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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的
培养目标与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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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530001)

摘要:为回应突出学习者能力与保证学习连续性的国家要求,摆脱师资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的现实困

境,菲律宾政府于2022年4月颁布《卓越教师教育法案》并着手进行教师教育改革。通过聚焦卓越教师,《卓

越教师教育法案》回答了什么是菲律宾式的卓越教师,以及如何建设卓越教师教育体系等问题。在卓越教师

教育培养目标方面,以追求卓越的人为旨归,要求卓越教师成为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成长的菲律

宾教师和学校领导者。在卓越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要求卓越教师教育实施机构形

成完备的三角结构,包含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具体举措包括:增权赋能教师教育委员会,以统领教师

教育全局;完善管理制度,以落实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监管责任;发挥教师教育卓越中心榜样示范作用,以提

高教师教育执行力;等等。深入分析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体系建设可以发现,菲律宾卓越教师

教育治理呈现出治理体系现代化、专业发展标准化、成长路径可视化、激励机制灵活化等特点。目前,菲律宾

仍面临师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的双重困境,以及存在教师总体学历水平偏低、教师经费预算不足等问题。

因此,追求卓越教师的美好愿景与菲律宾的本国实际尚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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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质量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国际竞

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与高层次人才的竞争。

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与高层次人才数量取决于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及教师队伍[1]。从国际形势

看,近年来,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

出台了卓越教师改革计划,教师培养正经历从

量到质、从合格到卓越的巨大飞跃。因此,“培
育卓越教师”已成为当前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

新方向[2]。2022年4月,菲律宾政府颁布了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ExcellenceinTeacher
EducationAct),即 R.A.11713号法案。这是

21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首次颁布的教师教育

系统改革法案,也是菲律宾独立以来第二次颁

布国家教师教育政策。该法案适用于所有公

立和私立机构的基础教育教师和学校领导者,
以及所有公立和私立教师教育机构。那么,卓
越教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菲律宾式

的卓越教师? 菲律宾如何建设卓越教师教育

体系? 本文试图基于《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探
讨这些问题。

  一、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法案》出台

背景

  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法案》的出台不仅

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破解教师教育自身发

展困境的现实需要。

08



(一)回应突出学习者能力及保证学习连

续性的国家要求

菲律宾长期发展规划《2040年愿景》(Am-

BisyonNatin2040)指出,到2040年,菲律宾将

成为一个繁荣的中产阶级社会,没有贫穷,人

民健康长寿、聪明且具备创新精神,社会充满

高度信任,家庭成员在充满活力、具有文化多

样性和弹性的社区中成长[3]。其中,人民聪明

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愿景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政府需要积极主动地确定教育议程。正规教

育系统除了要确保菲律宾学生获得基本素养

(包括读写素养、科学素养、信息技术素养、经

济素养、文化素养和公民素养等),还要确保学

生获得批判性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造

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等,以及发展学生性

格品质,如好奇心、主动性、持久性和毅力、适

应性、领导力等。为此,修改课程内容、改进教

师授课方式、确保教师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等

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3]。

菲律宾政府颁布了《更新版菲律宾2017—

2022发展规划》(UpdatedPhilippineDevelop-

mentPlan2017—2022),以此作为实现《2040
年愿景》的第1个短期发展规划。菲律宾发展

规划旨在重建新常态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

和社会的复原力,主要包括卫生系统改进、粮

食安全、学习连续性、数字转型和地区开发等5
个主要发展项目[4]。其中,确保学习连续性是

一项重要指标,为达成该指标,政府要求学校

有能力提供远程教育和相关教学服务,教师有

能力适应不同的教育模式,即开展线上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下教学等。《卓越教

师教育法案》提出,必须建立高质量教师队伍

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传授前沿知识,通过教

师专业发展来提高教师育人能力,有针对性地

解决疫情防控导致的教育服务中断以及教育

质量下降等教育紧要问题。

(二)破解师资数量与质量双重困境

无论从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还是从高等教

育机构数量上看,菲律宾都拥有在东南亚各国

家中较发达的教育体系。但是,菲律宾基础教

育仍然面临着教师人员紧缺、师资质量欠佳、

教学效能不高等现实困境[5]。

1.教师人员紧缺且分布不平衡

菲律宾长期以来奉行非强制性人口生育、

禁止堕胎以及宗教信仰等政策,受其影响人口

增长率较高[6]。截至2022年,菲律宾人口结构

中0~14岁人口占比达30.34%,15~64岁人口

占比达64.23%,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5.44%[7]。

可见,菲律宾人口结构以青壮年为主。巨大的

年轻劳动力储备虽然为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巨大动力,但也对义务教育造成前所未

有的压力,师资缺口难以短时填补。

2013年,菲 律 宾 政 府 通 过 了《共 和 国 第

10533号法案》(REPUBLICACTNO.10533),该

法案提出全面推行K-12教育政策。基础教育

亟须壮大,公、私立学校教师队伍亟待扩大。

菲律宾教育部报告,2015—2016学年菲律宾

公共教育系统共有6746134个教学职位,截至

2016年3月,已有超过36000个职位空缺[8]。

新进教师不仅无法满足公立学校需要,其师资

分布也不均衡。截至2018年,菲律宾教师教育

卓越中心(TeacherEducationCenterofExcel-

lence,简称TE-coe)仅有34所[9]。从分布空间

上看,教师教育卓越中心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

区,而 在 经 济 文 化 相 对 落 后 的 民 马 罗 巴 区

(Mimaropa)、西米沙鄢区(WesternVisayas)、

卡拉加区(Caraga)等地仅有1所教师教育卓越

中心,东米沙鄢区(EasternVisayas)和棉兰老

穆斯林自治区(AutonomousRegionofMuslim

Mindanao)则未设有教师教育卓越中心。师资

缺乏和分布不均对整个菲律宾基础教育系统

造成了不良影响。

2.师资质量欠佳且教学效能不高

国家能否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教育机构(TeacherEdu-

cationInstitutions)每年培养的教师是否合格。

菲律宾教师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在菲律宾教

师资格考试(theLicensureExamforTeach-

ers)中通过率持续偏低,无法满足基础教育需

要。据统计,2017年有263679人参加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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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考试,但仅有85361人通过,总通过率为

32.37%,即使2017年所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的学生都进入教师队伍,2018年仍有超过1万

名教师的缺口[8]。

世界银行开展的菲律宾公共教育支出跟

踪和定量服务研究(PhilippinesPublicEduca-

tionExpenditure Trackingand Quantitative

ServiceDeliveryStudy)显示,目前中小学教师

无能力教授一部分K-12课程,除英语教师外,

其他中小学教师在学科测试中,有一半的测试

内容不能正确回答[10]。

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

示,在79个国家中,菲律宾学生的阅读理解能

力排名垫底,科学和数学能力排名倒数第2[11]。

PISA结果表明了菲律宾基础教育问题的紧迫

性,这极大地激发了菲律宾政府对教育质量问

题进行改革的决心[12]。师范毕业生在教师资

格证考试中表现不佳以及在职教师教学能力

不足,都表明菲律宾政府要实现为大众提供优

质教育的愿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3]。

二、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

卓越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和追求“无

限”与“整全”的人格特质。菲律宾卓越教师教

育最终目的是培养追求卓越的人[14]。《卓越教

师教育法案》指出,卓越教师教育的目的是培

养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成长的菲律

宾教师和学校领导者,进而为培养“具有责任

心、能力及生产力的个体、菲律宾公民及全球

公民”而服务[15]。因此,卓越教师教育是以保

护和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各级优质教育的权利

为导向,以确保高质量教育为核心,为培养卓

越的人服务。《卓越教师教育法案》中强调的

“卓越”,不仅是目的而且是手段。“卓越”不仅

包括能够为教师教育特别是在课程开发、教

学、培训、研究和推广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还

包括能够高效地和创新地提供有相关性的、功

能性的高质量项目。由此看出,菲律宾卓越教

师教育是通过卓越的教师教育项目来追求人

的卓越。那么,何人可以称之为“教师”? 何样

的教师才称得上是“卓越教师”?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要求增强教师职业

的包容性,将“教师”范围的界定从基础教育教

学阶段扩展到幼儿园阶段。1994年通过的《共

和国第7784号法案》(REPUBLICACTNO.

7784),把“教师”界定为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从事

任何学科(包括实用或职业艺术)课堂教学的

所有人员,包括在所有私立或公立教育机构从

事指导和咨询、教学监督的人员,以及通过政

府举办的教师资格考试但未被实际聘用的教

育毕业生,但不包括学校护士、学校医生、学校

牙医、学校行政人员和其他学校行政支持人

员[16]。随着2013年菲律宾幼儿园教育被纳入

基础教育阶段,公、私立学校的幼儿园教师被

纳入教师的范畴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卓

越教师教育法案》对教师及教师教育进行了重

新界定:“教师”指在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公、私

立基础教育机构依法具有从事教学资格的人,

其中包括参与各科教学实践、职业技术教育以

及未被实际录用的教师;“教师教育”指职前、

在职期间教师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其中

包括研究 生 教 育、各 专 业 领 域 的 教 育 等[15]。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对教师及教师教育的重

新界定,突出了菲律宾对教师教育标准化、正

规化的重视。

菲律宾政府通过出台《菲律宾教师专业标

准》(PhilippineProfessionalStandardsfor

Teachers)对卓越教师应具备的能力和特点进

行了具体的描述。在教育教学方面,首先,卓

越教师需要具备较完善的学科专业知识、广博

的文化知识和一定的教学理论基础,同时还应

认识到跨学科教学的重要性。其次,卓越教师

还要精通菲律宾语和英语,并能运用有效的沟

通策略与教学策略来促进高质量教学的发展。

最后,卓越教师要创建能满足学习者学习多样

性需求的环境,尊重不同学习者的特点和经

验,鼓励所有学习者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

成为成功的公民[17]。在课程方面,卓越教师要

基于有效教与学的原则将课程内容转化为与

学习者相关的学习活动,并积极地与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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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课程活动互动。在评估学习者方面,卓越教

师要能够运用多种评价工具和策略来监测、评
估、记录和报告学习者的需求与进步[17]。在社

区服务方面,卓越教师要主动建立学校与社区

之间的伙伴关系,丰富学习环境,将课堂教学

与更广泛的学校社区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

的经验、兴趣和愿望联系起来[17]。在个人成长

和专业发展方面,卓越教师应重视自身的成长

和专业发展,重视反思学习,追求个人成长和

终身学习[17]。

三、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为实现卓越教师培养目标,以及解决20世

纪末菲律宾教师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各实施

机构之间职能重叠、责任边界不明导致的在职

教师教育治理混乱、教师教育资源浪费、教师

教育效率低下等问题,《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要

求重新整合教师教育资源以形成完备的三角

结构。具体如图1所示。卓越教师教育体系包

含决策层、管理层及执行层。其中,教师教育

委员会(TeacherEducationCouncil)作为决策

层,主要负责绘制国家教师教育发展蓝图、指
定和审查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等工作。菲律宾

国家教育学院(NationalEducatorsAcademyof
thePhilippines)作为主要的管理层,负责审核

执行层所提供的专业发展项目、评估教职人员

的专业发展水平及职业发展阶段。执行层包

括教育部分支机构,各服务部门或单位,公、私
立大学或学院以及其他培训机构,主要开展具

体的职前与在职教师培训。其中,教师教育卓

越中心作为卓越教师教育机构,是执行层的中

坚力量,也是各区域教师教育的枢纽,负责提

供优质的职前培养以及在职教师的教育培训

服务。

图1 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实施机构

  (一)决策层:教师教育委员会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要求强化教师教育

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以便统领教师教育全

局。具体表现为,明确教师教育委员会职能定

位、优化教师教育委员会组织架构等方面。

1.明确教师教育委员会职能定位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提出,教师教育委员

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教师教育路线图,指导具

有相关性、创新性及协作性的教师教育项目。

教师教育路线图是适合菲律宾国情的具有可

操作性、前瞻性的教师教育发展流程及蓝图。

该路线图需提交至高等教育委员会(Commis-
iononHigherEducation)并列入国家发展人力

资源开发计划国家高等教育路线图中。教师

教育委员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标准加强并

改进教师培训体系以及教师和校长的职业认

可体系,其中包括全国教师考试、教师资格预

审以及制定并实施基于专业标准的教师及校

长职业认定等政策[15]。教师教育委员会需审

查现有政策以提出新法案、新政策,不断提高

和加强教师教育,促进教师和校长福祉。教师

教育委员会可在政府部门和其他有关机构的

职责范围内寻求帮助。因此,菲律宾教师教育

发展由教师教育委员会全权负责与监管[15]。

2.优化教师教育委员会组织架构

教师教育委员会作为决策层,其组织架构

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教育部部长为委员会主

席(Chairperson)、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为委员

会副主席(Vice-chairperson)、技术教育和技能

发展局局长为委员会主任(Director)、国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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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委员会和专业监管委员会主席为委员会

执行主任(ExecutiveDirector),其余4名常任

委员会成员均由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指定[15]。

另外,教师教育委员会设秘书处(TheSecretar-

iat),协助教师教育委员会执行其政策及标准

并提供必要的行政及技术支持。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要求秘书处增设以

下办事处:优质职前教师教育办事处(Quality
Pre-serviceTeacherEducationOffice)、质量教

学办事处(QualityTeacherOffice)以及财务行

政办 事 处 (Financeand Administration Of-

fice)。其中,优质职前教师教育办事处应履行

如下职能:与各教师教育机构合作,开展资源

共享、实践路径研究等改善教师教育的项目;

对教师教育委员会的教师资格考试内容进行

评估与研究等[15]。质量教学办事处则应确保

卓越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标准在全国各地公平、

一致地实施。质量教学办事处应履行以下职

能:为贯彻和实施针对教师和校长的《国家职

业 评 估 计 划》(NationalCareerAssessment

Program),制定相应政策或提出相关建议;协

助教师教育委员会评估教师能力并提供认定

教师与校长所处的职业发展阶段的依据;研发

关于 提 升 教 师 和 校 长 能 力 的 有 效 途 径;等

等[15]。因此,教师教育委员会通过优化内部组

织架构来保障各方利益。

(二)管理层: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

针对在职教师教育治理混乱、教师教育数

据管理平台缺失以及师资质量低下等问题,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提出,要通过完善教师教

育管理制度来落实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的监

管责任。完善教师教育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

明确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的监管目标与监管

标准、强化监管职能、建立监管平台等方面。

1.明确监管目标与监管标准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规定,菲律宾国家教

育学院为所有公立和私立基础教育机构的在

职教师、校长和其他与教学相关的人员提供优

质的教师教育专业发展规划。菲律宾国家教

育学院以保证在职教师、校长及其他与教学相

关人员的培训标准和培训质量为核心职能,以

能力、创新、奉献及共情为核心价值追求。

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作为教师教育体系

中的一环,服务于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总目

标,即培养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成

长的菲律宾教师和校长[15]。此外,作为管理

层,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是教师教育决策的管

理者与监督者,其具体目标是:一方面,菲律宾

国家教育学院根据既有标准审核专业发展项

目;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旨在设立

一个信息系统来存储、跟踪、监控、分析教师和

校长在专业发展项目中的参与情况,并将参与

情况作为评估教师、校长以及其他与教学相关

人员职业发展阶段的参考依据。

在监管标准方面,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主

要根据《菲律宾教师专业标准》(PhilippinePro-

fessionalStandardsforTeachers)以及《菲律宾

校长专业标准》(PhilippineProfessionalStand-

ardsforSchoolHeads)筛选出合格的教师专业

发展项目,包括符合菲律宾教师入职计划、职

业发展计划,以及特殊计划的课程、研讨会、讲

习班和其他专业发展项目。

2.强化监管职能并建立专业发展信息系统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规定,菲律宾国家教

育学院的首要任务是与教师教育委员会合作,

促进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之间的一致性和连

续性。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根据专业标准设

计和实施专业发展计划,帮助教师和校长增加

教学专业知识和提升领导力,并确保教师和校

长能够公平地获得专业发展机会。除此之外,

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作为管理层,其主要监管

职能 具 体 表 现 在 监 管 内 容、监 管 模 式 两 个

方面。

在监管内容方面,首先,菲律宾国家教育

学院要认证执行层所进行的教师教育项目。

其次,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还要协调、监督、研

究并评估由执行层所提供的课程、研讨会、讲

习班和其他专业发展项目。再者,菲律宾国家

教育学院根据教师、校长以及其他与教学相关

人员的专业发展学分,认定其专业发展阶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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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其职业发展阶段。

在监管模式方面,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要

采用基于循证研究的专业发展方式,通过统一

监管标准、统一教师入口、统一专业发展信息

系统来确保教师、校长以及其他与教学相关人

员获得专业发展、职业发展并使二者之间产生

有效联系。其中,专业发展信息系统包含菲律

宾国家教育学院认可的专业发展项目、项目提供

者、在职教师和校长以及其他与教学相关人员的

信息和他们获得的专业发展学分名单等[15]。

(三)执行层:教师教育卓越中心

针对菲律宾师资配置不均、职前教师合格

率低等问题,《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提出要发挥

教师教育卓越中心榜样示范作用,以提高教师

教育整体执行力。

1.增加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数量与类型,

激发执行动力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要求教师教育委员

会根据既定标准评估现有的公、私立教师教育

机构,为识别和指定教师教育卓越中心提供依

据,并要求由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管

和制定战略规划。《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还要

求,教师教育委员会要在各地区积极发展教师

教育卓越中心,为广大职前、在职教师提供优

质的学习与发展资源,包括实习培训、学习资

源以及教育教学研究等。《卓越教师教育法

案》还规定,所有的教师教育卓越中心要每隔3
年开展1次审查和评估工作,以确保其具备法

律规定的资质。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鼓励为特殊教育教

师提供专门的教师教育基地,要求位于吕宋岛

的马尼拉市(Manilla)、位于米沙鄢岛的宿务市

(Cebu)和位于棉兰老岛的达沃市(Davao)设立

至少1所教师教育机构作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教

育卓越中心[15]。增加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数

量与类型,既有助于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优化师资力量、促进教育公平,又有助于激发

教师教育机构优化升级的动力,从而提高竞争

意识,增强执行意愿。

2.加强教师教育卓越中心职能,提高执行

效率

为提高教师教育卓越中心执行效率、发挥

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卓越教师教育法案》规定

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职能具体包括:(1)开展

创新性、相关性的职前与在职教师教育和培训

工作,含替代性学习系统(AlternativeDelivery
Programs),确保教育连续性;(2)组织和协调

教师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并使其成为改进教

师教育项目、政策标准、指导方针的基础;(3)

成为编制课程、教学材料或两者兼备的教师资

源中心;(4)成为本区域教师教育具体学科交

织的枢纽;(5)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制定标准

及相关行为准则,鼓励在本地或国际期刊上发

表与教师教育相关的论文并促进学术传播[15]。

3.建立教师教育奖学金制度,加大执行力度

针对合格师资紧缺问题,《卓越教师教育

法案》要求设立教师教育奖学金项目(Teacher

EducationScholarshipProgram,简称 TESP)

以激励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

从范围上看,教师教育奖学金面向公、私

立基础教育学校需要给予援助的高中毕业生,

以及在教师教育卓越中心攻读本科教师教育

学位的大学生。教师教育奖学金项目由高等

教育统一学生资助系统(UnifiedStudentFi-

nancialAssistanceSystemforTertiaryEduca-

tion,简称 UniFAST)负责实施。

从内容上看,教师教育奖学金提供的经济

援助包括免除学费、供应教材、提供学习和研

究材料等保障津贴、资助发表论文和申请项目

等学术津贴、报销研究出版费和教师资格考试

审查费等费用。另外,该奖学金还提供服装或

制服津贴、住宿津贴、运输津贴,以及其他与教

育有关的生活津贴等。

从实施保障上,教师教育委员会另设学生

激励支持办事处,负责实施吸引优秀学生从事

教育的项目、制订教师教育奖学金计划、为定

向生设立特殊奖学金等举措。教师教育委员

会还与教育部协调制订年度奖学金实施计划,

与公、私立基础教育学校合作,开展每年1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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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宣讲,以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

四、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的治理特点

《卓越教师教育法》指导下的菲律宾卓越

教师教育体系通过重塑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

行层架构,为教师教育保驾护航,体现出教师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专业发展标准化、成长

路径可视化以及激励机制灵活化等特色。

(一)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教师教育高效

运转

推进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协同

多方主体实施常规监测和统整各级机构[18]。

菲律宾追求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体

现在教师教育治理主体结构、治理客体、治理

目标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

一是治理主体结构。菲律宾从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进行教师教育治理。教师教育委

员会作为决策层,直接向国会和总统负责;菲

律宾国家教育学院作为管理层,向教育部负

责;教师教育卓越中心作为执行层的中坚力

量,向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上述3所机构都

由政府把控,彼此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合作、相

互制衡,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除此之外,菲

律宾教师教育体系试图建立一个自上而下且

由多方主体参与的系统网络。卓越教师的培

养依赖于政府、大学及中小学之间的协同联

动[19]。协同参与教师教育发展的机构或部门,

不仅包括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专业监管

委员会,还包括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管理局、

各级政府、社区以及学习供应商等。

二是治理客体。菲律宾教师教育治理客

体具有趋向立体化的特点。教师教育治理不

仅包括公、私立教师教育机构,各级各类基础

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师协会团体等,还包括在

基础教育阶段的所有教师、学校领导者,以及

未录用的职前教师和教师教育市场。

三是治理目标。教师只有具备了全人素

养,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0]。菲律宾教师

教育治理目标具有人本主义色彩:一方面,重

视教师及学校领导者的职业发展以及专业成

长;另一方面,重视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心、能
力及生产力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其成为

卓越的菲律宾公民以及全球公民。

四是治理方式。菲律宾通过颁布法律法

规以及建立数字信息系统来治理教师教育。
《卓越教师教育法案》的颁布与实施为教师教

育发展提供了法治基础,专业发展信息系统的

建立则为政府掌握教师教育市场和教师个体

信息提供了平台,助力教师教育的决策、管理

及执行。
(二)专业发展标准化:促进在职教师的专

业发展

菲律宾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在职教师教育

相关标准和指南,以明确在职教师专业素养,

规范在职教师教育内容,并指导全国教师教育

实践。2017年8月,菲律宾教育部颁布《菲律

宾教师专业标准》,规定了不同职业发展阶段

所对应的专业要求,并明确教师绩效考核标

准。2020年1月,菲律宾教育部推出《教师和

校长专业发展项目及课程的菲律宾国家教育

学院认可指南》(GuidelinesforNEAPRecog-
nitionofProfessionalDevelopmentPrograms
andCoursesforTeachersandSchoolLead-
ers),旨在规范教师教育项目和课程,明确教师

教育项目的认可流程,以及确保教师教育项目

与职业发展框架具有一致性[21]。

2020年9月,菲律宾教育部颁布《菲律宾

校长专业标准》,阐释了优质校长对优质教师

的意义,明确了校长的专业发展阶段。2022年

2月,菲律宾教育部颁布《实施基于成果的绩效

管理系统:菲律宾2021—2022学年教师专业标

准》(theResults-BasedPerformanceManage-
mentSystem:PhilippineProfessionalStand-
ardsfor TeachersforSchool Year2021—

2022),明确了在疫情背景下2021—2022学年

教师绩效衡量标准。菲律宾政府颁布的一系

列教师教育相关标准,从政策角度表明了教师

专业发展标准具有强制性、必要性,明晰了教

师教育培训方向,规范了专业发展要求,开启

了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化新时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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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长路径可视化:促进专业发展与职

业发展的融合

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职业成长路径是否清

晰,是影响教师工作能否积极的一项重要因

素。菲律宾建立了专业发展信息系统,充分依

托信息化智能化的评价方式,以数字技术和数

字基建为媒介平台,努力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

职业成长相融合[23]。专业发展信息系统既为

学习供应商提供了可视化的申请、审核等流

程,又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可视化的专业发展

路径,从而服务于教师、校长的专业发展与职

业发展。

一方面,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通过建立专

业发展信息系统来保证专业发展项目和课程

质量,确保项目、课程认可流程公开透明。学

习供应商可按照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官网提

供的申请步骤提交认可申请。目前菲律宾国

家教育学院已授权32所培训主体,其中包括教

育部及其分支部门、菲律宾师范大学(Philip-

pineNormalUniversity)、东南亚教育培训学

院(SoutheastAsianInstituteofEducational

TrainingInc)、盲人公司资 源(Resourcesfor

theBlindInc)等机构。

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努力打造

教育工作者端口,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教育部

及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发行的SIM 卡在菲律

宾国家教育学院官方网站进行注册,以获得信

息系统的账户。目前,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已

经面向全国所有的学区,推行使用专业发展信

息系统。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账

户登录,查看自己专业发展所处阶段以及成长

路径图。

(四)激励机制灵活化:扩充职前教师队伍

灵活的激励机制是保证教师教育质量、提

高教师培养效率的一项重要举措。菲律宾政

府在推行的教师教育奖学金制度中,建立了灵

活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与教育相关专业的

吸引力,有助于建立优秀的职前教师队伍,为

提高教师质量奠定基础。

首先,教师教育奖学金具有针对性和高福

利激励性的特点,主要面向在教师教育卓越中

心攻读教育相关学位的师范生。在学习和研

究方面,教师教育奖学金提供所有学费并免费

供应教材,以及提供学习、研究材料、研究项目

等学术津贴。在生活方面,教师教育奖学金提

供制服、服装津贴、住宿津贴、交通津贴等。由

此可见,教师教育奖学金囊括了学生学习、生

活的主要费用,激励优秀学生选择教育相关专

业,以此来扩充未来教师数量。

其次,教师教育奖学金还具有弹性,具备

奖励与竞争双重属性。评选包括筛选、培养、

评审与辅导等环节,以保障职前教师队伍更加

优质。教师教育奖学金通过实施年度竞争性

考试和资格标准评估,监督奖学金获得者在被

指定的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公、私立教师教育

机构中完成其课程。

最后,教师教育奖学金为其获得者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确保奖学金获得者在整

个学习过程中得到优质教师和专业人员的指

导,学生激励支持办公室(StudentIncentives

SupportOffice)与教育部协调制定年度实施计

划,其中包括全面的教师需求分析和招聘活

动,同时还要定期审查高水平教师和专业人员

的导师资格,并与公、私立基础教育学校建立

合作项目,每年进行1次职业演讲,以鼓励优秀

学生加入教师行业。

五、结语

随着人类知识快速更迭,人工智能、3D打

印、基因编辑等创新技术不断兴起,技术进步

与变革对人才培养不断提出新要求。技术正

在重塑教育,而教师作为教育过程的关键一

环,需要与时俱进。菲律宾政府于2022年4月

颁布《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推行教师教育体系

改革,正是认识到教师高质量专业化培养是提

升整个教师队伍质量的必备条件这一点[24]。

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不仅强调卓越教师培养

目标,即培养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

成长的菲律宾教师和学校领导者,还包含了对

教育体系重塑的意图。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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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反映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教师

教育治理的思路,教师教育的决策层、管理层

以及执行层都由政府把控,形成了权责明确、

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关系。这为认

识卓越教师教育培养的具体实践方式提供了

新视角和行动参照。在具体改革层面,菲律宾

通过增权赋能教师教育委员会来统领教师教

育全局、完善管理制度来落实菲律宾国家教育

学院的监管责任、发挥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榜

样示范作用等举措来提高教师教育执行力,推
动了教师教育发展。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治

理体现出治理体系现代化、专业发展标准化、

成长路径可视化、激励机制灵活化等特点。目

前,菲律宾的教师数量还不充足,教师学历水

平总体偏低,政府经费预算也捉襟见肘[25],这
些问题使《卓越教师教育法案》的推行受到极

大阻碍。因此,菲律宾卓越教师教育体系建

设,就目前而言,充满了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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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GoalsandSystemConstructionofExcellentTeacherEducationinthePhilippines

YANGSuping,ZHAOWan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NanningNormalUniversity,Nanning530001,China)

Abstract:Toaddressthenationalmandatetoenhancelearnerabilitiesandensurecontinuouslearning,
andtoovercomethechallengesofinadequatequantityandlowqualityofteachers,thePhilippinegov-
ernmentenactedtheExcellenceinTeacherEducationActinApril2022,initiatingteachereducation
reforms.Focusingontheconceptofexcellentteachers,theactaddressesthedefinitionofFilipinoex-
cellenceinteachingandtheestablishmentofanexcellentteachereducationsystem.Thetrainingob-
jectivesforexcellentteachersaimtocultivateindividualswhoembodyintegrity,competence,anda
commitmenttocontinuousprofessionalgrowth,servingasFilipinoeducatorsandschoolleaders.In
termsofsystemconstruction,theTeacherExcellenceEducationActmandatestheformationofa
comprehensivetriangularstructurecomprisingdecision-making,management,andexecutionlayers.
SpecificmeasuresincludeempoweringtheTeacherEducationCounciltooverseetheentireteachered-
ucationlandscape,enhancingmanagementsystemstoenforcetheregulatoryresponsibilitiesoftheNa-
tionalEducatorsAcademyofthePhilippines,andleveragingexemplaryCentersofExcellencein
TeacherEducationtoimprovetheimplementationofteachereducation.Ananalysisofthetraining
objectivesandsystemconstructionofexcellentteachereducationinthePhilippinesrevealscharacter-
isticssuchasmodernizedgovernance,standardizedprofessionaldevelopment,visualizedgrowthpaths,
andflexibleincentivemechanisms.However,challengesremain,suchastheshortageofqualified
teachers,aloweroveralleducationalattainmentlevelamongteachers,andinadequatefunding.There-
fore,thereisstillasignificantgapbetweenthevisionofpursuing“excellentteachers”andthecurrent
realityinthePhilippines.
Keywords:PhilippineTeacherEducation;theExcellenceinTeacherEducationAct;Excellencein
TeacherEducationSystem;trainingobjectives;systemconstruction;growth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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