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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教师领导力培训的
目标定位与实施策略

———基于“为澳大利亚而教”培训项目的分析

麦 爱 弟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清远511500)

摘要:教师领导力是促进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和学校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十分重视教

师领导力的培训和提高,积极探索提高教师领导力的有效途径,推行“为澳大利亚而教”(TeachForAustral-

ia,简称TFA)教育改革计划,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角色定位和职业需求分别推出了“领导力发展项

目”“未来领袖项目”“学会领导项目”。“领导力发展项目”的目标是培养优秀教师和推动未来教育改革的领

导者。“未来领袖项目”希望通过开发教师的领导潜力、发展教师的领导才能,加强澳大利亚薄弱学校的领导

人才梯队建设,持续推动教育创新。“学会领导项目”旨在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学校领导者队伍,帮助薄弱学校

实现教育变革。澳大利亚教师领导力培训的主要策略包括:实行严宽相济的招募筛选机制,设计针对性较强

的领导力培训内容,采取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模式,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指导和支持体系。澳大利亚教师领导

力培训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应重视教师领导力培训,通过扩大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的覆盖面、构建

“理论引领—实践内化—总结反思”一体化教师领导力培训模式、开发注重协作与共享的培训方式等途径来

改进教师培训工作,全面推进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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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领导力”(TeacherLeadership)兴起

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一种新型的学校

领导力理论,其核心在于教师影响他人以促进

学校改革或改善教育实践的过程[1]。相关研究

表明教师领导力不仅能有效提升教师共同体

的专业水平,而且能促进学校的持续性变革与

发展[2-4]。开发教师领导潜能已成为国际教师

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提升教师领导力也应

成为新时代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重点目标之

一,这是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

国的进程中,激发教师领导力是实现教育内涵

式发展的重要途径”[5]。然而,当前我国的教师

领导力培训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将教师领

导力纳入教师培训体系的意识薄弱,针对教师

领导力的培训活动或项目甚少,因而有必要了

解和学习国外提升教师领导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许多国家实施了多项颇有成效的教

师领导力培训计划。澳大利亚推行“为澳大利

亚而教”(TeachForAustralia,简称 TFA)计

划,积极探索提高教师领导力的有效途径,并

推出了3个培训项目:一是“领导力发展项目”

(LeadershipDevelopmentProgram),即通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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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志愿者教师(associates)到薄弱学校①担任两

年教职,为课堂、学校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变革,
让所有澳大利亚学生都能接受优质教育;二是

“未来领袖项目”(FutureLeadersProgram),即
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Departmentof
Education,SkillsandEmployment,简称 DESE)
通过TFA组织实施的一项领导能力发展试点

项目,也是澳大利亚政府于2019年5月发布的

“我们的优质教育计划”(OurPlanforQuality
Education)的组成部分,现已获得750万美元

的政府资助[6];三是“学会领导项目”(Teachto
Lead),其培训对象为在薄弱学校工作且正在

担任学校领导职务(至少1年)的教师。澳大利

亚在教师领导力培训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其成功的培训经验为我国建立完善的教师领

导力培训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为澳大利亚而教”教师领导力培

训项目的设计背景

  (一)提升教师领导力是缩小澳大利亚教

育地区差距的重要途径

在澳大利亚,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学生

的学业成就差距甚大。北领地(NorthernTer-
ritory)位于澳大利亚大陆北部,是澳大利亚唯

一由土著人自行管理的区域,也是澳大利亚经

济排名最低的州。根据《澳大利亚国家评估计

划读写和算术:2019年度报告》(NationalAs-
sessmentProgram Literacyand Numeracy:

NationalReportfor2019),北领地的三年级学

生在阅读、写作、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算术

方面的测试达标率(即达到或高于国家最低标

准)分 别 为72.7%、72.3%、66.0%、69.7%、

74.2%,远低于其他7个州/领地的测试达标率

(见表1)[7]。这表明偏远地区的学生在基本学

习素养方面的表现远不如发达地区的学生。
这种教育劣势造成的学业成就差距通常会在

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扩大。
领导力是一套能够将愿景转化为现实的

技能和行为,可以动员他人积极致力于教育变

革[8]10。这意味着高质量的学校领导可以使教

师在专业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积极地与其他

人一起交流和分享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可
为澳大利亚年轻人的茁壮成长创造最佳条件。
因此,发展教师领导力对提高学校的办学效

率[9]、改 进 教 师 的 教 学 行 为[10]、推 动 学 校 变

革[11]至关重要。教师领导力被认为是影响学

生学业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12]。有研究表明,
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所有校内因素中,教师

领导力的重要性仅次于课堂教学[13]。“未来领

袖项目”的主任乔治·斯旺(GeorgiaSwan)曾
言:“加强位于澳大利亚城市边缘地区和偏远

地区的学校的领导梯队建设对所有学生的未

来发展至关重要。”[14]TFA将提升教师的领导

力视为解决澳大利亚教育发展差距悬殊问题

的重要途径,希望通过提供教师领导力培训项

目,让每个教师都能成为未来教育变革的推动

者和领导者,进而确保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为所

有年轻人提供优质和公平的教育。
表1 2019年澳大利亚各州/领地三年级学生在国家评估计划中的测试达标率[7]

指标
阅读达标率
(%)

写作达标率
(%)

拼写达标率
(%)

语法和标点达标率
(%)

算术达标率
(%)

新南威尔士州 96.6 97.3 94.3 95.6 96.1
维多利亚州 96.6 96.6 94.7 96.0 96.4
昆士兰州 96.0 96.2 93.0 95.1 95.2
西澳大利亚州 95.6 96.3 92.2 93.7 95.2
南澳大利亚州 94.6 95.1 91.7 93.5 94.4
塔斯马尼亚州 94.6 95.8 89.4 93.4 95.5
首都领地 96.0 96.3 92.1 95.8 96.8
北领地 72.7 72.3 66.0 69.7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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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薄弱学校”指处于城市边缘地区(outerregions)、农村地区、偏远地区(remoteregions)的学校,或社区社会教育优势指数(the

IndexofCommunitySocio-EducationalAdvantage,ICSEA)低于1000的学校。ICSEA中的值对应各学校学生在国家评估计划———读写和计算

(NAPLAN)中的测试成绩。一般而言,ICSEA值的计算范围为500~1300,中位数为1000。ICSEA值越大,说明该学校的教育实力越强。资

料来源:AustraliaCurriculum,AssessmentandReportingAuthority.Guidetounderstanding2012IndexofCommunitySocio-educationalAdvantage
(ICSEA)values[EB/OL].[2022-12-31].https://docs.acara.edu.au/resources/Guide_to_understanding_2012_ICSEA_values.pdf.



  (二)澳大利亚教师领导力培训的实际状

况不容乐观

由于澳大利亚教育当局未深刻意识到提

高教师领导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教师并

未获得贴合实际情况的、符合需求的领导力培

训,进而帮助他们出色地发挥领导作用。根据

2013年的TALIS报告[15]和2018年的TALIS
报告(卷I)《作为终身学习者的教师和学校领

导》(TeachersandSchoolLeadersasLifelong
Learners)[16],澳大利亚教师接受的专业发展

培训主要涉及以下主题:课程知识、学科知识

和学科理解、学科教学能力、跨学科教学技能、

ICT教学技能、针对特殊需求学生的教学方法、

学生行为和课堂管理、学生评估实践、学生评

估的分析和使用、家校合作、多元文化或多语

言环境下的教学、与来自不同文化或国家的人

交流的技巧、个性化的学生学习方法。可见,

从2013年到2018年,澳大利亚教师专业发展

的培训主题少有涉及教师领导力的。此外,在

2018年的TALIS报告中,约48%的教师指出

其接受过学校管理与行政方面的培训[16]。同

时,只有43%的澳大利亚校长表示他们在担任

校长之前接受过正式的教学领导培训,这明显

低于经合组织(OECD)54%的平均水平[17]。

由此可见,在澳大利亚,教师领导力培训并没

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培训状况不容乐观。

  二、“为澳大利亚而教”教师领导力培

训项目的目标定位

  在追求卓越且公平的教育目标指导下,

TFA的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一方面注重未来

领导者的培训数量、质量和多样性,充实丰富

领袖型教师人才储备库,这也是有效的领导力

发展战略的重点;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学校领导者

的领导才能,整体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的领导质量,

为薄弱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持久的影响。

(一)促进学校教育公平

TFA希望通过“领导力发展项目”消除教

育不平等现象,打破恶性循环,提升澳大利亚

整体教育质量,不断促进社会变革。因此,该

项目的培训目标是将志愿者教师培养成优秀

的课堂教师和推动未来教育改革的领导者。

(二)储备学校领导人才

TFA提出“未来领袖项目”的政策目标是

通过向具有领导潜力的优秀教师提供针对性

的领导能力培训,为薄弱学校提供和储备更多

优秀的学校领导者。具体而言,该项目希望达

到以下3个培训目标:第一,提高薄弱学校的学

校领导培训和发展质量;第二,引导薄弱学校

的优秀教师成为学校领导者(包括校长);第

三,充实具有较高领导才能的领袖型教师人才

库,以便及时补充空缺的领导岗位。为此,“未

来领袖项目”为薄弱学校的优秀教师提供专门

的领导力培训,发掘优秀教师的领导才能,开

发优秀教师的领导潜力,增强优秀教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促进澳大利亚薄弱学校的领导人

才梯队建设,推动长期的教育变革和创新,实

现帮助“所有澳大利亚年轻人成为自信和有创

造力的人、成功的学习者、积极和有见识的社

区成员”[18]的国家教育目标(见图1)。

图1 “未来领袖项目”预期目标

(三)加强领导队伍建设

TFA开展“学会领导项目”是为了加强薄

弱学校领导队伍建设,以帮助薄弱学校实现真

正的教育变革。此外,TFA希望“学会领导项

目”的培训对象达到如下具体目标:一是高效

地发挥学校领导者的领导效能,从而促进学生

的成长;二是发展领导技能和丰富领导经验,

从而成为更高级别的学校领导职位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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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进教师群体共享学习经验,形成一个相

互支持的学习共同体,从而促进教师自身的持

续发展。

  三、“为澳大利亚而教”教师领导力培

训项目的实施策略

  (一)建立严宽相济的招募筛选机制

为培养卓越的领导型教师,TFA实行严宽

相济的招募筛选机制。其中“严”主要体现在2
个方面:一是设置了严格的招聘程序,采用多

种方式考核申请者是否达标;二是制定了严格

的筛选标准,全面评价申请者的参与动机和综

合能力,重点考察申请者的领导潜能。严格的

准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浪费项目资

源和申请者的时间,真正为学校培养杰出的教

师领导者。而“宽”同样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

TFA的招募选拔坚持公平、无歧视的原则,鼓

励有志于实现教育公平的人士积极参与其中,

并适当照顾他们的特殊需求;第二,TFA可以

根据申请者的特殊情况合理调整招聘流程,一

方面确保所有申请者都有机会参加满足其多

样化需求的领导力培训计划,另一方面确保所

有申请者在甄选过程中均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1.制定严格合理的遴选程序

TFA极力寻求有远大职业目标、致力于实

现教育公平、拥有成长型思维的教师领导者。

因此,TFA设计了含有多个考核阶段的遴选程

序,且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目的是确保

申请者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品质。

例如“领导力发展项目”的甄选程序共包括在

线申请、面试、选拔3个阶段:在线申请阶段,申

请者需要阐述过去的经历以及参加该项目的

缘由;面试阶段,开展面试旨在更全面地掌握

关于申请者的教育经历和培训动机等信息;选

拔阶段,其中选拔日(selectionday)的面试包括

一对一 访 谈、小 组 活 动(小 组 练 习 和 小 组 汇

报)、问题解决测试和试讲课。

“未来领袖项目”的筛选过程共包括6个阶

段。第一,在线申请阶段。此阶段主要的任务

是了解申请者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和教育目

标。TFA希望了解发生在申请者课堂上的正

面故事、申请者已学习过的课程和已掌握的技

能以及申请者参加该培训项目的目标,以便能

够支持申请者朝着其领导目标前进。申请条

件包括:K-12教育工作者有至少2年的教学经

验;来自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新南威尔士

州、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薄弱学校,同时有着

继续在澳大利亚薄弱学校任教的意向;具备领

导素质和潜力,渴望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和成

为学校领导者,提高自身的教育影响力。第

二,校长“背书”(endorsement)阶段。在这一阶

段,申请表必须有校长的签名,同时校长必须

提供有关申请者的教学表现和领导技能的信

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是使 TFA进一步

了解申请者是否适合参加该培训项目;二是使

校长了解申请者在培训中的角色和责任,确保

申请者在培训过程中持续得到校长的支持和

帮助,这对于确保申请者及其学校从“未来领

袖项目”中取得成效至关重要。第三,虚拟选

择集中(virtualselectioncentre)阶段。在此阶

段,申请者需要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领导者

进行线上会面,同时申请者还需要参加“情景

面试”活动(scenario-basedactivity),以便TFA
进一步了解申请者的技能和思维方式。第四,

优势测试(strengthstest)阶段。此阶段的主要

目的是了解申请者的优势和劣势,以便 TFA
制定出更符合申请者发展需求的培训内容。

第五,小组汇报(groupdebrief)阶段。在此阶

段,每个小组需要汇报小组成员的共同点以及

从彼此身上学习到的东西,以帮助申请者进一

步完善自己的培训学习计划。第六,与“领导

力教练”交流阶段。在此阶段,申请者需要与

专业的“领导力教练”会面谈话。TFA通过此

次对话进一步了解申请者的成长经历、教育经

验、社区(特指任教学校所在的社区)影响力以

及培训学习计划。

“学会领导项目”的甄选程序分为在线申

请和选拔活动(selectionevent)2个阶段。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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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包括个人简历和

申请表。申请者需在申请表上填写基本的个

人信息,同时需回答与申请者的领导表现相关

的3个问题,具体涉及申请者最骄傲的领导成

就,申请者是如何发现、处理、看待领导过程中

的错误,申请者在领导教师团队的过程中面临

的问题、处理方法及结果。第二阶段的面试形

式包括一对一访谈和角色扮演(roleplaysce-

nario)等。

TFA对申请者的筛选不像传统方法那样

严重依赖申请者在纸笔考试中的卷面成绩,而

是通过一对一访谈、小组汇报、行为面试和“情

景面试”等严格且多样的考核手段了解申请者

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个人品行,以及测试申

请者的沟通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重要能力。

2.设立严格且全面的甄选标准

TFA设立了严格而全面的甄选标准,着重

考察所有申请者的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体现

了高度的“择优性”。例如,“领导力发展项目”

设计了一系列考察问题来评估申请者是否拥

有卓越的教师领导者应具备的8项主要能力

(见表2)。遴选的首要条件是申请者相信教育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愿意投身到实现

澳大利亚教育公平的事业之中。换言之,TFA
想挑选的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教育事业,从内心

深处认同TFA核心理念的“同路人”。总的来

说,TFA主要从内在素质和外在能力2个方面

来评判申请者与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的匹配

度。在内在素质方面,TFA非常重视申请者的

道德品质,如乐于奉献、坚忍乐观、勇于挑战、

谦逊自重、尊重他人等品质。在外在能力方

面,TFA尤为注重考察申请者的领导能力、沟

通能力、影响他人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策划

能力、组织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环境适应能

力等主要能力,从而判断申请者是否具备领导

者的号召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表2 申请者应具备的主要能力及TFA要求考察的相关问题[19]

主要能力 考察的相关问题

1领导能力和显著成就
(1)在大学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中,你是否获得了显著的、可量化的成就
(2)你是否竭尽所能地展现自己的领导才能、争取卓越的领导成就

2教育使命感和教育信念
(1)你是否渴望改善所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2)你是否坚定地相信教育的力量是促进社会正义的力量

3沟通和影响能力

(1)你是一个逻辑清晰且充满自信的沟通者吗
(2)你具备影响和激励他人的能力吗
(3)你是一个成熟且具有良好风度的人吗
(4)你是一个积极的倾听者吗

4解决问题的能力
(1)你是否能够批判性地思考、分析问题
(2)你是否积极寻找相关的问题解决方案

5组织和策划能力
(1)你是否能够有效地策划、组织教学活动,以便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
(2)你是否能够及时调整、优化教学活动

6抗挫能力

(1)你是否有不服输的精神和乐观精神
(2)你是否愿意努力去克服困难
(3)你喜欢挑战吗
(4)你渴望成功吗

7处事能力
(1)你是否具备谦虚处事的意识
(2)你是否具有同理心和尊重他人的意识
(3)你希望你在人群中是最出众的吗

8学习和自我评价能力

(1)你是否具有努力拼搏、争取成功的动力
(2)你愿意向他人学习吗
(3)你是否在寻找向他人学习的机会
(4)你是否认同你需对自己目前的教学表现和领导表现承担大部分责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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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计针对性较强的领导力培训内容

为提高领导力培训的实效性,TFA根据培

训对象的身份特征和培训目标有针对性地设

计领导力培训的内容。例如,“未来领袖项目”

旨在挖掘优秀教师的领导潜力、发展优秀教师

的领导才能和培养优秀教师的领导信心,因而

其培养计划围绕以下5个方面来培养教师的个

人领导力和塑造教师的领导思维。5个方面包

括“自我领导力”(selfleadership)、“技术专长”

(technicalexpertise)、“关系型领导力”(rela-

tionalleadership)、“建 立 关 系 并 影 响 他 人”

(buildingrelationshipsandinfluencingoth-

ers)、“系统思维”(systemsthinking)。其中,

“自我领导力”是指领导者表现出自我意识和

他人意识。领导力中的自我意识可称为“领导

意识”,主要包括领导者对自己的了解程度、对

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由此

引起的互动。强大的自我意识是加强领导技

能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提升领导效力。他人意

识,通常也称“社会意识”,是指领导者能够观

察和了解他人,并相应地作出回应。鉴于领导

力与人息息相关,强烈的他人意识是领导者应

具备的基本意识。具备这种特质的领导者通

常会更加善于倾听和强调对话,根据情况调整

领导风格和灵活处理问题,了解组织文化及其

对团队的影响,重视他者的存在及影响,容易

感同身受,从而展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和说服

力。“技术专长”是指领导者注重了解技术专

长的重要性,并承认专业角色和所处环境对领

导力发展至关重要。“关系型领导力”是指领

导者表现出对第一民族(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峡岛民)的知识、原则、观点和生存方式

的深刻理解。这表明TFA认为未来学校领导

者需要具备文化理解和认同能力,尤其要注重

理解和认可土著文化。“建立关系并影响他

人”是指领导者明白建立同事关系、倾听和理

解他人观点的重要性。领导者通过建立信任、

听取他人观点以及加深对教师、学生和社区的

了解来为教师增权赋能,有助于提升其领导学

校管理与变革的能力。“系统思维”是指领导

者将关注点从校内扩展到社区,将教育的多个

方面视为相互联系、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的思

维方式。由此可见,“未来领袖项目”希望帮助

培训对象提升在引领教学、发展自我和影响他

人、引领创新和变革、领导学校的管理、加强与

社区互动和合作等方面的领导技能。

此外,“学会领导项目”以 TFA根据指导

性文件《澳大利亚校长专业标准和领导力纲

要》(Australian ProfessionalStandardfor

PrincipalsandtheLeadershipProfiles)制定

的“领 导 能 力 框 架”(LeadershipCompetency
Framework)为依据,设计培训内容,构建培训

体系。该“领导能力框架”提出了“领导自我”

“领导他人”“领导学习”“领导变革”4个重点发

展领域,以及优秀领导者应具备的16项能力和

47种行为习惯[20]。在此框架下,培训内容具

体涉及“如何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如何

引领教师团队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如何鼓励

教师团队为实现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奋进”“如

何考察教师的表现并提供高质量的反馈,以支

持教师改进教学实践”“如何制定学校的发展

战略计划”“如何利用数据来制定目标、改进计

划及完善行动”“如何提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教师专业发展机会”“如何进行具有挑战性的

对话”“如何提高抗挫能力和适应能力”“如何

提高自我意识”等主题(如图2所示)。总的来

说,TFA期望培训对象通过“学会领导项目”掌

握一些有助于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

技能,如制定战略的能力、指导他人的能力、开

展具有挑战性对话的能力、建立高效能的教师

团队的能力,以及敢于担当、积极进取、善于洞

察、科学决策等优秀的领导品质。

(三)采取实践取向的教师培训模式

TFA的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采用临床实

践的教师培养模式,强调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指

导思想,注重“学、做、思”三者相结合,形成了

具有实践取向的学习模式,即注重“学习理论

知识—在相关指导下训练—在真实的教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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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实践—反馈与反思—反复实践和反馈—

评估学习成果”的强化学习模式(见图3)。“在

真实情境下针对所学有意识地开展相关的实

践活动能够促进习得”[21],同时“结合反馈进行

有意识的反复练习能够强化和提高学习者习

得的技能”[21]。

图2 “领导能力框架”及主要内容

图3 实践取向的强化学习模式

  例如,在“领导力发展项目”的职前集中强

化培训阶段,志愿者教师在完成一系列线上课

程、面 授 课 程 和 自 主 学 习 课 程(self-directed

learning)后,需要到中小学校实习10天,感受

真实的课堂教学环境,并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第

一手教学经验(hands-onteachingexperience)。

在教学期间和放假期间,志愿者教师还须通过

在线学习、工作坊、导师辅导、讲座等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来学习与“教学与领导力发展”

相关的主题课程。这些主题通常包括“个人领

导力”(personalleadership)、“学 习 和 发 展”

(learninganddevelopment)、“有目的地准备”

(preparingpurposefully)、“有效实施”(imple-

mentingeffectively)、“专 业 参 与”(engaging

professionally)、“识 字 和 计 算 能 力”(literacy
andnumeracy)、“促进幸福”(promotingwell-

being)等。主题课程结束后,志愿者教师被要

求将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教学实践中,而

TFA会根据志愿者教师的课堂教学改进情况,

评估志愿者教师的学习效果。这种边学习边

实践的方式,有利于志愿者教师将学习到的教

学知识和教学技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场景中,

从而快速提升教学质量。

为培养优秀教师应具备的领导能力,“未

来领袖项目”根据教师的职业需要设计具有针

对性的领导力发展计划,提供线上远程学习课

程、强化工作坊(intensiveworkshop)、校本创

新项目(school-basedinnovationproject)、一对

一的领导力辅导等培训活动,为教师营造包容

性强的学习环境。强化工作坊主要在学校假

期开展活动,共分为3个阶段进行:4月进行第

一次强化培训(3天),7月进行年中强化培训(3
天),9月进行最终强化培训(3天)。理论知识

的学习必须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相结合。因此,

TFA要求培训对象根据在培训期间掌握的领

导知识和领导技能在任教学校或学校所在的

211



社区开展一个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标的创新

项目。对于培训对象而言,这既是一个情境化

的、工作嵌入式(job-embedded)的知识转化和

应用机会,也是一个积累领导经验的机会。对

于培训对象所在学校而言,这是一个在学校形

成一种鼓励每个人有意识地把自己视为领导

者并参与领导活动的文化氛围的机会,有助于

提高教师个人在未来担任领导职务的可能性。

整体而言,每个教师都需要投入大约150个小

时来完成各项培训任务,包括每周平均2个小

时的线上学习和为期9天的强化工作坊学习活

动(共70个小时的线下学习)[22]。

(四)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指导和支持体系

2018年 TALIS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只有

37%的新手教师表示刚入职时学校为其指派

过学校导师,这意味着每10名新手教师中就有

6名没有导师[17]。可见,接受指导的新教师比

例较低。导师指导是培养教师和提高学生成

绩的关键因素。有研究发现,新教师从和谐的

师徒关系中可获得一系列好处,包括情感支

持、信心增强、自我反思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增强、课堂管理实践逐步规范(norms)[23]。

因此,为增强培训对象的组织支持感,TFA建

立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体系和发达的专业支

持体系。在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开展期间,

TFA为志愿者教师、新手教师和学校领导者指

派了“领导力顾问”,在巩固领导技能、转变传

统思维方式、转化学习成果等方面给予个性化

的帮助和支持,引导培训对象发展自己的领导

才能。在“领导力发展项目”中,TFA为志愿者

教师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支持系统(见图4),

以帮助志愿者教师提升专业发展能力,顺利完

成2年的支教,并为他们提供健康服务和福利。

首先,在“教学与领导力发展”培训阶段,TFA
为志愿者教师安排了教学和领导顾问(teach-

ingandleadershipadvisers),其主要职责是为

志愿者教师提供严格的一对一辅导、定期课堂

观察和人文关怀,以指导志愿者教师成长为优

秀教师和领导者。其次,TFA还为志愿者教师

安排 来 自 澳 大 利 亚 天 主 教 大 学(Australian

CatholicUniversity,简 称 ACU)的 学 业 导 师

(academicmentor),在整个硕士学位课程教学

中为志愿者教师提供支持和监督,指导其达到

“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AustralianNational

ProfessionalStandardsforTeachers)的基本要

求。再次,TFA还为志愿者教师指派在校导师

(in-schoolmentors),即任教学校中教学经验

丰富的教师,提供日常教学实践支持,并协助

志愿者教师融入学校和当地社区的生活。同

时,志愿者教师还能与由往届志愿者教师组成

的“为澳大利亚而教”社区和“为所有人而教”

(TeachForAll)网络联系,共同讨论国际教育

和课堂最佳实践(classroombestpractice)、学

校领导、社会创新和相关政策等教育和社会话

题,以及如何获得有效的正向情感支持。另

外,不论项目学校在哪个地区,志愿者教师都

可以访问所有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学生服务

平台,获取课程和评估建议、行政支持以及健

康服务和相关福利。综上所述,TFA为志愿者

教师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和支持体系,使

志愿者教师不仅能够得到教学和领导力顾问、

学业导师、在校导师的教学实践和领导力指

导,而且还能与其他志愿者教师交流和讨论一

些教育话题和社会话题,从情感上相互支持。

此外,“未来领袖项目”注重为新教师提供

基于其独特优势和教育志向的个性化指导(in-

dividualizedcoaching)。在指导的过程中,“领

导力教练”在巩固领导技能、挑战传统思维方

式、转化学习成果等方面给予新教师帮助和支

持。建立同伴网络(peernetwork)是专业学习

的核心要素之一,同伴网络可以增加培训对象

的社会资本,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并为个人

寻求他人帮助提供良好的机遇。因此,TFA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非常注重同伴网络的建设,即

将新教师与其他才华横溢且充满激情并在相

似背景下工作的教育者建立联系,努力创造让

其能一起合作和学习,分享彼此的学习成果、

教育想法和最佳教学实践的机会,从而达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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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长的目的。TFA还为新教师提供“情境化

支持”(contextualizedsupport),即提供与新教

师所在学校和地区正面临的特殊机遇和挑战

密切相关的支持。每个新教师都会收到由“未

来领袖项目”团队开发的、可以在学校之间共

享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资源。

图4 TFA志愿者教师指导和支持系统

  四、“为澳大利亚而教”教师领导力培

训项目的实施效果

  迄今为止,TFA的“领导力发展项目”已实

施12年,共培养了1120名志愿者教师,受惠

学生人数约37万[24]2-3。首先,在志愿者教师的

个人能力方面,81%的校长认为志愿者教师具

有较高的教育热情和强烈的教育使命感以及

奉献精神,并且具备出色的教学能力[25]15;60%
的校长认为志愿者教师的领导潜力超过一般

的新任教师;20%的校长认为志愿者教师的领

导潜力稍强于一般的新任教师[25]11。可见,绝

大部分校长认为志愿者教师拥有较高的领导

素质。其次,就该项目的影响力而言,89%的

校长认为志愿者教师为学校带来了积极的影

响;75%的校长表示志愿者教师正在改进对学

生非学术能力和社会情感(socioemotionalout-

comes)的培养[24]10。另外,调查还显示:在离职

(结束两年的支教生涯)的第一年,约有22%的

志愿者教师在教育行业担任领导角色,而在离

职的第五年,这一比例为28%;在离职的第三

年,约有5%的志愿者教师担任校长助理(as-

sistantprincipal);在离职的第四年,约有3%的

志愿者教师担任校长这一领导角色,而在离职

的第五年,这一比例升至6%左右[25]17。可见,

不少志愿者教师在离职后继续以领导者的身

份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领导力发展项

目”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还存在志愿者教师

的教学实践与其接受的教学硕士课程之间的融

合有待提高、TFA提供的领导力支持不够充分、

培训效果评价方式的多样性不足等问题。

2021年,DESE委托有关机构对“未来领

袖项目”进行了持续性的评估。相关数据表

明:在2020年的所有培训对象中,38%的教师

提高了管理和领导变革的能力;40%的教师提

高了处理冲突的能力;49%的教师提高了团队

管理的能力;57%的教师提高了应对压力的能

力;83%的教师表示自己已经为担任学校领导

角色做好了准备;约40%的教师在培训结束后

被提升到领导岗位或更高的领导职位[8]4。此

外,还有数据表明:85%的教师提出校本创新

项目提高了他们的领导能力,而81%的合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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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长一致认为,校本创新项目有助于提高学

校学生的学习成绩;100%的教师认为一对一

领导力培训辅导和“情境化支持”直接推动了

他们的领导力实践,而94%的教师认为“领导

力教练”在帮助他们改进学校工作方面作出了

贡献;88%的教师指出“同伴网络”与他们作为

有抱负的领导者的需求相关[8]8-9。此外,“未来

领袖项目”也得到了来自培训对象、学校校长、

“领导力教练”等人的良好反馈。一位接受过

培训的教师指出:“‘未来领袖项目’是一个可

以积累领导知识和提升领导信心的培训计划。

作为一名领导者,我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去支持

他人并为所有人提供包容性强的和令人兴奋

的教育。”[13]曾担任“领导力教练”的加里·奎

因(GaryQuinn)也指出:“通过参加‘未来领袖

项目’,项目成员可以获得高水平的专业学习,

习得成功领导者所具备的技能,并能得到来自

经验丰富的‘领导力教练’的支持。我向任何

渴望成 为 学 校 领 导 者 的 人 强 烈 推 荐 这 个 计

划。”[13]总的来说,“未来领袖项目”扩宽了为薄

弱学校培养领导者的渠道,提高了教师领导力

的培养质量,在解决薄弱学校缺乏高水平的学

校领导者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正在发挥正面的

影响作用。

自2016年实施以来,“学会领导项目”已为

133名来自薄弱学校的学校领导者提供了有效

的领导力培训[24]3。在2020年接受培训的学校

领导者中,100%的人认为该培训项目提高了

他们的领导能力;95%的人认为该培训项目帮

助他们做好了更好地履行学校领导职责的充

分准备;94%的人认为该培训项目比其他领导

力培训活动更能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24]14。综

上所述,TFA为教师提供了符合发展所需的、

持续的、高质量的教师领导力培训,这不仅全

面提升了教师的领导素养和领导才能,而且增

强了学校领导者更好地发挥学校领导作用的

自信心,因而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持续关注

和支持。

  五、“为澳大利亚而教”教师领导力培

训项目的启示

  (一)扩大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的覆盖面

如前所述,“领导力发展项目”“未来领袖

项目”“学会领导项目”的培训对象分别为毫无

教学经验的志愿者教师、处于教师职业生涯前

2~5年的新手教师、担任学校领导职位至少1
年的教师。可见,TFA根据处于不同职业发展

阶段的教师的特征和职业需求设计和实施了

更具针对性的领导力培训项目。但是在国内,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教师领导力培养对象单

一。虽然骨干教师群体被学者们广泛认定为

中国的领导型教师[26],但是在教育行政部门人

员的眼中,只有教导处主任、副校长和校长等

拥有头衔的中层干部才算得上是领导。因此,

一般而言,只有副校长和校长才有机会接受领

导力培训。另外,虽然有些教师没有担任行政

职务,未获得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但是他们的

教育行为和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

他教师。然而,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都忽视了

对这些教师领导力的培养。可见,我国教师领

导力培养的对象单一,领导力培训的覆盖面过

于狭窄。

“教师领导力是不断发展的专业态度、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组合’”[27],也是涵盖前

瞻力、感召力、影响力、控制力和决断力等领导

能力在内的能力体系[28]。事实上,提升教师领

导力的过程就是发展教师专业素养的过程,而

且培养领袖型教师是现今教师专业发展的大

趋势[29]。因此,每个教师都需要接受教师领导

力培训。相关部门在制定教师领导力培训计

划的时候,应考虑扩大教师领导力的培训范

围,将新教师、骨干教师等视为领导力培训的

重要对象。

(二)构建“理论引领—实践内化—总结反

思”一体化教师领导力培训模式

如前所述,TFA的教师领导力培训项目要

求培训对象将抽象的教学理论知识和领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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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与教学实践和领导实践相结合,具有鲜

明的“临床实践”特征。“实践—反馈—反思”

的循环学习过程有利于帮助培训对象真正做

到将相关领导知识和领导技能“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这也符合从关注“理论”转向关注

“实践”的国际教师教育模式变革趋势[30]。然

而,受传统培训观念的影响,我国的教师/校长

领导力培训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以理论知识

的传授为主;第二,授课内容与培训对象所在

学校的实际情况相脱节;第三,培训形式以大

班授课、专家讲座和视频网络授课为主。这些

问题导致培训对象的参与不足,实践感和体验

感不强,教师/校长领导力培训收效甚微。因

此,走向实践应该成为我国教师/校长领导力

培训的应然追求和实然样态。我国的教师/校

长领导力培训可以尝试构建“理论引领—实践

内化—总结反思”一体化的教师领导力培训模

式(见图5)。

图5 “理论引领—实践内化—总结反思”一体化教师领导力培训模式

  (三)开发注重协作与共享的培训方式

不少学者的研究指出,合作能力是教师领

导力的关键能力之一[31-33]。此外,众多研究表

明教师协同合作是开发教师领导力的重点。

有研究者指出同事之间强有力的关系网是确

保教师领导力获得开发的重要支柱[34]49。有研

究发现教职工的合作程度与教师领导力的提

升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35]。通过协同合作,教

师不仅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实现知

识的转换,共同提高专业能力[34]117。合作建立

在合作探究和信息共享的前提之下。因此,

TFA注重创建学习共同体,让培训对象能够分

享各自的知识、能力、方法、专业理念和实践经

验。例如,“校友计划”是 TFA为培养志愿者

教师的教学领导能力而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

主要是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建立起教师之间的

交流途径,形成教师联盟,以便志愿者教师可

以彼此分享和探究各自的想法、建议和经验,

相互交换各自的优质资源,吸纳更多的优秀教

师到教学团队。

为推动我国教师/校长领导力培训,有关

部门应注重协作与共享的培训形式,营造支持

合作与积极参与的文化氛围,建立平等、协商、

尊重、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使每个培训对象

都能把他人视作自己职业道路上的同行者和

促进者。例如,充分发挥工作坊这种实践教学

模式在教师/校长领导力培训中的作用,可以

通过问题研讨、角色扮演、经验分享等方式促

进培训对象积极参与和互动,培养和增强培训

对象的分享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又如,利用

网络平台、微信或QQ群建立“主题社区”,一方

面让培训对象在培训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问题

研讨、辩论、反思、诊断;另一方面进行论坛式

成果展示,即开设一个可以让培训对象展示实

践成果的论坛,给他们分享、学习、交流、争鸣

的机会[36]。

参考文献:

[1] CHENGAY,SZETOE.Teacherleadershipdevelopment

andprincipalfacilitation:noviceteachersperspectives

[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16(58):140-148.

[2] KENNETHL,DORISJ.Theeffectsof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onorganizationalconditionsandstudentengage-

611



mentwithschool[J].JournalofEducationalAdministra-

tion,2000,38(2):112-129.

[3] MUIJSD,REYNOLDSD.Teacherbeliefsandbehavior:

whatreallymatters? [J].JournalofClassroomInterac-

tion,2002,37(2):3-15.

[4] KARAM,BOZKURTB.Theexaminationoftherelation-

shipbetweenteacherautonomyandteacherleadership

throughstructuralequation model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ofContemporaryEducationalResearch,2022,9

(2):299-312.

[5] 宋磊.激发教师领导力,开发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新动能

[J].中小学管理,2020(9):1.

[6] DandoloPartners.EvaluationoftheFutureLeadersPro-

graminitialreport[EB/OL].(2021-09-30)[2023-01-13].

https://www.education.gov.au/teaching-and-school-lead-

ership/resources/evaluation-future-leaders-program.pdf.

[7] AustralianCurriculum,AssessmentandReportingAuthor-

ity.NationalAssessmentProgram-LiteracyandNumera-

cy(NAPLAN):nationalreport2019[EB/OL].(2020-02-

25)[2021-09-13].https://nap.edu.au/results-and-re-

ports/national-reports.

[8] TeachForAustralia.FutureLeadersProgramoutcomessnap-

shot2022:empoweringregionaleducators[EB/OL].[2023-

01-13].https://teachforaustralia.org/wp-content/uploads/

2022/11/FLP-Outcomes-Snapshot-2022.pdf.

[9] TAYLOR L,BOGOTCHIE.Schoolleveleffectsofteachers

participationindecisionmaking[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

PolicyAnalysis,1994,16(3):302-319.

[10] SMYLIEM A.Newperspectivesonteacherleadership

[J].TheElementarySchoolJournal,1995,96(1):3-7.

[11] HARRISA,JONESM.Teacherleadershipandeducation-

alchange[J].SchoolLeadership& Management,2019,

39(2):123-126.

[12] 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Global.Teacherleadership:

waystomakeanimpactineducation[EB/OL].[2021-

09-11].https://www.umassglobal.edu/news-and-e-

vents/blog/teacher-leadership.

[13] LEITHWOOD K,HARRIS A,HOPKINS D.Seven

strongclaimsaboutsuccessfulschoolleadershiprevisited

[J].SchoolLeadershipandManagement,2020,40(1):5-

22.

[14] TeachForAustralia.Applicationsopenfor2022FutureLeaders

Program[EB/OL].(2021-10-14)[2021-12-11].https://

teachforaustralia.org/applications-open-for-2022-future-lead-

ers-program.

[15] FREEMANC,O’MALLEY K,EVELEIGH F.Australian

teachersandthelearningenvironment:ananalysisofteacher

responsetoTALIS2013finalreport[EB/OL].[2023-01-07].

https://research.acer.edu.au/talis/2.

[16] THOMSONS,HILLMANK.TheTeachingandLearningInter-

nationalSurvey2018[G]//Australianreportvolume1:teachers

andschoolleadersaslifelonglearners.Melbourne:Australian

CouncilforEducationalResearch,2019:111.

[17] RUSSOL.Howimportantismentoringandleadership

training? [EB/OL]. (2019-07-02)[2023-01-07].

https://teachforaustralia.org/how-important-is-mento-

ring-and-leadership-training/.

[18] DepartmentofEducation,SkillsandEmployment.The

AliceSprings(Mparntwe)educationdeclaration[EB/

OL].(2019-12-13)[2023-01-13].https://www.educa-

tion.gov.au/download/4816/alice-springs-mparntwe-ed-

ucation-declaration/7180/alice-springs-mparntwe-educa-

tion-declaration/pdf.

[19] TeachForAustralia.IntroducingourflagshipLeadership

DevelopmentProgram[EB/OL]. [2022-12-31].https:

//teachforaustralia.org/our-programs/leadership-devel-

opment-program/.

[20] 麦爱弟.澳大利亚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培训探析———以“学

会领导”项目为例[J].现代中小学教育,2022(6):87-94.

[21] 王绯烨,洪成文.美国新兴教师领导力计划的理念、实操

和保障[J].外国教育研究,2020(1):116-128.

[22] Teach ForAustralia.FutureLeadersProgram [EB/OL].

[2023-01-07].https://teachforaustralia.org/our-programs/

future-leaders-program/.

[23] HOBSONAJ,ASHBYP,MALDEREZA,etal.Mentoringbe-

ginningteachers:whatweknowandwhatwedon’t[J].

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9,25(1):207-216.

[24] TeachForAustralia.Ourimpact2021[EB/OL].(2021-

08-02)[2021-12-11].https://teachforaustralia.org/our-

impact-2021/August2nd.pdf.

[25] DandoloPartners.TeachForAustraliaprogramevalua-

tionreport[EB/OL].(2017-05-)[2021-12-11].https://

www.education.gov.au/download/3799/teach-australia-

program-evaluation-report/5566/document/pdf.

[26] 王绯烨,洪成文,萨莉·扎帕达.骨干教师领导角色的认

知研究[J].教师教育究,2017(5):58-63,80.

[27] MEYERD.Whatisteacherleadership? [EB/OL].(2019-03-

15)[2021-09-13].https://www.elmhurst.edu/blog/teacher-

leadership.

[28] 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苗建明,霍国庆.

领导力五力模型研究[J].领导科学,2006(9):20-23.

[29] 徐景辉,李为成.领袖教师与教师专业发展[M].香港:

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5:12.

[30] 杜静,杨杰.关注实践:国际视域下教师教育的模式变革

711



与价值转向[J].比较教育研究,2013(10):28-33.

[31] HARRISA,MUIJSD.Teacherleadership:principlesandprac-

tice[EB/OL].[2023-01-13].https://www.researchgate.net/

publication/316284478_Teacher_Leadership_Principles_and_

Practice.pdf.

[32] DEVILLIERSE,PRETORIUSSG.Democracyinschools:are

educatorsreadyforteacherleadership? [J].SouthAfrican

JournalofEducation,2011,31(4):574-589.

[33] LUMPKINA,CLAXTONH,WILSONA.Keycharacteris-

ticsofteacherleadersinschools[J].AdministrativeIssues

Journal,2014,4(2):59-67.

[34] 阿尔玛·哈里斯,丹尼尔·缪伊斯.教师领导力与学校发

展[M].许联,吴合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5] HANSOLW,GERALDL,SOO-YONGB,etal.Teacher

leadership,collectiveactions,decision-makingandwell-

being[J].InternationalJournalofTeacherLeadership,

2022,11(1):29-49.

[36] 张仁芳.中小学杰出校长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1(8):33-37.

TargetingandImplementationStrategiesforTeacherLeadershipTraininginAustralia:
AnAnalysisBasedonthe“TeachForAustralia”TrainingProgram

MAIAidi
(Schoolofmanagement,GuangdongVocationalCollegeofScienceandTrade,Qingyuan511500,China)

Abstract:Teachersleadershipisoneofthekeyfactorstopromotestudentslearningachievementand
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school.Australia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trainingandim-
provementofteachersleadership,activelyexploreswaystoimproveteachersleadership,andintro-
ducesthe“TeachForAustralia”(TFAforshort)educationreformplan.“TeachForAustralia”has
launchedthe“LeadershipDevelopmentProgram”,“FutureLeadersProgram”and“TeachtoLead”
respectivelyforteachersatdifferentstagesofdevelopmentandcareerneeds.Thegoalofthe“Leader-
shipDevelopmentProgram”istocultivatevolunteerteachersintoexcellentteachersandleadersto
promotefutureeducationreform;The“FutureLeadersProgram”hopestostrengthentheconstruc-
tionofleadershiptalentecheloninAustraliasweakschoolsandcontinuetopromoteeducationalre-
formandinnovationbydevelopingtheleadershippotentialofnewteachers,enhancingtheirleadership
confidenceanddevelopingtheirleadershipskills;The“TeachtoLead”aimstobuildahigh-quality
teamofschoolleaderstohelpweakschoolsachieverealeducationalchanges.Themainstrategiesof
Australianteacherleadershiptrainingincludefouraspects:implementingtherecruitmentandscreen-
ingmechanismofcombiningstrictwithleniency,designinghighlytargetedleadershiptrainingcon-
tent,adoptingapracticeorientedteachertrainingmodel,providingall-roundprofessionalguidanceand
improvingthesupportsystem.ThepracticalexperienceofteacherleadershiptraininginAustraliais
worthlearningfrom.Basedontheperspectiveofcomparison,Chinashouldpayattentiontoteacher
leadershiptraining,improvetheteachertrainingandstrengthentheteachingforcebyexpandingthe
coverageofteacherleadershiptrainingprograms,buildinganintegratedtrainingmodelof“theory
guidance-practiceinternalization-summaryandreflection”,anddevelopingtrainingmethodsthat
focusoncollaborationandsharing.
Keywords:teacherleadership;teachertraining;practiceoriented;professionalsupportsystem;“Teach
ForAustralia”Training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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