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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教师素养及其发展路径
———第十六届东亚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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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2022年10月于西南大学举行的第十六届东亚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围绕“新时代教师素养及其

发展路径”这一主题,回顾并反思了东亚国家教师素养及其发展路径的历史与现实,着力探讨了东亚国家教

师素养培育和提升路径。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就新时代的教师素养内涵与知识结构、教师的身份认同与

角色定位、教师的数字素养及其发展路径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指出新时代应不

断强化教师素养的多元化发展、深度理解和多方位重构教师身份、有效推进教师教育一体化建设。会议促进

了教师教育理论的革新和东亚地区教师的专业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师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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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在进一步探索教育改

革和教师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教师

专业素养内涵与实践的关注,教师知识、教师

能力、教师信念和教师情感等成为重要的教师

教育国际议题。为促进东亚地区教师教育交

流,凝聚共识、分享经验,构想面向未来的教师

教育,2022年10月28至29日于西南大学举

行的第十六届东亚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以“新

时代教师素养及其发展路径”为主题,凸显国

际化、专业化、高层次、混合式特色,围绕新时

代教师素养与教师知识、教师的身份认同与角

色定位、教师的数字素养及其发展路径等议

题,展开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探讨。

一、新时代教师素养的内涵与知识结构

教师素养不仅蕴含教师专业的基本内涵,

同时彰显教师专业的时代特色,强调教师的全

面发展,更注重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1]。其不

仅包含教师知识和教师能力,还包含教师品

格、教师信念、教师情感等内容。在新时代全

球化背景下,东亚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对教师

专业素养的探讨立足国际上对人才需求和未

来发展的重新理解与定位,强调教师素养的多

元化发展,致力于共同研究和应对新时代对教

师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教师素养的内涵和表征

西南大学陈时见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师教

育在面向未来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应不断实现

转型。随着国家教师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

师教育从过去培养具有学科素养和教学技能

的学科型教师,迈向新时代培养政治素养、学

科素养、教育素养、技术素养和社会素养五大

素养兼具的高素质教师。山西师范大学闫建

璋教授等关注未来教师的情感素养,聚焦师范

生情感素养教育,提出师范生情感素养教育的

时代价值在于推动教育价值的理性复归,塑造

师范生完整教育生命,促进学生情智统一。教

师的情感素养教育要以教育爱、情感知识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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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情感能力为基本内容,以培育师范生教育爱

为统领,以优化情感课程设计为依托,以打造

情感实践环节为重点,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

保障,通过对师范生进行情感教育,培养未来

教师的情感素养。大阪教育大学王林鋒副教

授聚焦培养教师全球胜任力的学校领导项目

设计与实践,发现教师的全球胜任力与教师作

为反思实践者的学习程度正相关,指出教师被

期望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学习者,同时也需

要获得全球胜任力。北京师范大学戴子涵提

出,教师的情感韧性是教师安己育人的关键素

养。当代教师从事情绪劳动已成为共识,教师

也面临更多的情感挑战,比如教育活动的不确

定性造成的心理脆弱感和应对无力感等,教师

需要情感韧性,即包括适时调节消极情感的情

感抵抗力与恢复力、合理协调个体情感状况与

社会文化规范的情感平衡力、在关系中寻求多

元情感支持的能力在内的情感素养。教师需

要形成充分的心理预期,提升教育技艺以增强

克服脆弱感的底气,通过刻意练习,转变认知

方式和思维模式,提升情感的张力,借助教师

共同体丰富情感知识与实践,使情感劳动更有

智慧。

(二)教师的数字素养

本次研讨会对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高速

发展背景下,全球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和新

时代教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给予了积极回应,

并特别探讨了教师数字素养的价值理论、理念

构成以及实践路径[2],认为基于信息化与智能

化背景下教师素养的变化,教师的发展路径亦

应发生相应转变,以适应新技术发展对教师提

出的新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周作宇教授指出,在数字化

生存的大背景下,教育教学与新兴技术的深度

融合对教育教学观念、教师角色和师生关系、

教育教学创新等均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同时也

带来了新机遇,尤其是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教师

教育质量体系。周教授认为,数字化转型中的

教师教育问题值得探讨,建议把数字化转型与

教师教育发展作为下一届东亚教师教育大会

的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吴健健聚焦数字化教

学方式———在线教学,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大

规模在线教学为背景,调查教师的数字技术信

念、在线教学效能感和在线教学效能感与在线

教学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线教学效能

感是否会通过数字技术信念影响教师在线教

学的情绪耗竭。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发现教

师在线教学效能感、数字技术信念和在线教学

情绪耗竭之间显著相关。教师的数字技术信

念与在线教学效能感显著正相关,但与在线教

学情绪耗竭显著负相关。数字技术信念在教

师在线教学效能感对在线教学情绪耗竭的影

响中起显著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为后疫情

时代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带来启示。西华师范

大学石娟教授等指出,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发

展的重要表现,推进人工智能融入教学是促进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趋

势。人工智能在课堂教学中主要有作为媒介

的技术性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情境性存在和

作为“教师”的主体性存在。由此,对教师的数

字素养有着更高的期待,教师应以生命的智慧

引领人工智能教学的方向,师生应以理性的情

智遵循人机多元交互的边界,人工智能应以技

术的伦理勾连教师与学生,以引领人工智能融

入课堂教学的发展路向。华中师范大学李秀

晗老师认为,游戏化教学是信息数字化教学的

表现形式之一,教师的游戏化教学设计能力和

素养对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有一定作用。她

基于胜任力冰山模型和TPACK模型的理论,

以深圳市某小学为例,探讨了小学教师游戏化

教学的实施现状,建立了中小学教师游戏化教

学的胜任力模型,并从分析和开发游戏化教学

内容的能力、设计和实施游戏化教学活动的能

力、信息技术素养和个人特征四个维度,阐释

了如何培养教师的游戏化教学能力,进而提升

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化教学能力。华南师

范大学程晓红聚焦中年教师群体的数字素养,

分享了数字反哺视域下,智能时代中年教师学

习数字知识,促进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提升的

321



方式,指出数字反哺作为中年教师突破学习困

境的新视角,具有学习方向由自上而下转为自

下而上、学习内容因知识的数字化传播而日益

丰富、学习群体在人工智能助力下逐渐扩充等

三方面的特点,认为智能时代,中年教师应以

成人学习者的身份向青年教师学习数字知识,

强调以数字知识为引领激发深层次反哺化学

习,以双向共享为依托构建互惠学习共同体,

以分层评价为导向有序化搭建反哺平台,切实

推进中年教师的反向学习实现新发展。

(三)教师知识的构成与发展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推进,教师面临着

终身教育和世界性教育思潮的挑战、知识观变

迁的挑战和未来发展人才需求的挑战,教师的

专业知识结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例如,在核

心素养时代,为促成核心素养落地,教师的知

识结构需要从教材化向情境化转变,从碎片化

向系统化转变,从浅表化向深层化转变,从学

科取向向跨学科转变[3]。本次研讨会上,专家

学者也围绕教师的知识构成进行了讨论和分

享。上越教育大学林泰成教授从教师教育的

角度,提出成为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包括公民

教育、专业教学、学科专业和实践性知识四个

方面。公民教育知识指教师需要掌握的作为

国家公民应了解的广泛常识;专业教学知识指

与教学实践相关的理论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指

教师需要精通的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实践性

知识指成为教师必须有的学校实践经验,强调

实习和反思能力。西南大学陈时见教授指出,

在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转向的背景下,教师必

备的知识和能力应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

对新时代教师的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陈教授认为,教师教育大学化以后,其本质是

知识的创新,培养的教师应从知识型转为研究

型。过去的教师教育强调培养掌握学科知识、

教育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知识型教师,在教师教

育综合化、大学化后,更强调培养掌握学习能

力、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研究型教师。东京

学艺大学村山拓副教授关注特殊教育情景下

教师的知识,分享了从情感的社会建构关系到

课堂的课程发展过程中,教师在应对有情绪障

碍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时必需的知识与

技能,讨论了教师在不同环境下的知识和意

识,主张从残疾社会模式、情绪能力和学习的

社会建构理论等不同教学策略出发去建构教

师教学知识。北京师范大学王燕妮着眼于教

师条件性知识,通过对十名“双师型”护理专业

的教师采用半结构式一对一深入访谈,运用

Colaizzi七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归

类和主题提取,发现“双师型”护理专业教师的

条件性知识发展不平衡,由此强调增进条件性

知识的重要性。

二、新时代教师的身份认同与角色定位

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可以指教师对于自

己作为专业人员身份的辨识与确认[4]。近年

来,国际上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关注从教师主体

出发审视教师在复杂教育情境中的自我发展,

如从教师情绪、教师反思探讨其与教师身份认

同的关系。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关于教师身份

认同研究的理论视角涉及语言学、生态社会

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其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不仅包括

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也包括高等教育

机构的教师和教师教育者;在学科领域上,既

有英语学科,也包含化学、艺术等学科;在生涯

发展阶段上,不仅包含新教师的身份认同与建

构,也涵盖处于教育变革时期的资深教师的身

份重塑;在地域上,不仅有中国乡村教师的“乡

土”情感认同,也有日本一线教师的专业身份

认同。

(一)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

与会专家就新时代教师如何在身份认同

中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展开了讨论。上越教

育大学林泰成教授分享了日本教师身份认同

的现状。他认为,在学校教育内容发生变化、

重视学生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多元化时代背景

下,应通过分层来整合理解教师身份的专业

性,例如要求教师是某个领域的技术熟练者,

能根据变化进行反思,并超越该领域来引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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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采取教学情境中要求的伦理行动,等等。

但他同时指出,日本部分教育政策例如“特别

资格证”(特別免許状)制度,并不认同教师身

份和教师角色的专业性。所谓“特别资格证”,

是指为应对学校教育的多样化,根据地区和学

校的实际,以将已经有相当社会经验的人作为

教员为目的的资格证制度[5],其忽视了教师教

育所强调的教师职业的意义。此外,日本文部

科学省(MinistryofEducation,Cuture,Sports,

ScienceandTechnoogy)组织的教师资格认证

考试对报考资格并没有严格要求,拥有高中学

历者即可以参加小学学段的教师资格认证考

试,对是否有教育实习经历也没有硬性要求,

忽视了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师身份的专业性。

在建构主义视域下,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强调教

师专业身份是在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情境

脉络中不断建构的[6]。西南大学张军副教授通

过一名中学化学教师的案例分析,解读并重构

了青年教师的专业身份。张教授指出,教师身

份构建除受自身教育经历的影响外,网络空间

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对话平台和更

开放的互通空间,有助于教师实现多重角色的

重构。西昌学院边仕英教授等从乡村教师的

乡村教育情怀培养入手,就如何突破乡村教师

“乡土”化情感难激发、职业认同感与集体效能

感不强、职业权威性不足等困境,提出乡村文

化浸润与教育引导相结合、乡村文化心理资源

与教师职业价值相结合、“乡土”化德性自觉与

机制保障相结合三个解决方向,进而构建涵养

乡村教育情怀的全生态路径,实现乡村教育的

现代化转型。新时代教师的身份认同与角色

定位往往与教师的能动性发挥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研究者重点关注了大学教师身份认同

建构的情境性、能动性特征。天津科技大学展

素贤教授等采用叙事探究,基于人类发展生态

学视角,从更为复杂的系统环境下,探究高校

英语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教师身份认同与能

动性之间的关系、运行机制及其特征。通过对

高校英语教师展开深度访谈,发现我国高校英

语教师身份认同与能动性之间存在双向互动

关系,其运行机制是个人、多重环境、时间等因

素关联、共生的结果,并因其运行机制的代际

差异而表现出动态性、复杂性特征。这一研究

结果为高校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重要

启示。西南大学邓磊教授等通过对《教师法》

修订草案的法律条文解读,明确教师作为“教

育专业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拥有双重身

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厘清权责、把握尺度,

加强道德义务与道德期待的协同,促进权益保

障和行为督导的统一。

(二)教师多重角色的重塑

在新时代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教师发展面

临着新的挑战,教师角色也应发生相应转变。

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与研究生围绕教师角色

定位和多角色重构进行了探讨,一致认为在新

时代教学与学习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

下,应该深度理解和多方位重构教师身份,为

教师角色转变提供新方向和新思路。华中师

范大学熊淳副教授以“全球视野下基于教师健

康素养形成的教师教育变革”为题,探讨了新

冠疫情后“医教合作”需求增长背景下教师角

色的转变与挑战,强调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角

色转换的必然性,指出教师健康素养是教师赋

能与角色转变的诉求,而当下,提升教师健康

素养的困境在于社会对“教师健康素养的普适

性”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她认为,教师健

康素养的普适性表现需要满足教师自身专业

发展需求,支持学生的核心素养形成和全面发

展。她同时阐述了新时代教师教育变革的路

径,为教师角色重塑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北京师范大学王晓琪基于施瓦布实践课程观

展开论述,认为教师角色由被动执行者转变为

积极参与者,这种角色转变的观点对我国的课

程开发和实施均有积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

吴宇航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

同理论,探讨了具身教学法(embodiedpedago-

gy)对职前教师身份建构的影响及其机制,构

建了一种基于具身教学法的创新教学路径以

促进职前教师的发展。此乃布鲁纳认知学习

观与发现学习法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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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教师的培养模式及其发展

新时代,开展高素质教师的培养工作是建

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要路径。面对新时代

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东亚各国各高校对推进

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进行了

积极探索,具体表现为逐步改进教育实习模

式,构建跨界融合的教师教育,加强大中小学

合作教研。本次研讨会上,各专家学者聚焦基

础教育和教师教育,围绕新时代卓越教师的培

养展开了探讨与研究,指出了未来教师教育发

展的新方向。

(一)教师的培养模式

高质量教师是发展高质量教育的中坚力

量,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之基。《新时代基础

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提出,要“以高素质教师人

才培养为引领,以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为

支撑,……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

师资基础”[7]。教师教育一体化是21世纪以来

全球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教师教育一

体化凸显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坚持教师发展的

终身性,突出教师培养的连续性,强调教师素

质的整体性[8]。如何有效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

一体化? 与会专家学者立足本校、放眼国际,

深入拓展教师教育一体化实施路径,大力推进

教师教育一体化在多领域教育实践中的进程。

华东师范大学周彬教授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

育关系的演变出发,分析教师教育改革的方

向。基于有师范学校之前的师范教育、独立并

服务于基础教育的师范教育、依附于师范教育

的基础教育、教师教育高等教育化、脱身教师

教育和作为基础教育发动机的教师教育六个

演变阶段,周教授指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从紧密联系到相互背离,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

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严重滞后于基础教育,导

致师范教育无法引领和满足基础教育发展需

求。他进而提出教师教育要改革,教师就不能

只是知识的使用者,而应该成为知识的创造

者,认为未来教师教育的方向是大力发展学科

教学,创新学科教学知识,并以此为支点,重振

作为基础教育发动机的教师教育。首尔教育

大学张宪镇教授以教师职业发展为视角,阐述

了教育实习改进模式的开发,并基于教育实习

模式的改进背景,提出教育实习的改进要求和

具体建议,指出新时期的教师培养需要重点关

注教师的职业发展。他指出,要逐渐延长教育

实习期限,分阶段为师范生提供教职工作相关

准备,逐步深化师范生对教职工作的认识并培

养师范生的教师基本能力和专业素养。上越

教育大学林泰成教授从新时代教师教育一体

化出发,认为日本的教师培养具有以下特色:

一是师资培育的大学化,主要由教育大学或学

院培养教师;二是师资培育的开放性,学生可

通过进修非教育学院提供的教师培训课程获

得教师资格证。此类培养模式吸引了既具有

高度专业知识又具有广阔视野的人才从事教

育工作,为日本培养了高素质教师,也为日本

学校教育的普及、充实作出了极大贡献[9]。此

外,林泰成教授还分享了日本教职研究生院

(教職大学院)在培养高级教师方面所取得的

成果。教职研究生院是日本教师培养和在职

进修制度的重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

职教师的培养和再教育问题,也从制度上发展

了教师培养模式[10]。教职研究生院以在职教

师为对象培养“学校骨干”,主要培养教师的指

导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同时加强本科阶段的

教师培养,致力于从具备教育资质和能力的本

科生中,选拔培养更具实践性指导力、发展力

的新人教师,以在培养具有较强教育实践力的

新教师并将其输送到学校的同时,培养更多能

够指导新教师、具备高水准专业实践力的骨干

教师。华中师范大学戴伟芬教授阐述了构建

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强调应建立

跨界融合的教师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她对

跨界融合的教师教育进行了理论构建,并从职

前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者、职后教师教育和循

证教师教育证据库构建等四个领域进行了系

列实践探索。戴伟芬教授认为,跨界融合的教

师教育是未来发展方向,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跨界融合教师教育思想体系。华中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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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毛齐明教授指出,大学-学校合作教学研究活

动(U-STRA:University-SchoolCollaborative

TeachingResearchActivity)已成为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教师教育一体化

发展的实践路径。如何探索大中小学合作教

研中共享目标的形成过程和条件非常必要,研

究者通过对大中小学合作教研的会议记录进

行会话分析发现,大中小学合作是共同学习探

索和平等交流对话的过程,合作需要形成共享

目标,研究者和一线教师都需要调整观念、行

为和习惯。西南大学郑鑫副教授团队着眼于

中国学校的复杂结构,探索了校长分布式领

导、教研组长领导力、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

sionalLearningCommunity,PLC)与教师教学

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校长及教研组长

如何影响教师的群组学习和个人发展。研究

结果体现了中国学校特有的复杂领导结构与

层次,凸显了校长和教师领导在促进PLC和教

师个体发展上的不同作用,也为丰富教师知

识、提升教师素养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卓越教师的培养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各国教师教育体系

不断完善,教师教育改革持续推进,教师培养

质量和水平得到提高,但也存在教师培养针对

性不强、教师教育师资队伍薄弱、课程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教育实践质量不高等

突出问题。通过提高职前教师教育质量来促

进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是贯彻落实“强

基计划”和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举措[11],

大力培养卓越教师成为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

核心任务。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真正实现卓

越教师的培养从多重角度进行了阐述。西南

大学陈时见教授指出,新时代教师教育的新发

展定位是要培养高素质卓越教师,要以重点中

学的卓越教师和校长为抓手,培养未来基础教

育的名师、名校长和学科带头人以及教育家。

陈时见教授结合西南大学教师教育的改革探

索实践,阐述了新时代教师教育的行动路径:

一是在卓越教师培养改革行动上,强调师范专

业转型提质、师德教育贯通培养、文科理科强

基培优和师范文化环境建设;二是在学科队伍

建设行动上,加强教师教育、学科教育、文科基

础和理科基础的学科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在教

师教育协同创新行动上,加快建设教师教育与

基础教育协同创新实验区和教师发展共同体、

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改革及西部基础教

育优质学校百校联盟;四是在助力乡村教育发

展行动上,以乡村学校重点支持计划、乡村学

校教师和校长培训中心、乡村教师在线学习资

源中心、乡村学校协同发展联盟、县域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实验区五个方面为切入点,通过

大学和基础教育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基础教育

的发展,基础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大学教育

的发展提供良好支撑。华东师范大学王艳玲

教授通过对近十年来省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课程治理历程和特征的分析,探讨从“标准驱

动”到“教学问责”的变化,提出师范院校提升

教师教育课程治理效果和培养卓越教师的可

能路径———大力发展教学学术,推进教师教育

者的专业化。西南大学周琴教授等提出卓越

教师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理解文化的精

神内涵,认为卓越教师的文化使命主要表征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并以中国

中小学英语教学为例,指出教师应该在教学、

育人过程中,通过“比较、理解与判断”“认同、

内化与传承”“感悟、行为与外化”等手段去培

养学生的文化意识。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丰富教师的知识,提升教师的素养,即培养教

师理解文化素养和文化精神内涵的能力。北

京师范大学陆铮铮基于K-12教师研究能力培

养的现状,阐述了研究型教师的联合培养模

式,回答了如何培养“研究型教师”这一问题。

即:整合各方资源,塑造共育模式,研究创设中

小学、政府、高校、教师研修机构协同发展机

制,构建“S-GUT”(School-Government,Universi-

ty,Teacher-TrainingInstitution)”三维模型,提出

“研究型教师”联合培养模式的实践策略。

本次研讨会为东亚教师教育研究者搭建

了高质量的对话交流平台,推进了东亚教师教

育学科的发展,为教师教育理论的革新和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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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宝

贵建议,对于我国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进一步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和教师素养具有重

要意义。东亚地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包括东

亚教师教育国际联盟在内的各种合作机制,有
效推动成员高校间的交流合作,共谋发展、共
划未来,为东亚教师教育的持续改革与共生发

展提供新愿景、新智慧、新方略,为东亚地区教

师教育的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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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thethemeof“TeachersCompetenciesandDevelopmentPathintheNewEra”,the16th
InternationalSymposiumonTeacherEducationinEastAsiareviewedandreflectedonthehistoryand
realityofteacherscompetenciesanddevelopmentpathinEastAsiancountries,andexploredwaysto
improveandcultivateteachercompetenciesinthisregion.ExpertsandscholarsfromChina,Japanand
SouthKoreadiscussedandreachedabroadconsensusonthetheoreticalandpracticalissuesof
teachersprofessionalcompetenciesandknowledgestructure,teachersidentitiesandrolere-positio-
ning,teachersdigitalcompetenciesanddevelopmentpath,andpointedoutthatthedevelopmentof
teachersinthenewerashouldcontinuetostrengthen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ofteacherslitera-
cy,deepenunderstandingandmulti-dimensionalreconstructionofteacheridentity,andeffectivelypro-
motetheintegrationofteachereducationinthenewera.Italsoputforwardprospectiveandvaluable
suggestionsfortheinnovationofteachereducationtheoryand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
ersinEastAsia,whichfurtherpromoted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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