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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弥补传统教学督导的不足,更好地发挥教学督导对乡村教师的指导作用,美国近年来充分

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促进了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实践的发展。虚拟教学督导具有隔空的“面对面”观

察指导、充分的“实打实”技术支持、默契的“心贴心”协作互信等特征。作为传统教学督导的补充,虚拟教学

督导有助于激发乡村教师对于教育教学的反思,促进其专业发展,同时也可以增加乡村学校对外交流的机

会,使其获得更优质的师资。借鉴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实践,可采取多样化的督导方式与技术,多手

段推动乡村教育公平发展;切实落实教学督导条件保障,全方位助力乡村学校发展;构建教学督导共同体,深

层次推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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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4日,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

(AmericanAssociationofCollegesforTeacher
Education,AACTE)发起一项新倡议,倡导使

用虚拟技术来改进科学教师培训模式。虚拟

教学督导(virtualsupervision),即使用同步的

(synchronous)或异步的(asynchronous)远程

教育方法对教师进行教学督导,以此作为传统

面对面教学督导的补充[1]。乡村教师虚拟教学

督导不再要求教学督导员与教师全程进行实

地的面对面交流,而是在必要时,通过信息技

术在虚拟的空间内进行督导。虚拟教学督导

在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同时,还能让

乡村教师不再感到孤立无援,从而进一步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拓宽教育公平之路。教学督导

是提升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目前,我
国在乡村教师教学督导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

问题,深入分析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的

探索实践,可为我国乡村教师教学督导乃至乡

村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实施

背景

  教学督导(supervision)是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常见的具体途径之一[2]49,其主要任务是“帮

助教师改进教学与课程设计的过程”[3],旨在通

过督导为教师提供改进教学实践的专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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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教学督导制度最早产生于18世纪初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教师检查制度,当时主要是

为了“确保教师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与宗教信

仰”[4]214。随后,教学督导不断完善与正规化,
最终成为一项为促进教学而进行的“有组织的

活动”和研究教学与改进教学的“专业性、技术

性服务”[4]214。20世纪70年代,柯根(Cogan)
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教学督导模式———临床

督导(clinicalsupervision)。该模式强调督导

员深入课堂观察教学,与教师一同进行分析并

提出改进教学的方法,受到教师的普遍欢迎[5]。
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督导,还是以“实地

深入教学、面对面共同探讨”为理念的临床督

导,对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都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美国教育系统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城市地区相比,美国乡村地区的教师队

伍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如生存环境较差,
乡村教师群体流失;师资来源不均,乡村教师

结构失衡等[6],乡村教师需要通过教学督导获

得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但是,美国大多数乡

村学校地理位置偏僻,校与校之间距离较远、
交通不便,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督导员前往

实地与乡村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以对实习

教师的教学督导为例,在传统的教学督导中,
督导员需通过三方(实习教师、合作指导教师、
大学督导员)或双向(大学督导员、实习教师或

合作指导教师)会议,定期与实习教师和合作

指导教师进行交流。然而在现实中,举办一次

真正的线下三方会议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如:大学督导员经常会因交通不便而耗费大量

时间,或因天气原因无法按计划前往实地进行

督导;在教学观察结束后,即使实习教师可以

与督导员见面,合作指导教师却需要恢复教师

角色继续教学,三方常常无法在同一时间参加

教学督导后的会议;由于督导员花在实习教师

身上的时间相对较少,合作指导教师实际上成

为实习教师“社会化的代理人”[7],教学实习变

成“使新人员适应旧模式的练习”[8],等等。这

些问题导致“三位一体”模式无法真正发挥其

对话和协作反思的潜力,难以有效支持实习教

师的发展[9]。种种问题最终造成指向教师专业

发展的教学督导活动常常是浅尝辄止,对教师

专业提升的作用不够明显。正如有研究人员

所指出的:“监督指导和同伴支持对新手教师

非常重要,忽视同步指导不利于职前教师的专

业成长。”[10]

此外,乡村学校还面临着教师配备不足和

留任率低的问题[11],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等因素也阻碍了乡村学校获得教学督导、进行

对外交流、获得优质师资的机会。在美国,很
少有教师教育项目能够充分满足乡村学校的

需要[12]。以美国中西部一所州立大学Coldri-
verUniversity基于大学的教师教育项目为例,
该项目采用的是以大学为基础的课程、K-12学

校的短期实地实习和一个学期的教学实习相

结合的基本模式。实习教师在实地实习时主

要接受面对面的督导,这是美国许多大学教师

教育项目中,典型的由实习教师、合作指导教

师和大学督导员组成的“三位一体模式”(the
triadmodel)[13]。无论是在课程学习期间的短

期实习还是在开展实习教学的学期,都是如

此。在实习之前,实习教师需要选择实习意向

学校。出于实际考虑,学校通常会规定实习学

校与大学校园的距离不能超过75英里。由此,
如果有学生来自偏远地区,将不能回到其生源

地进行教学实习,大多数实习教师都会被安排

到距离学校75英里内的郊区或农村社区。在

教学实习期间,为了更好地观察实习教师的表

现,1名本校的大学督导员将对每一个实习教

师进行至少4次且不少于1小时的考察访问。
但由于路途较远,督导员路上所花费的时间会

占用考察时间,冬季若遇上暴风雪天气,情况

会变得更加复杂。此外,由于实习学校所在的

社区规模大多都非常小,一所学校安排的实习

教师通常只有1至2名,因此督导员每学期会

与多所学校的多名指导教师共事,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督导员的工作负荷,降低了督导

效率。以上原因导致许多偏远的乡村学校减

少或失去了获得教学督导的机会[12],进而也制

约了乡村学校的对外交流和发展。
如何应对因地理位置偏远等客观因素而

造成的乡村教师和乡村学校教学督导机会流

失的问题? 如何更加有效地针对乡村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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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提供一种合理可行的教学督导模式?
美国教育界利用虚拟技术找到了解决以上问

题的办法———虚拟督导,一种新型的教学督导

模式。该模式近年来经美国教育实践不断完

善与发展,已成为重要的督导模式之一,在提

高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乡村教师的专业

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的特征

相比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督导,虚拟教学

督导在体现形式、外部保障和内在要求方面都

呈现出独有的特征。
(一)隔空的“面对面”观察指导:虚拟教学

督导的形式体现

传统教学督导与虚拟教学督导最大的不

同在于督导的体现形式。美国教学督导员的

工作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督导”和“教师督导”
两个方面[14]。以课堂教学督导为例,在进行课

堂教学督导时,督导员通过深入观察教师的课

堂教学,与教师就教学行为进行面对面的分析

与交流,经过“召开督导前的会议、课堂观察、
召开督导后的会议”[14]三个阶段,帮助教师改

进教学,提升教学水平。传统课堂教学督导的

每一个阶段都建立在“面对面”的现场观察和

交流的基础之上。以课堂教学督导的典型模

式———临床督导———为例,其主要是以课堂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开展直接的帮助教师

发展的督导活动[15]19。“临床”意味着拉近督导

员与教师的距离,让督导员在充分了解教师课

堂教学的情况之下,与教师在同一时空内进行

系统的、面对面的讨论交流。正如罗伯特·戈

德哈默(RobertGoldhammer)所说,“督导员与

教师是面对面的关系”[16]。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的教学督导不

再拘泥于单一的基于“现场”或“实地”的面对

面形式。针对处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

乡村的教师,虚拟教学督导提供了一种既不局

限于现场但体验却毫不逊色于现场的“面对

面”观察指导形式。在美国一项关于乡村教师

虚拟课堂教学督导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个

案研究法,研究了美国中西部一所州立大学的

教育 学 院 在 乡 村 学 校 采 用 思 科 网 真(Cisco

TelePresence)高清视频会议技术督导乡村教

师的实验效果[12]。该研究团队采用思科网真

高清视频会议技术对教室进行实时观测。在

虚拟观察过程中,大学督导员可以在大学的网

真会议室里,通过安装在教室里的全景摄像头

观察该教室,所观察的教室里也同样配备有网

真设备和交互式电子白板,乡村教师和每一个

学生的声音都可以清晰地传送到大学督导员

端;乡村教师也能够控制教室里的摄像头,以
便向督导员展示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活动。通

过思科网真技术,大学教学督导员可以免受路

途遥远、交通不便的困扰,在大学的会议室里

就可以实时观察乡村教师的课堂;乡村教师也

可以与大学里的教学督导员在虚拟空间内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这种虚拟督导,向所

有参与人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面对面”体验。
(二)充分的“实打实”技术支持:虚拟教学

督导的外部保障

充分的技术支持与保障是乡村教师虚拟

教学督导顺利实施的前提与外部保障。在美

国,利用创新技术提升教师培养质量是一个正

在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17]。关于教师培养的

教育政策、技术资源或其他文献,都体现了对

于通过技术促进教师发展的倡导。旨在提升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虚拟教学督导,即是

以“实打实”的技术支持为保障的。从督导前

期的设备选择、技术调试,到督导运行过程中

的技术保障,再到督导后期的技术处理,虚拟

教学督导顺利运行的每一阶段都对所需技术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首先,虚拟教学督导的前期有丰富多样的

技术设备供其选择。以视频技术为例。使用

视频记录职前教师的课程,然后让职前教师与

督导员或合作指导教师一同观看视频的方法

最早出现于1953年,当时被称为“视频再现”
(video-simulatedrecall)[18]。此后,通过大学督

导员和指导教师的观察与反馈,利用视频技术

支持的督导来改进职前和在职教师的实践的

做法相继出现,如网络摄像头督导(webcam
supervision)、视频会议(videoconferencing)、视
频编码(videocoding)、视频解析(videoanaly-
sis)等。此外,远程督导(distance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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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还包括基于互联网的观察、交流和记录

(Internet-basedobservation,communication,

andrecording)、电话会议(teleconferencing)、
推特聊天(Twitterchat)和数字化辅导(e-coac-
hing)等。

其次,虚拟教学督导的实施过程离不开高

效便捷的技术支持。在美国一项关于乡村教

师虚拟督导实践的研究中,经过几轮讨论和对

不同远程督导平台运载能力的检查,研究团队

决定采用分辨率和带宽支持度明显高于其他

系统的思科高清网真技术(Ciscohigh-defini-
tionTelePresencetechnology)。该技术不仅可

以提供真人大小的视频图像、超高清晰度和

CD质量的立体声音频,同时还可以将三者与

环境条件相结合,让参与者仿佛置身于“面对

面”的会议之中,坐在同一个“虚拟会议桌”旁。
参与者还可以随时切换对话对象,获得真实环

境下的对话体验[13]。
最后,虚拟教学督导还要求关注技术细节

方面的问题,以做到万无一失。第一,无论采

用哪种技术,所有参与者都需仔细检查他们对

这种通过技术建立的督导关系的准备程度,尤
其是各方的技术支持程度。第二,对于用于远

程观察的设备而言,有能够拍摄教室全景的广

角变焦镜头、更高的音视频质量等是其主要要

求,这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录制课程

的清晰度[19]。另外,观察设备应具备可移动

性,体积不宜过大,在设备放置和使用时,应最

大限度保证视野开阔以及对教室的干扰最小。
第三,虽然远程会议技术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工

具,但故障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设计好解

决方案和替代方案。例如,在观察期间,即使

有谷 歌 环 聊 (Google Hangouts)或 讯 佳 谱

(Skype)等网络会议同步平台,教师也要做好

电话交流的准备,以防止网络连接不稳定等情

况的出现。
(三)默契的“心贴心”协作互信:虚拟教学

督导的内在要求

协作互信的工作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虚拟教学督导的效果。虽然罗伯特·戈德

哈默(RobertGoldhammer)在他所构建的临床

督导的理论模式中,提出了面对面督导的想法

和做法[19],并且提倡一种结构化的观察和讨论

过程,但是他的督导理论模式的关键并不在于

遵循特定的程序,而是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基

础上”的教师和督导员之间的关系[20]。以相互

信任为最核心的原则,教师和督导员可以通过

共同协议来确定目标,这是督导员观察教师行

为并与教师讨论这种行为的基础。与传统面

对面教学督导相同的是,虚拟教学督导也是建

立在各方协作互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让不

同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并且提供支持是至关

重要的。
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

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

的个人或群体”[21]。虚拟教学督导的实施是一

个需要多方参与、多主体协作的过程,符合利

益相关者理论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利益相关

者包括大学督导员、教师、合作指导教师、学区

督学、校长、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等,他们共同决

定彼此的角色与责任。正如一位大学督导员

所说:“大学项目和督导员需要注意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即使没有面对面的联系,二者仍必

须保持一种信任关系。技术虽然发展了,但是

这并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作为一名

大学督导员,我的角色是所有相关方之间的联

络人,就像一个‘主机’(host),会全程与每个利

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与互动。”[12]在教师和督导

员方面,即使二者是在没有时间上的延迟或空

间上的距离的情况下进行实时的面对面交流,
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交流都是清晰易懂的。因

此,相对面对面的环境,在虚拟环境中的交流

可能更需要注意交流的细节,督导员和教师应

该注意通过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文本、电话或

网络会议等进行沟通时的细微差别或不同语

气。同时,通过预先解决潜在的问题和处理相

关各方的潜在利益,让学校、地区、学生和家长

感受到他们拥有直接使用该技术的自主权,也
可以使他们自愿成为虚拟督导项目的支持者

和合作伙伴。
值得注意的是,虚拟教学督导还涉及伦理

和隐私问题,可能会引发所在地区家长对隐私

的担忧,从而为虚拟教学督导的实施带来挑

战[22]。美国有相关规定,如果涉及录像,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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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theInstitutionalReview
Board,IRB)的批准[19]。在一项基于视频的远

程乡村教师教学督导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

向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发放了知情同意书,在
其中解释了拍摄的目的,并强调录制的重点是

教师的教学情况以及课堂管理状况,并不针对

某一个学生,如果有家长不同意,研究人员将

提示教师将设备放置到拍不到学生的地方。
在首次到达现场前,研究人员还联系了现场所

有负责人,向其解释了督导模式,并回答了相

关问题。除此以外,研究人员还向学校网站管

理员发放了一份额外的个人同意书,告知其对

基于视频的观察所应承担的责任[19]。
总之,虚拟教学督导为每一名参与者打开

了一扇窗,也为每一名参与者提供了良好的体

验。一个团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共享、共同决

策、不断学习、协作互信、持续进步[23],持续和

开放的对话对于协作团队共同制定虚拟教学

督导的目标、实施程序和结果评估至关重要。
在整个督导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需达成共识、
相互支持,朝着共同的方向和目标努力。

  三、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的实

践反馈

  虚拟教学督导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督导的

一些不足[24]。有研究表明,随着督导时间的延

长和督导次数的增加,在乡村实施虚拟教学督

导比传统教学督导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成本效

益[25]。对于乡村教师而言,虚拟教学督导可以

增加他们获得教学督导的机会和更精准的教

学反馈,从而提升专业水平;对于乡村学校而

言,虚拟教学督导可以增加其与督导员的交流

与合作机会,使其获得更优质的督导资源,从
而提升乡村学校的整体师资水平。实践表明,
虚拟教学督导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值得教育

界人士更多地关注[24]。
(一)乡村教师:激发教育教学的反思,促

进专业发展

全美教学与美国未来组织(NationalCom-
missiononTeachingandAmericasFuture,

NCTAF)强调,“教师素质是提升美国教育的

关键”[26]。奥巴马也曾坦言,决定学生学业能

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学生的肤色和学生

所在地区的区号,也不是父母的收入,而是他

们所遇到的教师的质量[2]36。因此,教师的专

业素养直接关乎教育教学的质量。美国约有

三分之一的学校位于乡村地区,与城市相比,
美国乡村教师的生存境遇较差[6]。尤其是乡村

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这一因素,阻碍了督导员前

往实地与乡村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影响了

传统教学督导的正常运行,也不利于乡村教师

反思 其 教 学,最 终 限 制 了 乡 村 教 师 的 专 业

发展[27]。
虚拟教学督导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难

题。美国的一项关于虚拟教学督导的研究结

果表明,虚拟教学督导在增加乡村地区教师专

业发展机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不仅解决了

加洛(Gallo)所指出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而阻

碍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28],同时也促进了

乡村教师对于教育教学的反思。首先,虚拟教

学督导为更多乡村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的机

会。虚拟教学督导减少了乡村教师的孤立感,
让处于偏远乡村的教师不再由于距离遥远而

失去接受教学督导的机会。如通过思科网真

技术,大学教学督导员可以免受路途遥远、交
通不便的困扰,在大学的会议室里就可以实时

观察乡村教师的课堂;乡村教师也可以与大学

里的教学督导员在虚拟空间内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互动。其次,虚拟教学督导有助于大学督

导员更好地帮助乡村教师解决其教学问题。
通过虚拟教学督导,督导员不必经过长途跋涉

进行实地的课堂观察,也不必受约定的交流时

间的束缚,可以在虚拟空间内随时随地地与乡

村教师进行交流。再次,虚拟教学督导可以提

高教学督导的效率。在现场督导发展早期,督
导员虽然很容易分析教师在课堂上遇到的问

题,却很难在实质上改变教师在课堂上的行

为[29]。基于视频的远程督导(Video-BasedRe-
moteSupervision,VBRS)则可以通过录制教学

视频,实现教师和督导员一起交流讨论[19]。在

观看完视频后,督导员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问

题,并提供建设性反馈意见或建议。正如有督

导员所说:“我能够在课上和教师一起做记录,
也可通过录制的视频重温这节课。这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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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很多交流和反馈的机会。”[12]基于视频的

远程督导有助于督导员提供更“精确”和更优

质的反馈,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调整视频播放速

度、暂停视频播放或重复播放视频[19]。教师也

可以通过观看视频重温课堂教学,进一步反思

自己的教学,了解自己教学的优势与不足。正

如一名教师所说:“即使有人与你口头讨论督

导反馈,你也不能完全知晓自己的表现,观看

视频则是一个可以全面了解自己的方式。”[19]

总体而言,与传统的教学督导相比,虚拟

教学督导具有独特的优势。(1)虚拟教学督导

具有便捷性。传统的教学督导很容易受到恶

劣天气、路途遥远、人员不足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虚拟教学督导则可以让观察和督导按计划

进行,存档的视频可供督导员在以后任何时间

进行审查,被督导的教师也可以反复查看存档

的观察结果。(2)虚拟教学督导具有真实性。
以前对教师和学生表现的评估往往会因教室

里有旁观者而受到影响,但是在基于视频的虚

拟教学督导中,大多数相机可以隐蔽或不显眼

地放置在教室里,从而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最

自然的环境,使评估者得以获得最真实的课堂

表现。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和教师都会更自

然、更放松,压力也会更小。(3)虚拟教学督导

具有广泛性。传统的教学督导一般局限于课

堂内的实地观察,课堂结束后督导也随之结

束,督导员和教师都难以准确回忆当时的课堂

情况。而虚拟教学督导所采用的一些软件,则
可以将课堂教学视频录制后上传至有密码保

护的网站,供参与教学督导的所有人员随时查

看。此外,通过重复播放或放大特定的教学片

段,也能够使督导员更充分地了解当时教师和

学生的课堂表现。
(二)乡村学校:增加对外交流的机会,获

得优质师资

教师在学校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学校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学校教育质量的

“根基”,甚至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最重要资

源[30]。然而,美国乡村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却

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如专业发展受阻、教师素

质不佳等[6]。此外,乡村学校地理位置偏远、交
通不便等因素也进一步阻碍了乡村学校对外

交流和获得教学督导的机会,使其陷入“自身

师资较差—获得督导的机会较少—师资力量

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当中。
基于技术的虚拟教学督导可以很好地解

决以上问题,使乡村学校拥有更优质的师资成

为可能。以美国ColdriverUniversity基于大

学的教师教育项目为例。从2011年开始,该项

目采取了基于技术的虚拟教学督导,从而让距

离大学75英里之外的乡村学校的教师也有获

得教学督导的机会。该项目采用思科网真技

术来实现同步虚拟督导。思科网真技术具有

出色的音视频质量,通过提供真人大小的超高

清视频显示和多通道声音跟随功能,向参与者

提供沉浸式的会议环境,使其身临其境,获得

现实般的对话体验[13]。再如佛罗里达大学(U-
niversityofFlorida)的例子。佛罗里达州大约

有20%的小学为乡村地区的学生提供服务,这
些学校面临着资源缺乏、高素质教师不足等一

系列问题。为了加强乡村教师与佛罗里达大

学的联系,让乡村教师获得更高质量的教学反

馈,研究者实施了一系列远程教育技术项目,
包括异步系统(如Canvas课程管理系统)和同

步系统(如网络会议)。通过采用在线学习技

术,乡村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来自佛罗里达大学

的督导机会,同时也提升了学校的师资水平和

质量[25]。
此外,基于技术的虚拟教学督导,也可让

督导员不必前往实地进行督导,免受路途遥

远、交通不便的困扰,与乡村教师在虚拟空间

内进行交流互动,实现更高效、便捷的督导。
而传统的实地教学督导模式需要耗费大量精

力来管理时间和安排行程,使得乡村学校实施

这一模式的成本很高。虚拟教学督导则降低

了教学督导门槛,既减少了督导成本,又能让

乡村教师获得更多的督导机会和更优质的督

导反馈,从而提升乡村教师整体水平,促进乡

村学校的发展。

  四、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实践

对我国的启示

  2018年4月,我国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

化2.0行动计划》,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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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各个领域都在加快推进

信息化进程。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有效

机制[31]373,教学督导也要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发

展趋势。但当前,我国很多乡村学校督导模式

单一,并未形成一个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督导的

模式[32]18,督导后也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

和后续的跟踪指导,最终导致督导的监督、指
导效果不理想[31]372。美国的乡村教师虚拟教

学督导实践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采取多样化的督导方式与技术,多手

段推动乡村教育公平发展

美国的教育实践表明,教学督导在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33],但是在对

乡村教师进行教学督导的过程中,一些不可避

免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传统教学督

导的正常进行。与城市教师相比,乡村学校的

教师大多来自排名较低的大学,教育水平更

低、在课堂上的经验也更少[34],因此更需要通

过教学督导来帮助其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然而,乡村学校大多地理位置偏

远,教学督导员进行实地观察的交通费用过

高,且因路途遥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再加

上由于天气等造成的行程延误等问题也会给

各方带来不便[1],最终导致教学督导常常无法

正常进行甚或取消,乡村教育的发展受到制

约。为了更好地解决以上问题,美国对乡村教

师实施了虚拟教学督导,不再要求教学督导员

与教师进行实地的面对面交流,而是在必要时

通过信息技术在虚拟的空间内进行督导,让乡

村教师不再感到孤立无援。此举在提升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缩小了城

乡教育差距,拓宽了教育公平之路。在一项关

于虚拟督导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试图通过实

施虚拟教学督导弥补基于城市的教师培养和

乡村教学之间的差距。研究认为,虚拟教学督

导这种模式在督导实践方面有着“巨大的潜

力”[35],特别是在弥补乡村地区督导和教师教

学的一些缺陷方面[33]。另有研究表明,虚拟教

学督导也可以像面对面监督一样有效[36]。
此外,美国还利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来实

施教学督导,不断加强城市与乡村教育之间的

联系,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以异步视频互动平

台Edthena为例,该平台被外界称为“一个可以

通过分布式辅导、在线小组学习以及同伴协作

来帮助教师成长和提升的平台”[37]。教师将课

堂教学的视频上传至该平台并分享给督导员,
督导员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反馈。Edthena
拥有一个交互式的、带有时戳的“标记”功能,
类似于虚拟编码,视频观看者可以通过此功能

发布笔记、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或建议等。与

“脸书”的帖子类似,参与者也可以回复每个

“标签”。这个直观的功能可以使督导员、教
师、研究者及合作指导教师等在一个互动、协
作的专业社区中获得多种反馈,实现相互学

习。使用过该平台的合作指导教师和大学教

师均反映,该平台操作简便,避免了仅仅是基

于回忆授课教师的课程而专门召开后期观察

会议,解 决 了 传 统 教 学 督 导 所 面 临 的 一 些

问题[37]。
我国目前的督导形式仍以面对面的现实

督导为主,乡村地区的督导信息化技术利用程

度还不是很高[32]17。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地

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仅使用传统教学督导

这一单一的方式会面临诸多问题,不利于充分

发挥督导功能。因此,在乡村地区采用信息技

术支持的虚拟教学督导是十分必要的。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指出:“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大力强化信

息技术手段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开展督导评估监测工作。”[38]“意见”强
调了督导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因此在日后

对乡村地区的教学督导中,要因地制宜,采取

“实地+虚拟”相结合的督导模式,实现“乡村

教育督导信息化”[31]373,进而推动乡村教育公

平发展。同时,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已成为常态,
对于教学督导而言,也应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

术、网络技术进行教学和管理。线上教学督导

的全面开展,对推动教学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变

革,加快教育教学信息化、现代化进程,提升教

师的信息意识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水平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线上与线下教学督导相互

融合,将成为未来教学督导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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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落实教学督导条件保障,全方位

助力乡村学校发展

充分的技术支持与保障是基于信息技术

的乡村虚拟教学督导顺利而有效开展的前提。
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虚拟教学督导

可以作为传统教学督导的补充。然而,要开发

既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又能够保留传统面对面

交流特点的高效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

国的虚拟教学督导还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

技术限制和困难,如网络不通畅、音质差、摄像

机镜头的视野有限、视频分辨率较低、教室整

体画面捕捉缺失等[25]。在美国乡村教师虚拟

教学督导实施的过程中,有研究人员已经注意

到上述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佛罗里

达州一项关于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的项目

中,研究人员首先针对项目提出了系统要求

(systemrequirement)和 操 作 性 要 求(opera-
tionalrequirement)[25]。“系统要求”主要包括

普遍性(common,即设备易于购买且负担得

起)、可替换性(interchangeable,即如果某一组

件损坏或需要修复,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替代

品,且系统仍然可以工作)、可升级性(upgra-
dable,即能够随着技术/需要的变化而进行升

级,并无需花费高昂的成本)、简便性(intui-
tive,即容易操作)、优质性(highquality,即全

方位的视频和清晰的音频);“操作性要求”主
要包括可适性(adaptable,即可以在不同学校

和教师中使用)、稳定性(reliable,即在观察期

间可以持续运行)、伦理性(ethical,即不违反法

律,保护教师和学生隐私)、准确性(accurate,即
能够让督导员在虚拟环境中准确观察足够多

的教室、教师和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研究人

员通过一个连接在小三脚架上的iPadMini来

录制视频,并通过在线直播将视频传输给督导

员。iPadMini是移动便携式的,外形很小,不
会让督导过程影响到课堂教学。可移动广角

镜头、教师的无线麦克风以及捕捉教室音频的

降噪麦克风,可以极大地提升录制质量。与此

同时,研究人员还通过听取使用者在多个评估

和修订周期中提供的反馈不断改进设备。
在资金方面,美国政府也给予了虚拟教学

督导很大的支持。2013年,奥巴马政府发布

《教育连接倡议》(ConnectEdinitiative),旨在

增加拥有宽带连接的学校的数量,为美国每一

所学校提供高速的网络环境,并配备充足的电

脑、软件及其他数字资源,为教师提供新型教

育技术和工具的专业支持与培训,推动学生和

教师通过数字内容进行个性化学习[39]。白宫

还宣布,通过农业部为乡村学校提供1000万

美元的远程学习资助,2015财年的预算请求也

提出将5亿美元用于教师专业发展和建设高质

量的数字教学资源,以便学校能够有效地使用

这些新的项目资源[40]。
在我国,教育资源不平衡是当前城乡教育

差异的一个主要表现。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教育资

源由不平衡逐步走向共享,因此,可以通过信

息技术来实施虚拟教学督导,助力乡村学校进

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指出:“各级政府要在办公用房、设备

等方面,为教育督导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保证

教育督导各项工作有效开展……加快构建教

育督导信息化平台。”[38]在理论方面,我国学者

结合实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方案。如有学者

提出以人为本的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建设策略,
认为区域教育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为城乡不同

学校提供适切的教学资源,以满足不同类型学

校的不同需求[41],同时优先建设农村学校的教

育信息化基础设施[42]。在实践方面,我国各地

也在进行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安徽合肥肥西

县在乡村智慧教育基础设施和应用平台建设

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如安装校园网

络、开发视频会议系统,建成教育城域网、智慧

教育云平台等,同时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运

维服务,以确保乡村智慧学校设备高效运转,
最终实现以乡村教育信息化推动乡村教育现

代化和城乡教师教学共同体建设。
(三)构建教学督导共同体,深层次推进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督导共同体是教学督导员和教师在

教学督导过程中建立的、通过“共同协助教师

教学反省,改善教师教学模式,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成效”目标的专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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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43]。构建教学督导共同体,是教学督导服务

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44]。
美国在构建教学督导共同体方面,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

施,充分发挥了教学督导的发展性职能。课堂

教学督导是教学督导的主要形式之一,督导员

主要通过“提出教学问题、分析教学问题、解决

教学问题”[15]29来改进教师的课堂教学。在传

统的面对面教学督导过程中,督导员只能通过

实地参与课堂的方式来完成教学督导,督导活

动随着督导员的离开而结束,导致教师缺乏后

续的跟踪指导及反馈,督导活动也未能真正实

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而基于信息技

术的发展而创建的虚拟教学督导,则可以为督

导员和教师之间的听课互评活动搭建一个线

上平台,让教师之间的交流不再受时空限制,
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学督导共同体。在美

国一项促进乡村STEM 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

教育项目中,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师团队

为南达科他州的乡村STEM 教师设计了一套

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案,旨在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丰富乡村STEM 教师的学科知

识,通过集体反思教学实践,改善乡村STEM
教师孤立无援的状况,为城乡STEM教师搭建

共同交流学习的桥梁,构建网络专业学习共同

体 (OnlineProfessionalLearningCommuni-
ty)[17]。在该共同体中,参与者们分享自己的

教学视频,同时收到其他小组成员和大学教师

的反馈。这使得督导活动得以突破时空的限

制,督导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及时有

效地对教师进行指导,教师也因此可长期获得

专业发展方面的帮助。
教学督导具有发展性职能。“发展性督

导”是美国结合当今教学督导的实际需要而提

出的一种督导理念,即“为促进教师教学水平

的提升 和 促 进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而 采 取 督 导 活

动”[15]12。在我国,传统的教学督导通常以“监
督”和“控制”教师为目的[15]3,未能充分发挥教

学督导的发展性职能。教学督导共同体的构

建体现了教学督导员和教师之间的“合作”与
“对话”[15]3。因此,应更新教学督导理念,积极

构建教学督导共同体,让教学督导由“外延式

监督”走向“内涵式指导”[15]3,创建一种“共生”
的督导环境[44],以教师为本,重视教师的价值

诉求与能力提升,最终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

五、结语

虚拟教学督导具有隔空的“面对面”观察

指导、充分的“实打实”技术支持、默契的“心贴

心”协作互信特征。作为传统教学督导的补

充,虚拟教学督导有助于激发乡村教师的教育

教学反思,促进其专业发展,同时可以增加乡

村学校对外交流的机会,使其获得更优质的师

资。但虚拟教学督导并非完全优于传统的教

学督导,虽然由技术带来的便捷可以使虚拟教

学督导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以此取代真实的督

导也是不可取的。完整的课堂教学督导应包

括“课前会议”“课中观察”“课后会议”三个部

分,不管是哪个环节都力求观察的全面性[45],
都要求督导员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且与师生

有充分的交流。现场观察即使再耗时费力,也
是充分了解学校环境、教师和学生工作学习状

态非常必要的组成部分,失去这部分内容的督

导可能是不完整的。此外,技术对虚拟教学督

导的实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要想顺利实施虚

拟教学督导,必须有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如完

善的设备、通畅的信号、及时的维护等。然而,
数字鸿沟是当代信息社会一个愈演愈烈的世

界性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乡村落后地区的网

络设备条件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虚拟教学督

导所需的条件,如果一味强调使用虚拟教学督

导,既不符合实际,也会加剧教育不平等。因

此,基于美国乡村教师虚拟教学督导的实践经

验,我国需要考虑区域差异、校际差异以及学

校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多样化的督导方

式与技术,多手段推动乡村教育公平发展;要
切实落实教学督导条件保障,全方位助力乡村

学校发展;要构建教学督导共同体,深层次推

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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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perienceandEnlightenmentofVirtualTeachingSupervisionoftheUSRuralTeachers

ZHAOJieyan1,XIAOJumei1,2
(1.SchoolofTeacherEducation,HuzhouUniversity,Huzhou313000,China;
2.ResearchCenterforRuralEducationofZhejiang,Huzhou313000,China)

Abstract:Asasupplementtothetraditionalteachingsupervision,thevirtualteachingsupervisionof
ruralteachersintheUnitedStateshasthecharacteristicsof“face-to-face”observationandguidance,
“practical”technicalsupport,“intimate”cooperationandmutualtrust.Ithelpstostimulaterural
teacherstoreflectoneducationandteaching,promotetheir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increase
theopportunitiesforruralschoolstocommunicatewithforeigncountries,sothatthoseschoolscan
obtainteacherswithhigherquality.Basedonthepracticalexperienceofvirtualteachingsupervisionof
ruralteachersintheUnitedStates,Chinashouldadoptdiversifiedsupervisionmethodsandtechnolo-
giestopromotethefairdevelopmentofruraleducation;guaranteetheconditionsfortheimplementof
teachingsupervisiontohelpthedevelopmentofruralschoolsinanall-roundway;buildateachingsu-
pervisioncommunitytofurtherpromote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
Keywords:virtualteachingsupervision;ruralteachers;ruralschools;ruraleducation;supervisioncom-
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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