具性价值,指教师的专业活动有益

于他人和社会;个体价值又称本体性价值,指教师的专业活动要满足教师自身发展需要。教师专业

发展应是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提升的过程。
从教师职业发展历程看,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一直是教师职业的首要责任。在此责任下教师

被赋予多重角色,诸如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潜能的发掘者、心灵的启迪者,又如人类知识的传播者、
文明的传承者、思想的启蒙者,等等。一方面,教师职业发展对于学生个人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

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工具性价值)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教师职业发展

对教师本人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质量亦有重要影响,对教师个体需要的满足、幸福感的提升和生命意

识的唤醒有重大意义,教师专业发展的个体价值(本体性价值)毋庸置疑。因此,教师职业也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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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工具性价值与本体性价值),二者相互关联,共同引领教师专业发展。在传统

的社会观念中,教师角色被赋予更多的利他内涵,诸如“红烛”“人梯”“春蚕”等比喻,都在颂扬教师

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甚至牺牲自我的精神,把教师职业的意义从平凡提升到崇高、从世俗提升到神

圣。在这种价值规约下,教师专业发展更多地指向于教育教学效果的改善,强调教师道德的提升。
但现实中,教师群体也存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也存在把教师专业发展仅定位于养

家糊口、评职晋级、追名逐利的途径。如果置教师个体价值于不顾而片面强调社会价值,那么是对

“以人为本”观念和教师生命尊严的藐视;如果抛弃社会价值而惟个体价值是从,那么也有悖于教育

事业的理想和追求。兼顾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教师专业发展应坚

持的价值取向。对此,教师个体应合理定位,社会亦应均衡考量。

二、自主发展原理:自主性是教师成为专业发展主体的重要保证

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有来自教师个体内部的力量,也有来自外部的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变

化的根据,是首要原因。教师应该具备自我专业发展的意识和愿望,寻求和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

会,努力提升专业性,即教师要有发展的内部动力而不是依赖外部要求。缺乏内部动力而仅靠外部

加压的教师,其专业发展活动成为任务甚至负担;而具有内部动力的教师,会变“要我发展”为“我要

发展”,积极探索和创造专业发展的机会。相比之下,后者更贴近教师专业发展的本质。
教师是专业发展的主体,教师个体的自主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教师专业发

展的自主性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的自立性。专业发展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提升,任何他人不应也不

能替代。每位教师应对自身专业发展状况有清晰的认知、对未来发展有独立的思考,并由此产生不

断进步、追求卓越的愿望和动力。其次,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的自为性。教师

将专业发展融入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自我探索、自我选择、自我建构、自我创造来不断提

升专业水平。最后,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的自律性。教师通过掌控、约束和评

价自我行为,努力使专业发展的目标、内容、方法和效果保持协调一致。
强调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并非否认外部力量的作用。教师在专业发展中应该充分利用和整

合内外各种力量,促进自身专业的可持续化发展。无疑,这其中的内部力量是第一位的,即教师个

人专业发展的意愿起主导作用,而优越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条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自主”并不

排斥“他主”,而“他主”必须与“自主”结合,才能发挥最大化效能。在“他主”的专业活动中,组织者

除了要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应充分考虑教师的实际需求与学习特点。

三、全面发展原理:促进教师的“情”“知”“能”和谐发展

专业素质是专门职业对从业人员的整体要求。教师专业素质是指经过系统的教师教育,并在

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发展而成的具有专门性、指向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素质[2]。专业素质强调职

业素质的特殊性和标志性。具备专业素质是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

要内容。
教师是完整丰富的人,故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综观国内外研究,大多将教师专业

素质分为专业情意(精神或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方面[3]。各国颁布的教师专业标准也

基本涵盖了这三个维度。例如:英国的教师专业标准框架从专业品质(professionalattributes)、专
业知识与理解(professinal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和专业技能(professionalskills)三个方面

界定了教师专业素质[4];我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教师专业标准中将教师专业素质分为专业理

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维度[5]。整体而言,“情”“知”“能”是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维度。
“情”是专业素质的核心,属于专业实践活动的动力系统;“知”是专业素质的基础,属于专业实践活

动的认知系统;“能”是专业素质的重点,属于专业实践活动的操作系统。三者既各自包含丰富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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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又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复杂的教师专业素质结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师

专业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教师专业素质的框架和内容具有动态性、开放性的特点,会随

着时代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但全面发展是教师专业素质提升的不变宗旨,这不仅是教师自身

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保障。

四、持续发展原理:以终身学习理念统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教师专业发展具有终身性,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在社会发展日新

月异、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教师更应成为终身学习者。终身学习强调学习的长期性、连
续性和阶段性。

教师专业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分析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例如:富勒(F.Fuller)的“职业关注四阶段”理论[6],休伯曼(M.Hu-
berman)的“职业生涯五阶段”观点[7],利思伍德(K.Leithwood)的“心理四阶段”学说[8],朱旭东的

“主体五层次”论[9],等等。此外,还可以按专业熟练程度来划分。例如:英国的教师专业标准将教

师专业水平分为五个级别,即合格教师(qualifiedteacher)、核心教师(coreteacher)、熟练教师

(post-threshholdteacher)、优秀教师(excellentteacher)、高级技能教师(advancedskillsteach-
er)[4]。尽管以上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划分不尽相同,但对教师专业发展至少有三点启示:第
一,需要用一种整体视野来通盘考虑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

漫长的、持续不断的过程;第二,教师专业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变化过程,而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教师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并非匀速递进

的,发展过程中会有前进、提升和飞跃,也会有停滞、反复甚至退缩;第三,教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

关注点、心理状态、主体境界等特质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
根据持续发展理论,教师要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就需要既关注自身专业发展的结果,

又要重视发展过程。就教师教育而言,要实现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一体化,就要重视教师在不同阶

段的需求、心态、任务和内容,并给予教师有针对性的帮助。就教师个体而言,要实现自身专业发

展,就要善于谋划职业未来,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设计出进程和方案,循序渐进地朝着目标迈进。

五、生态发展原理:优化发展环境,通过互动和合作促进专业发展

“生态”一词,本义是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发展原理强调事物

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复杂的系统中,并与系统的各个要素紧密联系。
事物在其发展的系统中与外界不断进行着能量的交换,使自身和整个系统都处于动态的平衡中。

生态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将教师个体置于特定的教师群体中,并关注群体中的人、事、物
等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基于生态观的教师专业发展,打破单一关注教师本身的局限,转而

关注教师如何更好地与其所处的日常工作环境中的各要素融合共生,以获得专业成长的持久动力。
“情境性”和“交互性”是生态取向教师专业发展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教师专业发展具有情境

性。教师专业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完成,还需要与外部建立联系,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力量寻求

自身有效的发展。教师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处环境的优势与劣势,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

素,从而实现专业发展。教师所处的环境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资源和条件,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人际关

系和工作氛围。另一方面,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交互性。以学习为核心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不仅是

基于经验的自我建构的过程,也是主体间社会建构的过程。正如维果茨基(L.S.Vygotsky)所指出

的:“人类的学习首先是一种发生在主体之间的社会活动,其次才是一种发生于主体之内的思维活

动;学习在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交往,是个人看法与他人思想之间的交流。”[10]因此,教师要走出孤立

和封闭的个人世界,通过合作、对话、分享来获得外部的支持,以实现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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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发展原理,在国家层面,需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并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在学校层面,需要推动教师合作文化的发展,建立专业学习

共同体,这是生态取向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主张。合作文化(collaborativeculture)的倡导者哈格

瑞沃斯(A.Hargreaves)呼吁,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形成相互开放、信赖、支持的同事关系[11]。霍

德(S.M.Hord)倡导建立专业学习共同体,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根本目标,紧紧围绕学生学习需要和

教学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在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愿景指引下,形成相互支持、共享经验、协同学习的

组织[12]。合作文化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最终目标在于建立互动和谐的关系,整合资源和力量,通
过良性生态环境下的共同成长来带动教师个体的进步。

六、“经验+反思”原理:从经验中学习,在反思中提升,做反思型实践者

“经验+反思=成长”是美国学者波斯纳(G.J.Posner)提出的教师成长公式,形象地揭示了经

验和反思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13]。汉语中的“经验”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结果,指人

经由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二是作为一种过程,指人获得知识和技能所经历的实践和体验。教

师成长公式中的“经验”兼具以上两层含义。正如杜威(J.Dewey)的理解: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

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和“实验”,
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14]。也就是说,经验意味着经历和建立联系。经历是基础和

前提,但有经历并不意味着有经验,要产生经验还必须建立联系,即认识经验过程中“行动”和“结
果”的关系,经验内在地包含着行动的过程和结果。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杜威主张“从经验中

学习”[14]。
反思的概念在古代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均有论述。杜威最早将“反思”引入教育领域。他认

为,反思“是对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形式,根据支持它的基础和它趋于达到的进一步结论而进

行的积极地、坚持不懈地和仔细地考虑”[15]。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思考,但大部分思考是被动

的、短暂的、零散的,而反思是主动的、深入的、系统的思考。
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繁忙,有时这种繁忙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以至于很少对常规工作进行反

思,只机械地重复过去的经验。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

知识。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思考,那么其专业发展将止步不前。根

据“经验+反思”原理,教师专业发展既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又要善于通过反思而获得经验的增

长,从而实现由“经验型教师”向“反思型教师”的转变。反思与经验的结合,既可以是对以往行动加

以反思(reflectiononaction),也可以是在行动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舍恩(D.A.Schon)认
为,在行动中反思正是专业的艺术性所在[16]。反思型的教师要有批判意识,善于从日常细节甚至

习惯中发现问题,并积极尝试调整和改变自身的思维和行为。反思,既可以采取教师个体独自反思

的方式,也可以借助教师实践共同体反思的方式,还可以将二者结合使用。
以上六个原理分别指向不同的问题。其中:双重价值原理回应了“为何”(why),澄清了教师专

业发展的价值归依;自主发展原理回应了“谁”(who),揭示了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全面

发展原理回应了“什么”(what),明确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持续发展原理回应了“何时”(when),
凸显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长期持续性;生态发展原理回应了“哪里”(where),强调了教师专业发展的

社会互动性;“经验+反思”原理回应了“如何”(how),提供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六个原理

作为一个整体,遵循了系统思维的“6W”原则,涵盖教师专业发展的诸多方面,对教师教育和教师专

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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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Principles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ZHAODongchen
(SchoolofEducation,HarbinNormalUniversity,Harbin150025,China)

Abstract: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saprocessduringwhich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y
andprofessionalizationareimprovedgradually.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volvesthebasic
issuesaboutvalue,subject,content,process,contextandpath.Basedontheinvestigationandanaly-
sis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practiceandrelatedresearch,sixprinciplesaresummarized
asaresponsetothebasicissuesmentionedabove.Thesixprinciplesincludethe“DoubleValue”“In-
dependentDevelopment”“All-round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EcologicalDevelop-
ment”and“Experience+ Reflection”.Theseprinciplescanbeinstructiveforteachereducationand
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Keywords: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quality;teachereducation;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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