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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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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母机”,为教育工作的实施、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

持续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动力保障。教师教育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是一

个具有多元结构、动态发展的复杂系统。从系统性思维与过程性思维来看,教师教育的本质体现在三个方

面:它是基于对教师工作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教育内容的不断拓展而构建的混合交叉系统,以道德伦理为

本,以知识技能为主;它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持续创新系统,为适应社会需求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不断

创新;它是助力教师职业生涯与专业发展的支持系统,服务于教师的终身学习。教师教育的基本特征主要表

现为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教育对象的自主性、教育过程的互动性、教育活动的人文性。从教师教育发展逻辑

来看,未来教师教育应注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培养过程的一体化、培养目标的特色化、培养主体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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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优化教师队伍,深化教育改革,2018
年以来我国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文件。2018年

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出台。2019年11
月,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这些文件

的颁布引发了人们对教师教育的极大关注。
伴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教师教育也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重心逐渐从技能训练式

的群体同质发展过渡到个体专业成长的内涵

式发展。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以及终身教

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教师教育也走向了一

个“综合化、一体化、终身化”发展的新时代。
教师教育是一个由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统一体,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动态发展的

复杂系统。本研究从系统论视角审视教师教

育,将教师教育作为动态发展的系统,探讨教

师教育的基本构架,并运用过程性思维来深入

探寻教师教育的发展逻辑。

一、教师教育的本质

纵观世界教师教育的发展进程,各国教师

教育的规模、种类、形式都有明显不同,但大致

都经历了产生(移植)、发展(本土化)、制度化、
大学化、一体化、综合化等过程。从系统论视

角分析教师教育,其本质内涵可概括为基于内

容的混合交叉系统、依据需求的持续创新系

统、助力教师专业成长的终身教育系统。
(一)基于内容的混合交叉系统

教师教育是学校教育数量扩大和质量提

升的产物,是基于对教师内涵认识的不断丰富

所构建的新系统。教师教育会随着人们对教

师工作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生教育理念

和价值取向的变化,逐渐在教育内容上呈现出

一种混合交叉形态。
从17世纪中后期教会创办教师培训机构

一直到20世纪之前,教师教育一直停留在职业

技术训练上,教育内容以学科知识为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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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教师教育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主要受

“知识本位”教育观和社会对知识型劳动者需

求的影响,教师仅仅作为“知识的容器”存在,
教师教育的唯一价值在于为师范生提供足够

的系统知识。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

教育理论的发展,中小学教师灌输性、经验化、
随意化的教学方式以及“知识本位”的教师教

育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关注教师学科知识之外

的教学能力———教师表达、沟通、传递知识、进
行有效教学的能力,教师教育开始由“知识本

位”转向“能力本位”。能力本位的教师教育以

教学行为训练为主要内容,而教师工作则成为

一种以教学行为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技术性

工作。这一时期的教师被视为“教学熟练技

师”,而教师教育则成为一种职业技能训练过

程[1]。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人本主义教

育思潮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影响,教师职业逐

渐脱离“技术性”“工具性”,而教师教育则更加

注重教师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教师

作为与人直接打交道、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

目标的教育工作者,不仅以自身的教学行为去

影响人、教育人,而且其个人的尊严和情感也

得到了充分的重视[2]113-121。这一时期的教师教

育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理论基础和目标导向,以
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专业伦理和情感、职业

信念和自主意识的培养为主要内容。与此同

时,基于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教师教育设置了

教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教育信念

与责任等多类型的课程目标,形成了以教师进

修学院、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等不同主体以及

培养、任用、研修等不同阶段为一体的综合化、
规范化的混合交叉体系,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

和能力、专业伦理和情感、专业信念和自主性

的教师队伍。
总的来说,根据教育观、知识观、教师观的

历史发展进程,教师教育不仅内涵日益丰富,
而且培养机构、类型、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形成

了以道德伦理为本、以知识技能为主的混合交

叉培养体系。
(二)依据需求的持续创新系统

教师教育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动

态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具有

持续创新的特征,是对已有的教师教育体系的

不断超越和创新发展。近代社会政治经济不

断进步对高质量人才和学校教育的内容与形

式提出新的需求,并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多

种可能性。
最早的“教师教育”仅存在于观察和模仿

之中,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仅依靠

学徒制,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教育成为政

治宗教的附属,教师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专门

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不可能出现,诸如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师徒传承仅仅

是经验性、示范性的活动[3]34。正式的教师教

育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背景

下初等学校教育扩大与世俗教育普及的产物。
人们逐渐意识到教师不仅要具备系统的知识,
还应该掌握教育教学技能和方法,需要对教师

进行专门的培养和训练。1684年法国最早的

“教师讲习所”只是短期的师资训练班,1695年

德国最早的教员养成所只是师资训练机构,而
非正式的教师教育学校,其教学方式以“学徒

制为主”[4]6-13。后来,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化,
法、德、英、美、日等国陆续设立了正式的中等

师范学校服务于初等教育师资的培养,并颁布

法令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师范教育制度体系。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义务教育

年限延长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促使师范教育向着更高的教育层次、更专业的

教育内容变革。欧美和日本教师教育呈现出

师范院校“高等化”的办学取向;美国最早进行

了中等师范学校升格为高等师范学院的尝试;
英国于1888年发表的《克罗斯报告》建议在大

学成立走读训练学院,培养小学教师;日本在

1897年颁布的《师范教育令》中规定师范教育

应在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中等

师范学校中进行[3]71。我国的师范教育虽然起

步较晚,但同样也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学

校教育发展的驱动下建立的。19世纪末20世

纪初,我国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分轨、中等和高等师范教

育并立的师范教育体制。20世纪50年代,信
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爆炸性增长对劳动者的知

识与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中等教育普

及、高等教育发展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

构、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培养反思创新能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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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业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教师教育的核心内

容。20世纪60年代之后,各国师范学院升格

为综合性大学,综合大学建立教育系、教育研

究生院承担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教师进修工

作[1]。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混合

开放型的教师教育体制,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

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中小学教师的

工作。2010年,我国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国

家级培训计划”,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

素质;2014年,我国出台《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

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提出高校与地方政府、
中小学三方协同培养新机制。校本培训、特级

教师工作坊、名师工作室等新形式体现出现代

教师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

而不断更新,表明了教师教育是一个依据时代

与学生发展需求而不断创新的系统性工程。
总的来说,教师教育一直在动态发展中持

续创新,在持续创新中螺旋前进。随着对教师

教育认识不断深入,更多新的教师教育“范式”
(Paradigm)将会不断出现,不断丰富教师教育

体系。
(三)助力教师专业发展与终身学习的支

持系统

在知识经济时代及信息化社会背景下,人
们对于教育的质量以及教师角色承担的职责

要求越来越高,使教师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教

师为迎接种种挑战,需要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增强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能力。因

此,教师教育是基于教师内在学习需求,贯穿

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终身

学习的支持系统。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世界各国的教师教

育还局限在培养“准教师”的师范教育阶段,重
视对职前教师的培养,是一个帮助师范生成为

新手教师的“一次性”养成过程。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各国教师教育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

展。1972年,英国《詹姆斯报告》将师范教育分

为普通高等教育、职前专业训练、在职培训三

个连续的发展阶段,确立了职前培养和职后培

训并重的师资培训新模式[5];1983年,法国在

各学区普遍设立“学区国民教育师资培训团”,
负责组织领导教师继续教育活动[6];1985年,
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

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
尔·朗格朗(ParalLengrand)的终身教育思想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终身学习”概念

对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形成了多样化的教师终身教育模式,如校

本培训、高校培训、以教师专业发展中心为主

体的培训、专门组织和专门协会的培训活动

等;日本的教师终身研修制度包括新教师研

修、教师在职研修、校外社会体验研修,以制度

性的要求取代了原有的短期性、补助性、速成

性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7]182-188。终身教育思想

打破了将人生分为学习和工作两个割裂阶段

的旧有观念,认为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活动,
因而教师教育应伴随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各

个阶段,包括职前教育、入职学习、职后培训、
自我教育与学习等[7]194-199。

从封闭的职前教育到职前教育与职后培

训并举,再到教师培养“终身化”这一发展历

程,表明当代教师教育是一个面向全体教师、
服务于教师专业发展与终身学习的支持系统,
体现了教师教育的全面性、一体化与可持续

发展。

二、教师教育的特征

教师教育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征,教育

主体的多样性、教育对象的自主性、教育过程

的互动性、教育活动的人文性成为教师教育发

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一)教育主体的多样性

教师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包括三方面的含

义。一是指教师教育培养对象的类型多样,包
括所有准教师和各级各类学校处于不同职业

发展阶段的教师。2011年1月,我国颁布《教
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

见》,组织实施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着力抓好

新任教师岗前培训、在职教师岗位培训和骨干

教师研修提高工作,要求加强农村教师、民族

地区双 语 教 师、幼 儿 教 师、特 殊 教 育 师 资 培

训[8]。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

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出台,支持职业

教育师资培训和企业实践工作[9]。虽然教师所

处的地域、教龄、任教学段、任教科目、学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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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但每个教师都应

该不断学习,以满足自身成长需求。教师教育

的内容和形式要不断更新,既包括促进教师发

展的通识性知识、技能,还应在课程模块、培养

方式、专业标准上注重满足各类教师的需要。
二是指受教育的教师角色具有多样性。教师

角色并不是单一的构成与存在,受社会对教师

专业行为期待与要求以及教育活动的复杂性

影响,教师角色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及复合性

的特点,即可作为一种包含着多种相互关联的

角色的“角色丛”[10]。因此,教师角色定位必然

为包含多重专业角色在内的复合型角色,且每

种角色都必须具备特定的专业素质与能力,如
学科专家、研究型教师、教育教学专家、班级管

理者、学生思想与心理健康引导者等。在教师

教育活动中,教师既是学习者,又是教育现象

和问题的发现者,还可能是教师教育者。首

先,教师是受教育者和学习者。无论是在职前

教育还是职后培训阶段,教师都是教师教育的

研究对象及培养对象。其次,教师是教育现象

和问题的发现者。洪明提出行动研究是指教

育情境的参与者(如教师)基于解决实际问题

的需要,与专家、学者或组织中的成员共同合

作,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寻求

问题的解决[11]。教师的行动研究对促进教师

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发现和解决教学实际

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优秀的教师

还承担着教师教育者的责任,例如我国“师徒

带教”中对新手教师进行指导和帮助的老教

师、在教育实习中指导师范生的有经验的中小

学教师等[12]。三是指教师教育者的类型与承

担角色的多样性。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学

科、不同角色的教师发展需求,教师教育者一

般是由高校教师、学科专家、优秀骨干教师等

担任,承担着教师教育教学的行动者、教师教

育课程的建设者、教师教育资源的开发者、教
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者、教师终身学习的引导

者等多重角色。
(二)教育对象的自主性

教师教育的教育对象是教师,教师作为成

人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决定了其学习与发展

是自我驱动的不断建构的过程,具有鲜明的自

主性。理想的教师教育不是被动的、被迫的、

被卷入的,而是教师自觉主动地改造、建构、发
展的过程[2]114。

教师教育对象的自主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教师的学习和发展是自我驱动的。教师

进行专业学习具有明确目标———解决教育教

学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出于解决问题、自
我提升的需要而进行主动学习,在受教育过程

中自觉激发、监控、调整、评价自己的学习行

为。其次,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受到已有经验影

响的主动建构过程。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教师在接受教育和培训之前,通常已经获得了

一定的背景知识、实际经历和职业经验,他们

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整合新旧经验,在实际教学

情境中通过同化、顺应主动建构自己的专业知

识体系[13]。正如叶澜老师所言,“教师专业发

展就是教师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

富的过程”[14]。最后,教师自我研究和发展是

终身学习思潮下教师教育的根本动力和目标。
现代教师教育是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学历教

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一体化过程,但教师

教育作为一种外部资源,仅仅是为教师专业发

展提供了可能性,只有教师自主发展才是教师

专业成长的充要条件。如有学者提出,“教师

教育是要通过各种相关资源激发教师的自我

控制、自我引导和自我成长。”[15]因此,教师教

育应体现教师受教育和自我成长、自主发展的

统一,而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自主性则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16]。
(三)教育过程的互动性

教师教育是一个充满互动的过程,主要体

现为参与教师教育、受到教师教育影响的不同

共同体之间的互动。
首先,教师教育过程的互动性是指教育专

家、中小学教师、学生之间不断互动。20世纪

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教师专业

发展学校脱离了在大学中培养教师的学术模

式,以中小学为基地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加强中小学与大学在教师教育领域的互动与

合作。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校本教师培养模

式促进了教育专家和中小学教师的双向对话

和知识共享,中小学教师不再只是教育教学的

操作者和被控制者。这种主体间的对话可以

平衡教师教育领域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矛盾,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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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师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贴近真实的学校生

活[2]141。另外,教师教育不能将学生的成长需

求排除在外,因为教师素质能力的提升最终都

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教育学者和中小学

教师应该在与学生群体的互动过程中组织有

效的教师教育活动,以满足学生成长与发展的

需要。
其次,教师教育过程的互动性是指教师教

育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其他类型的教育之

间不断互动。教师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

活动,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之间存在一种实

质的联系和互动机制。2014年8月,《教育部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出台。该

意见明确提出“针对教师培养的薄弱环节和深

层次问题,深化教师培养模式改革”,要求“建
立高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培

养新机制”[17]。一方面,教师教育为基础教育

培养师资队伍,基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适

应性调整,改革教师培养模式,同时又以教师

的专业素质的提升助力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
另一方面,基础教育为教师提供工作与专业发

展的场域,而“教师”正是在基础教育的场域中

实现角色认同和专业发展。如果没有教师教

育,基础教育就不复存在;同理,没有基础教

育,教师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2014年

以来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推动了中小学教育全

面深化改革,而教师承担的职责和扮演的专业

角色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教师教育应基于

基础教育的发展及改革需求确立人才培养目

标,进一步构建和细化教师素质能力结构,建
立完善的教师教育课程内容体系,探索有效的

教学模式与方法,推动其他教育活动的落实。
(四)教育活动的人文性

1925年7月,《普鲁士国民学校教师教育

新制》出台,提出要将教育学院独立出来,用来

培养人类完整人格的“陶冶者”(Bildner)[18]20
世纪60年代后,人们开始反思技术、理性资本

主义对人所带来的“额外的压抑”[19],逐渐抛弃

自然科学的标准,重新理解教师教育活动的人

文性与实践性。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发布,明确指出,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教师教育

要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四有”好教师,全心全意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国的引路人[20]。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学生

是有思想、有感情并处于成长阶段的“人”。在

学校育人活动中,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及教

师自身的人格特征、爱国情怀、价值判断等成

为影响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教师教育是培

养具有自主意识、独立行为和个人实践知识且

情感丰富的教师,他们是人,不是完成教学任

务的 工 具[4]20-23。人 本 主 义 代 表 人 物 库 姆 斯

(Combs)认为好教师绝不是千篇一律的,具有

健全个性的教师才是优秀教师。优秀教师必

须具备情感特质、积极的自我观念、信赖别人、
追求理想与目标、为人真诚等人格特质[4]430。
教师教育在培养专业教师时要非常注意培养

教师的健全人格,促进教师个体的自我完善与

自我价值的实现。总之,教师教育担负着培养

教师的重任,它不仅要给未来的教师传授知识

和技能,而且还要促进其完整人格的养成[21]。

三、教师教育的发展逻辑

知识转型与社会发展不仅引起了现代教

师教育培养模式、类型、规模的变化,也使教师

教育的内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生了改变。
因此,重构具有引领性的教师教育体系十分重

要。未来教师教育将遵循以下发展逻辑:培养

模式更加多样化、培养过程更加一体化、培养

目标更加特色化、参与人员更加多元化。
(一)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随着经济社会和学校教育发展对教师规

模和素质要求的提高,加之教师教育理论与实

践的深化,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教师

培养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教师

专 业 发 展 学 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英国出现的校本教师培训机构———
教育联盟(EducationConsortium)和教师培训

合作 伙 伴 (TeacherTrainingPartnershipor
TrainingPartnership)等多种多样的教师培养

模式[22]。21世纪以来,在“国培计划”“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骨干教师培训”等一系列教师培

养计划的引领下,我国许多特级教师工作坊、
名师工作室、校本培训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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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北师范大学建立“教师教育创新东北

实验区”和东北高师教育联盟,实施“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中小学校”合作的教师教育模

式。京津冀地区共建教师培养基地,探索高校

间、学校与政府间、跨行政区划的地区教师教

育协同发展路径等。托马斯(Thomas)指出,当
代教师教育不再强调“个人努力”而是更重视

“学习共同体”的价值,要求教师把专业伙伴视

为个人成长的重要资源,通过教师与专业伙伴

进行广泛的交往与对话扩充自己的视界,并形

成自我反思[23]。随着“学习共同体”的建立与

发展,同伴互助、课例研究、合作行动研究、校
本培训等成为新的教师发展模式。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教师教育模式的变

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互联网+教育”背
景下,名师网络工作室、网络教研共同体的发

展以及慕课、在线开放课程等电子学习资源大

量出现,促进了教师教育的发展,使教师培养

模式逐渐出现一种包容与多元化的趋势。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影响下,未来教

师教育必将成为一个包容多种不同教师培养

机构和模式的多元系统,纵向维度上包括传统

的大学教师培养、中小学教师校本培训,横向

维度上包括高校间合作、区域内学校整合、跨
行政区划的教师联合培养模式。互联网跨越

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为教师构建了一种线上

学习和线下实践相结合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二)培养过程的一体化

教师教育培养过程的一体化主要包括以

下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教师教育在政策、学术研究和实践

领域的协同。政府、大学和中小学分别在制度

设计、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
政府是教师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和资源配置者;
大学是主要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中小

学作为 教 师 教 育 的 实 践 场 所 和 目 的 地 而 存

在[24]。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
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

知》提出,要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不断

优化教师教育布局结构,建立“以国家教师教

育基地为引领、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

大学参与、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

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

育体系”[25]。在教师教育活动中,不同主体间

的隔离状态不符合教师职前教育、入职培训和

职后继续教育的一体化趋势。未来教师教育

应追求培养过程中各主体的融合,推动政府、
高校和中小学在一个开放、协同、连贯的现代

教师教育体系中加强协作。首先,政府应该通

过制度设计与实施为教师教育各机构的合作

和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同时

注重发挥高校政策咨询的智库作用、中小学为

政策制定与实施起到反馈作用;其次,高校在

教师培养过程中应该注重与中小学的沟通合

作,根据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确定教师培

养的规模、层次和质量,依托优质中小学开展

师范生见习实习工作,充分发挥高校研究型教

师教育者和一线实践型教师教育者的教育合

力;最后,中小学应充分借助高校的学术资源促

进教师进修、教师跟岗培训和教研教改工作。
其二,通过教师教育活动及培养内容的一

体化,推动教学实践、教育研究、教育信念等不

同内容之间以及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职后继

续教育等不同阶段的融合。教师的成长是逐

渐进步、相互关联且终身持续不断发展的过

程。但长久以来,人们将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

后培训以及教学实践与教育研究隔离开来,阻
碍了教师的自主性成长。随着终身教育思想

与教师专业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打破了这

种隔离,推动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教师

教育包含了助力教师成长的所有阶段。“一体

化”成为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

势。如何整合教师培养的各个阶段,使之按照

教师专业发展逻辑形成一个各有侧重、相互区

别又紧密联系的有机系统,将成为未来教师教

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培养目标的特色化

随着信息时代知识大爆炸,网络技术不断

发展,人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教
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传统教师“传道、授
业、解惑”的职业角色受到冲击。后现代教师

观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和协调

者、学生心理和情感的交往者和调适者、学生

学习和成长规律的行动研究者。现代教师权

威的弱化和作用的转变对教师教育提出了全

新的要求。教师培养目标不仅仅是满足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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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作为学科专家的“经师”,而是助力教师成为

专业化、全面化、终身化发展的研究型“人师”。
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人的差异性则

要求教育方式的多样化。过去我们恪守教育

发展的经济学逻辑与数学逻辑,导致教育的规

模化、同质化现象。如今,强调内涵式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成为教师教育发展的一种国际趋

势。1972 年,美 国 教 师 教 育 院 校 协 会

(AACTE)召开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第一次会

议,明确指出教师教育应把多样性与特色化视

为宝贵资源加以开发,而不仅仅是“容忍”或期

望“融合”[26]。尊重每一个教师个体,满足教师

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才能形成个性鲜明、教学

风格各异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为了促进教师

特色化发展,教师教育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需要

将教师划分成不同特色的专业发展群体,根据

不同群体的需求采用不同的培养模式,设计多样

化的发展规划和课程内容。未来,教师特色化发

展将成为教师成长的必然路径。
(四)培养主体的多元化

近代以前,教育是属于私人独有的,教育

活动基本上是由私人或教会办理,教学组织形

式为个别教学,国家缺乏对教育事业的管理。
随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入,教育不再单纯是

个人的事情,各国逐渐把教育事业作为国家管

理的公 共 事 业,教 育 逐 渐 成 为 一 种“公 共 领

域”,具有显著的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性是指

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使社

会成员普遍受益[27]。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布报告《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世界生

存 的 教 育》(Learningtobecome withthe
world:Educationforfuturesurvival),指出人

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体的,教育不再宣

称人类至上主义,应围绕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

的原则重新配置教育资源,使每个人学会融入

世界[28]。如今,教育成为一种向每个社会成员

提供最基本教育服务的总称。在教育这个“公
共领域”,提供教育服务的教师成为一种“公共

资源”,受到越来越多不同“主体”的关注。《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突显教师职业

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

教育服务的职责”[20]。基于此,学生、家长、用

人单位、政府、社会机构等不同主体基于自身

的利益需求,参与培养教师的教师教育活动,
推动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发展应该是在自觉、自愿、主动的基

础上的自我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参与、学习与

成长的过程。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不能自

我发展、自我培养、自我教育的人,同样也不能

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29]近年来,教师实践

性知识逐渐得到重视。实践性知识是指教师

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

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总结出来的对教育教

学的认识[30]。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教师需要

的知识不是高度理论化的教育原理,也不是照

搬他人的经验,而是与自身主体性、工作情境

相连的个体知识。这样的实践性知识只有通

过教师自主学习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教师

意识到自我提升和自主学习的重要作用。只

有树立主动学习、终身学习、合作学习的意识,
在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中主动建构和更新知识,
自觉评价和改进教学行为,教师才能在信息化

社会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教师自主学习不仅

是教师教育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更应该成为

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教师教育未来的发展

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旭东.试论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国际趋势[J].比较教

育研究,2000(4):42-46.
[2] 何菊玲.教师教育范式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3] 成有信.十国师范教育和教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0.
[4] 曾煜.中国教师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 金含芬. 英国教育改革[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384.
[6] 顾明远.挑战与应答: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变革[M].福

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62.
[7] 陈永明.教师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EB/

OL].(2011-01-04)[2021-01-15].http://www.moe.gov.

cn/srcsite/A10/s7034/201101/t20110104_146073.html.
[9]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

2020年)的意见[EB/OL].(2016-11-03)[2021-01-15].http://

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1611/t20161115_288823.

html.
[10] 俞婷婕.教师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65.

43



[11] 洪明.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2:172.
[12] 康晓伟.教师教育者:内涵、身份认同及其角色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2012(1):13-17.
[13] 张敏.教师学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2008:16-17.
[14] 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1:226.
[15] 戴红顺.基础教育热点问题研究与思考[M].长春: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07.
[16] 王长纯.教师专业化发展:对教师的重新发现[J].教育

研究,2001(11):45-48.
[17]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EB/OL].(2014-

08-19)[2021-01-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

s7011/201408/t20140819_174307.html.
[18] 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当代比较教育学[M].2版.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402.
[19] 马库色.爱欲与文明[M].罗丽英,译.海口:南方丛书

出版社,1988:4-9.
[2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EB/OL].(2018-01-31)[2021-01-15].http://www.

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21] 李晓华,刘旭东,张春海.论新时代教师教育的专业品格

及其提升[J].教师教育研究,2020(4):31-37.

[22] 王晓宇.英国师范教育机构的转型:历史视野与个案研究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82.
[23] THOMASG,WINEBURGS,GROSSMANP,etal.Inthecom-

panyofcolleagues:aninterimreportofthedevelopmentofacom-

munityteacherlearners[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

1998,14(1):21-32.
[24] 赵英.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应然图景[J].教师教

育学报,2021,8(3):40-47.
[25]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的通知[EB/OL].(2018-03-23)[2021-01-15].http://www.

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1803/t20180323_331063.html.
[26] 靳淑梅.美国多元文化教师教育发展综述[J].外国教育

研究,2008(12):13-16.
[27] 余维武.“教育的立场”与“教育学的学科立场”———论研究

教育现象的两种意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19):1-4.
[28] UNESCO.Learningtobecomewiththeworld:educationforfu-

turesurvival[EB/OL].[2021-01-15].https://en.unesco.org/

futuresofeducation/news/just-published-learning-become-world-

education-future-survival.
[29] 第斯多惠.德国教师培养指南[M].袁一安,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4.
[30] 陈向明.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

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104-112.

TheEssence,CharacteristicsandDevelopmentLogicofTeacherEducation

ZHAOHailiang
(College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Asthe“workmachine”forthedevelopmentofeducation,teachereducationprovidesthe
mostbasicpowerguaranteefortheimplementationofeducation,theimprovementofeducationquali-
ty,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ducation.Teachereducationisaunitycomposedofvariousel-
ements,whichareinterconnectedandinteractwitheachother,andacomplexsystemwithmultiple
structuresanddynamicdevelopment.Fromtheperspectiveofsystematicthinkingandprocedural
thinking,teachereducationis,essentially,ahybridsystemconstructedbasedonthecontinuousenrich-
mentofteachersconnotationandtheconstantexpansionofeducationalcontent,whichputsmorals
andethicsfirst,andgivesprioritytoknowledgeandskills;Itisaninsistentinnovationsystemthat
meetstheneedsofsocialdevelopment,andconstantlyupgradestomeetsocialneedsandpromotethe
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Itisalifelongeducationsystemthatassiststeacherscareer
planningandprofessionalgrowth,andservesthelifelonglearningofteachers.Thebasiccharacteris-
ticsofteachereducationaremainlymanifestedinthediversityofeducationalsubjects,theautonomy
ofeducationalobjects,theinteractionofeducationalprocesses,andthehumanityofeducationalactivi-
ties.Fromtheperspectiveofteachereducationdevelopmentlogic,teachereducationofthefuture
shouldfocusontheinclusivenessanddiversificationoftrainingmodels,thesynergyandintegrationof
thetrainingprocess,theprofessionalismandcharacteristicsoftraininggoals,andtheautonomyand
diversificationofparticipants.
Keywords:theessenceofteachereducation;characteristicsofteachereducation;teachertrainingmod-
el;teachercareer;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teacherlifelong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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