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卷 第2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21年3月
Vol.8 No.2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Mar.,2021

DOI:10.13718/j.cnki.jsjy.2021.02.013

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背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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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outheastAsianMinistersofEducationOrganization,SEAMEO)于2015
年提出了“振兴教师教育”战略。该组织及其下设的区域中心,联合其他区域组织和区域内各国积极开展有

关教师教育的活动和项目,在区域内形成了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合力。2018年7月正式出台的《东

南亚教师能力框架》,是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行动之一。该框架从教师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视

角,明确了新形势下东南亚教师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一般能力、使能能力和成功行为,并提供了一套评估工

具和关于能力提升的路径建议。分析该框架的形成过程和内容可以发现,其具备人本性、发展性、指导性和

区域性四个基本特点。该框架将推动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完善本国教师标准和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并在区域

层面促进教师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助力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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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南 亚 教 育 部 长 组 织(SoutheastAsian
MinistersofEducationOrganization,SEAMEO)
是一个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东南亚多国

政府于1965年共同创建,旨在促进本地区国家

间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合作。该组织除了设立

秘书处外,还在东南亚各国设有诸多专业性区

域中心,这些中心主要负责开展教育、科学、文
化等领域的培训和研究项目。2015年,该组织

在成立50周年之际,对东南亚教育总体情况和

未来 发 展 趋 势 进 行 了 充 分 研 究,并 发 布 了

《2015-2035教 育 规 划:七 项 优 先 战 略》(A
New Education Agenda:SEAMEOsSeven
Priorities2015-2035)[1],其中第五项就是“振
兴 教 师 教 育 (Revitalising Teacher Educa-
tion)”,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教师质量的提升,并
最终提高区域的整体教育水平。该组织及其

下设的区域中心联合其他区域组织,如东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及区域内各个国家积极开展有关

教师教育的活动和项目,在区域内形成了推动

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合力。2018年7月,东
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教育创新与技

术区 域 中 心(SEAMEO RegionalCentre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EAMEOINNOTECH)以及泰国教师委员会

(TeachersCouncilofThailand,TCT)联合发

布了《东南亚教师能力框架》(SoutheastAsia
Teachers Competency Framework, SEA-
TCF)[2](以下简称《框架》)。这是东南亚各国

在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背景下,为提升区

域内教师能力,打造适应21世纪需求的高质量

教师队伍而实施的一项重要行动。《框架》的
出台,既整合了区域内各方教师教育力量,又
为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向纵深发展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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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

建设

  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是在全

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的推动下教

育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区域教师教育不断发

展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求。在“振兴教

师教育”战略图景下,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

同体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与教师教育相关的

区域组织、各国教育管理部门、教师教育机构

和学校,其合力实施的具体行动有:促进教师

能力标准的制定;开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

目;开展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交换交流项目

等。《框架》应势而生,目的在于为东南亚地区

各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及培养本区域教

师21世纪所需能力,提供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

的指引。
(一)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动因

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是全球化时代

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推动下教育发展的产

物。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各国逐步认识

到,国家或者区域竞争力有赖于各国人力资源

的开发和提升,而教师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

关键因素之一,因而加大了对教师教育领域的

关注力度。随着教师教育大学化的推进,教师

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

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教师教育不再仅仅是民

族国家内部的事情,其国际话语体系逐渐建

立。国际组织或者区域组织会通过一系列区

域层面的教师教育政策,影响成员国的教师教

育政策和改革,促进区域内教师教育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如欧盟委员会为促进地区教师教

育质量的提高和教师的流动,于2005年发布了

《欧洲 教 师 能 力 及 资 格 共 同 准 则》(Common
EuropeanPrinciplesforTeacherCompetences
andQualifications)[3],并积极通过“夸美纽斯

计划”(ComeniusProgramme)、“伊拉斯谟斯计

划”(ErasmusProgramme)、博洛尼亚进程(Bo-
lognaProcess)等项目在教师教育层面强化欧

洲维度,促进区域内的合作与交流。东南亚地

区的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在策略上与欧盟有

异曲同工之处,如《框架》在前言中即提到其采

取了类似欧盟委员会的策略———出台区域性

教师能力框架。
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也是推

动区域教师教育发展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现

实需求。一方面,教师普遍被认为是教育的工

作母机。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提出“振兴教师

教育”战略,正是因为意识到地区教育质量的

提升离不开优秀的教师,更离不开高质量的教

师教育。这一战略的目标即是在本地区,通过

对教师管理和发展体系实施全面的、战略性和

实践性的改革,使教师成为首选职业,使教师

在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过程中获得更充分的

专业准备,并遵循一套明确和共享的教师能力

框架以及适用于本地区的教师标准。同时,区
域内各个国家的积极性需要加以充分调动,以
共同促进区域内教师教育的提升,加强教师教

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整个地区培养充足

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师,从而最终达成提

升区域整体教育质量的目标。另一方面,教师

教育领域形成合力也将有助于东盟共同体建

设。2015年成立的东盟共同体包括三大支柱:
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以及社会文化共

同体,教育主要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上发挥

作用。《东 盟 社 会 文 化 共 同 体 蓝 图(2025)》
(ASEAN Socio-CulturalCommunity Blue-
print2025)[4]中,关于“建设富有创造力、创新

性和灵活性的东盟”的策略建议,提出要进一

步加强区域教育、培训和研究合作,促进思想、
知识、专业人员和技能的自由流动,为本区域

注入活力;关于“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力和增强

机构的能力”的策略建议,提出要在政府官员、
学生、儿童、青年和其他相关者中提升“东盟意

识”和促进“东盟身份”认同。此外,《东盟教育

工作规划(2016-2020)》(ASEAN WorkPlan
onEducation2016-2020)[5]中,第八项工作目

标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东盟教师面向21世

纪的能力,加强区域内外多边交流与合作,通
过培训向区域内的教师宣传东盟。参与《框
架》编制的各国代表也一致认为,《框架》为区

域内教师交换和流动奠定了基础,并能够为东

盟共同体和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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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行动

东南亚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参与

主体,包括教师教育相关区域组织、各国教育

管理部门、教师教育机构以及学校。在“振兴

教师教育”战略图景下,其合力实施的具体行

动有:出台统一的对教师职前教育、招聘和甄

选、在职培训和专业发展有着指导作用的“能
力指南”;开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开展职

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交换交流项目等[6-7]。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处和下设的24

个区域中心,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开发教师教

育项目等,共同促进区域内教师教育质量的提

升(表1中所示为与教师教育较为相关的部分

区域中心)。各国教育管理部门、教师教育机

构和学校则通过参与区域性教师教育项目的

方式,助力教师教育质量提升。如:2015年,东
盟10国各1所领先的教师教育机构组成了东

盟教师教育组织(ASEANTeacherEducation
Network-AsTEN),以促进成员高校之间学术

科研交流;同年,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启动了

“东南亚职前学生教师交流项目(Pre-service
StudentTeacherExchangeinSoutheastAsia,
简称TheSEA-TeacherProject)”,为区域内大

学中的职前教师提供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进行

实习的机会,促进其发展教学技能,并通过接

触不同的教育环境,提升外语水平,获得正确的

区域观和世界观,培养适应性和灵活性。该项目

官网(https://seateacher.seameo.org/)上的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底,8期活动,共有487个教师

教育机构、2295名职前教师参与其中。
表1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下设与教师教育相关的区域中心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简介

1
SEAMEORegionalCentreforEduca-
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EAMEOINNOTECH)

教育创新与教育
技术区域中心

该区域中心由菲律宾政府承办,负责发起与推广具
有创新性的教育技术项目,以帮助SEAMEO会员
国识别和解决共有或独有的教育问题并满足其预
期需求

2

SEAMEORegionalCentreforQuality
ImprovementofTeachersandEduca-
tion Personnel in Language
(SEAMEOQITEPinLanguage)

语 言 教 师 与 语
言 教 育 工 作 者
进修区域中心

该区域中心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承办,负责为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提供进修课程与培训项目。中心设在
雅加达,致力于推广提高语言教师和语言教育工作
者素质的项目和活动

3

SEAMEORegionalCentreforQuality
ImprovementofTeachersandEduca-
tion Personnel in Mathematics
(SEAMEOQITEPinMathematics)

数 学 教 师 与 数
学 教 育 工 作 者
进修区域中心

该区域中心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承办,负责为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提供进修课程与培训项目。该中心设
在日惹,致力于推广提高数学教师和数学教育工作
者素质的项目和活动

4

SEAMEORegionalCentreforQuality
ImprovementofTeachersandEduca-
tionPersonnelinScience(SEAMEO
QITEPinScience)

科 学 教 师 与 科
学 教 育 工 作 者
进修区域中心

该区域中心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承办,负责为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提供进修课程与培训项目。该中心设
在万隆,致力于推广提高科学教师和科学教育工作
者素质的项目和活动

5
SEAMEO RegionalTraining Centre
(SEAMEORETRAC)

区域培训中心

该区域中心越南政府承办,负责协助SEAMEO会
员国,尤其是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
识别并解决其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面临的共同困难。
该中心的专长是教育管理

6
SEAMEORegionalCentrefor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EAMEORIHED)

高 等 教 育 与 发
展区域中心

该区域中心由泰国政府承办,在SEAMEO会员国
高等教育领域能力建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该中
心主要针对各会员国在高等教育政策规划、行政管
理方面的需求开展培训和研究项目开发以及信息
传递,促进本区域高等教育的合作与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东南亚教育部长网站(http://www.seameo.org)有关区域中心的介绍整理。

  在区域教师教育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的

背景下,合作项目的开展、培训课程的开发等

都离不开一个相对统一的能力指标作参考。
《框架》的出台顺应了这一需求。2017年4月,

东南亚11国教育部高级官员代表会议讨论了

各国的教师标准,同时也对SEAMEO教育创

新与教育技术区域中心出版的《东南亚国家教

学能力标准:十一个国家的审计报告》(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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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CompetencyStandardsinSoutheastAsian
Countries:ElevenCountryAudit)[8]进行了讨

论,并形成了教师能力框架初稿。后经过教师

教育专家的进一步讨论和修订,终稿在2017年

11月经由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高级官员会议审

议通过后,提交东南亚11国教育部长委员会,并
于2018年7月正式表决通过。《框架》体现了东

南亚各国加强教师教育领域合作、共同提升区域

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愿望与行动。

二、《东南亚教师能力框架》的主要内容

《框架》适用于东南亚地区包括东盟10国

和东帝汶在内的11个国家,即文莱、柬埔寨、印
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

坡、泰国、东帝汶、越南,是东南亚地区11国政

府部门和教育领域专家协同合作而构建的具

有区域内普适性的教师能力标准,旨在提升区

域内教师能力,打造适应21世纪需求的高质量

教师队伍。《框架》的主要架构为:致谢、前言、
背景、意义、概念解析、能力框架及成功行为描

述、自我评估和提升建议、专业发展计划表和

附录。其主体部分是能力框架与成功行为描

述及自我评估与发展建议,以下主要针对此作

介绍和分析。
(一)能力框架与成功行为描述

《框架》对“能力”的定义是:能使工作表现

有效或更好的技能、知识、行为及品质的集合。
实际上,这更多是从“教师能力包括什么”这样

一个外延性描述来定义能力。整个《框架》中
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即关键能力———一

般能力———使能能力。所有的教师能力都聚

焦于使学生成为快乐的学习者。《框架》的制

定者认为,这些能力是本地区高素质教师所应

该具备的,能力的完整性和逻辑连接也是经过

充分讨论的。东南亚教师关键能力(essential
competencies)包括4项:了解并理解所教内

容;帮助学生学习;融入社区;每天成为更好的

教师。每个关键能力之下包含了3项一般能力

(generalcompetencies),共计12项一般能力。
图1展示了所有的关键能力和一般能力。

为了进一步细化能力组合,每一项一般能

力中还包含了数量不等的使能能力(enabling
competencies)以及具体的成功行为描述(suc-
cessdescriptors),总计31项使能能力和136
项成功行为描述。所谓“使能能力”,是指使人

会做事的能力,包括一组行为标准。“成功行

为描述”旨在解释优秀教师所表现出的可观察

行为。这些行为描述可帮助教师更清晰地理

解框架所列举的能力或者行为标准。限于篇

幅,表2仅以一般能力“加深和拓宽对所教知识

的了解”及其使能能力和成功行为描述为例。
例如,对于怎样才算“掌握学科内容”(使能能

力),《框架》明确要求“了解和理解我所教内容

的相关理论、概念和原理”“使用准确和最新的

内容来组织、连接和展示我的教学”以及“与我的

合作教师共同完成学科教学”(成功行为描述)。

图1 东南亚教师关键能力和一般能力结构图(SEA-TCF,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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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东南亚教师能力框架》使能能力和成功行为描述示例(SEA-TCF,2018)

一般能力 使能能力 成功行为描述

1.1加深和拓宽对所

教知识的了解

1.1.1掌握学科内容

1.1.1.1了解和理解我所教内容中的相关理论、概念和原理

1.1.1.2使用准确和最新的内容来组织、连接和展示我的教学

1.1.1.3与我的合作教师共同完成学科教学

1.1.2运用基于研究的知识
1.1.2.1阅读与我所教学科领域相关的研究文献

1.1.2.2利用最新研究成果来更新自我和我所教的科目

  《框架》全面介绍了东南亚教师支持学生

成为快乐学习者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品质,
为东南亚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相对系统和

一致的参考。关于“能力”的指标阐述,体现了

对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家长、教师

与社会等几组关系的关注。
(二)自我评估与发展建议

为了增强指导性,《框架》不仅明确了东南

亚地区教师面向21世纪所应具备的能力,还对

每一项能力的自我评估提出了操作说明,对能

力提升提出了学习建议,甚至给出了专业发展

计划表。《框架》设计的“能力自我评估表”可
让教师对自己的每一项使能能力进行自我评

估,评估结果分为“我还不能做到这一项”“我
开始这样做,但是还要加强学习”“我能很好地

完成这一项”“我能自信地完成这一项并能指

导他人”4个等级。针对自评为前两个等级的

能力项,《框架》提出了能力提升的学习建议。
《框架》中,关于教师能力提升的学习路径主要

有3种:在工作中学习、向他人学习以及结构化

学习。具体建议见表3所示。《框架》还设计了

一张可供教师使用的“专业发展计划表”,旨在

帮助教师明确自己哪些能力需要提升、通过怎

样的学习路径提升以及提升的时间期限,教师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适时调整。

表3 教师能力提升学习路径(SEA-TCF,2018)

路径 具体方法

在工作中学习

向他人学习

结构化学习

承担委员会工作或项目团队成员的职责

担任导师

通过实验进行学习

接受指导

观察并记录其他成功教师的表现

成为专业组织的成员

提问

讨论

与其他专业人员建立联系

培训课程和专业学习

阅读

观看相关视频

会议、专题讨论会、研讨会

  《框架》在“终身学习”和“反思型教师”的
理念指导下,为东南亚地区教师提升能力提供

了一个评估工具。其中关于具体学习路径和

方式的建议,对各国教师教育相关机构或区域

组织开发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专业发展课程

也提供了一定参考,为教师的能力提升提供了

更多选择。

三、《东南亚教师能力框架》的基本特点

当前在教师教育领域,基于教师能力或专

业标准的教师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其核心动因在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

的影响作用,高素质的教师是教育质量得以保

证的重要基础。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教

育发展需求,基于学习者核心素养提升需要,

关注教师应该通过职前、入职、职后一体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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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发展哪些能力,并最终形成国家或地区的标

准或框架。《东南亚教师能力框架》也是基于

对东南亚各国教师标准的制定过程以及能力

要素或指标的考察,从各国的教师标准中寻求

共同之处,再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教育需求

进行补充,并得到11个国家的认可后发布的,
具有人本性、发展性、指导性和区域性4个基本

特点。
(一)人本性:以生为本,以师为本

《框架》的人本性首先体现在以学生为本,
也就 是 以 学 习 者 为 本。“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learner-centered)”的教育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并贯穿于教育政策制定、课程设置、教师培养

等过程。《框架》中能力体系的中心即是“joyful
learner(快乐学习者)”,教师培养的核心目的在

于提升教师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使学生成为快

乐学习者的能力。所有能力和成功行为描述

均体现了关注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多

样性,理解学生及其需求,帮助学生学习、教会

学生学习以及给予反馈和鼓励等要求,充分彰

显了以学习者为本。
《框架》的人本性还体现在以教师为本。

与欧盟的《欧洲教师能力及资格共同准则》和
很多国家的教师标准不同,《框架》对能力和成

功行为的描述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即从教师

自身的角度表达这些能力和行为,充分体现了

对教师成长需求的关注。除此之外,《框架》还
配套提供了自我能力评估表、学习建议以及专

业发展计划表等,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提升自

己,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本、立足教师发展的

初衷。
(二)发展性:专业发展,终身学习

在教师职前、入职、职后教育一体化的大

背景下,教师的成长不再只是教师教育机构的

“一次性教育”,而是走向了“终身教育”。面对

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和学生群体,教师需要树

立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意识,确保自身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框架》整体而言是以终身学

习理论为基础,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框架》
中的第四项关键能力———“每天成为更好的教

师”———中的一般能力、使能能力描述和成功

行为描述,更是体现了发展性这一特征。“通

过自我认知获得持续成长”“保持对教育的热

情”“做一名善良并富有同情心的教师”等,都
旨在鼓励教师认识自我,确立自己的专业学习

目标,促进自身职业道德、教学能力等的不断

提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地区共

同体、区域一体化建设等的不断推进,知识、思
想和人员的互联互通给教育环境带来较大影

响,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资源链接方式发生改

变,课堂也可能随之变得更加多元,这给教师

的专业成长既带来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

遇。《框架》强调东南亚地区教师应当增强国

际视野和社区意识,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
升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同时将家庭、社区、国
家、区域、国际等维度融入自身的教育教学中。
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理解教育的未

来图景,以发展的眼光促进自我的教师能力不

断提升。
(三)指导性:注重过程,强调反思

《框架》的目的是为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教

师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及培养本地区教师21世

纪所需能力提供指导。《框架》并非仅仅罗列

了教师的能力清单,它同时提供的自我评估

表、学习建议和专业发展计划表等,更是强调

注重教师能力提升过程,指导地区教师通过反

思,不断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如其中的“教
师能力自评表”即包括对31项使能能力的自

评,自评结果分为“我还不能做到这一项”“我
开始这样做,但是还要加强学习”“我能很好地

完成这一项”“我能自信地完成这一项并能指

导他人”4种情况。教师通过反思、自评,梳理

出自己仍需提升的能力,然后根据《框架》中提

出的建议并结合各种学习资源,制定出“专业

发展计划表”。
《框架》的指导性充分体现在引导东南亚

地区内的教师不断追求教育的善,在反思中

“每天成为更好的教师”。反思型教师是不断

追求教育的善的教师,其不仅具有教育教学的

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不断反思探究以提升教育

实践合理性和自身素养的意识与能力。教师

反思以教育教学实践的改善为直接目的,通过

在行动中反思,在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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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我”与理想的“我”之间建立对话。
(四)区域性:立足区域,促进合作

“振兴教师教育”是2015年至2035年由东

南亚教育部长组织领导的11个东南亚国家教

育领域的优先战略之一。作为这一战略的重

要组织部分,《框架》是区域内11个国家的教育

官员和专家代表充分讨论和协商后的产物。
这些国家教育部的官员意识到今天的学校是

在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知识和信息的世界

中运作的。教师有责任培养学生,使他们具备

未来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立足于各国的教师

能力标准和区域教师教育背景,东南亚国家教

育部官员共同承诺,以区域教师能力框架为指

导,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并推动使教师成为

首选职业。在东盟共同体和区域一体化建设

过程中,区域内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人员的交

流和流动不断增加,编制一个区域性统一的教

师能 力 标 准 成 为 东 南 亚 各 国 共 同 的 诉 求。

2017年,此项工作在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

处、SEAMEO教育创新与技术区域中心和泰

国教师委员会的联合组织下启动。可以说,
《框架》是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教
师教育利益相关者为促进区域教师教育发展

共同合作的结果,在区域范围内,各国形成了

关于教师教育发展的共识。
将地区内各国与教师工作相关者集中起

来,讨论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教师能力框架,
本身就是一个增进彼此间沟通和理解的过程,
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的合作。《框架》中,
尤其强调东南亚教师应关注地方、国家、区域

和全球的发展,并要求将这些维度融入教育教

学中,同时要将“东南亚身份(SoutheastAsian
identity”(《框架》中没有使用“东盟身份”一词,
这是因为《框架》适用范围还包括东盟以外的

东帝汶)整合到课程教学中,以促进教师的跨

文化理解。这种“民心相通”对于促进东南亚

各国开展全方位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四、《东南亚教师能力框架》的意义

《框架》是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背景

下东南亚11个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区

域化合作成果,也将进一步在区域层面促进教

师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家层面推动各国教

师教育的改革,既整合了区域教师教育各方力

量,又为区域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向纵深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一)区域层面:促进教师教育交流与合作

随着东南亚地区“振兴教师教育”战略的

逐步推进,区域教师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将进一

步增强,包括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交换、教师

教育经验交流与合作研究等。《框架》出台的

目的之一是为地区职前教师培养、招聘与甄

选、职后培养和专业成长提供参考与指导,在
后续实施过程中,将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区域共识,促进区域内不同教师教育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在区域教师教育共

同体建设向纵深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框
架》出台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各个区域中

心都以其为指导,开展各种交流与合作项目。
如:SEAMEO教育创新与技术区域中心以此

框架作为基础,构建了教师教育开放网络课程

“每 天 成 为 更 好 的 教 师 (becomingabetter
teachereveryday,BBTE)”,全部课程都将对区

域内 的 教 师 开 放;SEAMEO 区 域 培 训 中 心

(SEAMEO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

SEAMEORETRAC)于2019年4月在越南组

织了一次“教师能力框架区域研讨会:教师满

意度和动机”[9]活动,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

处和各国代表均前往参加。该工作坊项目的

核心目标在于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分享东南亚

地区各国实施《框架》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尤
其是《框架》实施在促进教师满意度和动机方

面的作用,探讨影响东南亚教师满意度的因素

及提升教师满意度的行动计划等。该研究项

目已升级为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专项资助的

“SEAMEO教育议程核心区域中心间合作项

目(Inter-Centrecollaborationatthecoreofthe
SEAMEOEducationAgenda)”[10]。

(二)国家层面: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

基于标准的教师教育是当前各国教师教

育改革的方向。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在积极构

建与教师相关的标准体系。在《框架》出台前,
东南亚各国也基本上都制定了自己的教师标

准,但《框架》根据新的国际和区域形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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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东南亚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知识、行为和

品质,为东南亚各国进一步完善国家教师标准

和推动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框架》将
发挥助推剂的作用,促使区域内各国能够结合

自身实际开发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教师标准。
如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即对照《框架》
进一步修订了本国教师标准。其中泰国教师

委员会于2019年2月发布了根据《框架》重新

修订的第四版《国家教师职业标准》[11]。为了

与《框架》保持一致,泰国将原来的11条教师职

业标准修订为4项:知识、教学法、实践和职业

道德,并将它们整合到三大标准里[12]。(1)专
业知识和经验标准。主要为教学活动中与知

识和经验有关的规定。要求教育从业人员,包
括想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必须有足够的相关知

识和经验。(2)绩效标准。主要为与品质、工作

绩效和职业发展有关的规定。即为了实现教

学目标,教育从业人员包括想从事教育职业的

人,必须达到和需要不断丰富与提高的专业知

识与教学能力。(3)行为规范。指职业道德规

范下的行为模式。规定教育从业人员包括想

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必须遵循职业道德规范。
这有助于维护和提升教育从业者的社会地位

和职业声誉,使其获得受教育者和社会的信

任,进而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声望。

五、结 语

《框架》的出台既为区域内教师和整体教

育发展提供支撑,也为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

打下基础。具体而言,《框架》不仅为东南亚区

域内教师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础,也为中

国和东盟双方定位教师需求、提升教师教育交

流与合作质量提供了有益参考。2016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

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

部出台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都
明确要求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

合作,大力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通过“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的实施,拓展人文交流的广度

和深度,实现与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共

赢,进一步提高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奠定中国与沿线国家友好合作的民意基

础。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正式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以

上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措施的驱动下,中国-东盟

在教育各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双方的教育交

流与合作进入升级版。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

播者,也是思想的传播者。促进教师教育领域

的合作交流,推动教师教育师资、职前教师互

派,教师培训与专业化发展等,也将助力民心

相通。在实施合作项目的过程中,双方可根据

《框架》内容和能力清单分析彼此的需求与资

源,合理设置课程或项目内容,从而进一步提

升教师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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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heBackgroundofRegionalTeacherEducationCommunityConstruction
SoutheastAsiaTeachersCompetencyFramework:

Content,CharacteristicsandSignificance

FANGXiaoxiang1,2,KESen3
(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1.SchoolofForeignStudies;

2.Instituteof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3.SchoolofEducation,Guangzhou510631,China)

Abstract:SoutheastAsianMinistersofEducationOrganizationputforwardthestrategyof“Revitalis-
ingTeacherEducation”in2015.Theorganizationanditsregionalcentres,togetherwithotherregion-
alorganizationsandcountriesintheregion,activelycarryoutteachereducationactivitiesandpro-
jects,formingajointforcetopromotethereformand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intheregion.
TheSoutheastAsiaTeachersCompetencyFramework,whichwasofficiallyissuedinJuly2018,isan
importantmeasureunderthebackgroundoftheconstructionofregionalteachereducationcommuni-
ty.Fromtheperspectiveofteachersself-development,theframeworkclarifiestheessentialcompe-
tencies,generalcompetencies,enablingcompetenciesandsuccessdescriptorsthatSoutheastAsia
teachersshouldhaveunderthenewsituation,andprovidesasetofassessmenttoolsandsuggestions
forcompetencyimprovement.Theanalysisoftheformationprocessandcontentofthisdocument
showsthatithasfourbasiccharacteristics:humanity,development,guidanceandregionality.This
frameworkwillpromoteSoutheastAsiancountriestofurtherimprovetheirownteachercompetency
standardsandthequalityofteachereducation,andwillpromoteteachereducationexchangesandco-
operationattheregionallevel,andhelpthein-depthdevelopmentoftheconstructionofregional
teachereducationcommunity.
Keywords:regionalteachereducationcommunity;SoutheastAsia;teacherscompetencyframework;
revitalisingteac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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