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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教师领导力培养的
理念、实施与特征

———基于安大略省“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目”的分析

柴 恋 琪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伴随世界教师教育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教师领导力日益成为教师的核心素养之一,为教师

专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目”自首次实施以来,历经多年的改革与完

善,已培养了越来越多具备优质领导力的教师。在设计理念上,“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目”致力于改革教师专

业发展模式,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推进学校改进计划。在实施策略上,“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目”主要通过全

方位的申请审核、筛选式的项目申报和系统化的培养锻炼发展教师领导力,呈现出学习模式丰富多元、反馈

机制灵活开放、保障体系全面完备的主要特征。借鉴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目”实施经验,我

国应扩大教师领导力培养的覆盖对象,构建以协作共享为核心的学习共同体,营造保障教师领导力培养的组

织环境,有效培养和提升教师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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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领导力”(teacherleadership)的概念

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被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提及,经过多年发

展,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教师教育改革与研究

的重点。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对“教师领导

力”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但大致倾向于将其界

定为学校教师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通过影响

学校其他共同体成员,包括同伴教师、校长、社
区等,不断改进自身教育教学、推动学校变革

的能力。近年来,随着教师领导力在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上的不断推进,其有效性已得到充

分论证。相关研究表明,具备领导力的教师能

够持续性地促进自身和共同体成员的专业发

展,积极推动学校的进步与变革[1]。由此,西方

各国纷纷出台教师领导力培养政策,致力于发

展教师领导力,培养领导型教师,教师领导力

已成为各国教师发展领域和学校改进领域的

热点议题[2]。近年来,教师领导力也成为我国

教育改革领域日益关注的话题。作为教师专

业发展的新诉求,教师领导力的培养有利于教

师革新教育理念,祛除职业倦怠心理,强化职

业责任感和教学主导意识。新时代呼吁学校

教育改革,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并

参与到改革实践中,提升教师领导力成为我国

教师教育的新使命[3]。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

关于教师领导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教师领

导力的认识尚处于动态探索和持续发展之中。
已有研究认为,我国教师领导力大多以教师自

我驱动的方式发展,体现出随意性和自发性,
并且受到学校制度的束缚[2]。因此,有必要了

解和学习国外培养和提升教师领导力的有效

举措与经验,提高对教师领导力的认知,科学

有效地培养教师的领导力。
截至目前,已有不少国家相继实施了教师

领导力项目。2007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联

盟(OntarioTeachers’Federation,OTF)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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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 多 公 立 教 育 局 (Toronto DistrictSchool
Board)联合首创教师培训项目———“教师学习

与领导力项目”(TeacherLearningandLeader-
shipProgram,TLLP),旨在从地方层面开启对

教师领导力的培养,主要针对全省具备两年以

上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或教师团体开展领

导力培训,通过系统科学的培养流程和方式,
从个人领导力、教学领导力和团队领导力三个

方面综合培养教师领导力,并给予其充分的反

馈和保障,以确保TLLP能够有效实施。项目

在充分激发每一名教师领导潜能的同时,传播

具有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助力教师实现教育教学的卓越发展和持续进

步[4]。安 大 略 省 每 年 都 会 推 出 新 一 轮 的

TLLP。据安大略省教育厅统计,大约78%参

与TLLP的教师在专业学习和领导力方面获

得显著提升[5]。“教师领导力”目前已成为加拿

大教师培养的重要内容。我国虽然与加拿大

在教育制度、教育环境和文化观念上存在诸多

差异,但均致力于通过发展教师领导力打造优

质教师队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拿大于21
世纪初开展对教师领导力的研究与培养,其教

师领导力的发展既建立在对本国教师发展的

现实问题与未来需求的考察上,又充分吸取了

早期他国教师领导力发展的有益经验。安大

略省经济发达,教师数量众多,且是加拿大实

施教师领导力项目的先行者,其“教师学习与

领导力项目”对加拿大教师专业发展产生了广

泛影响,成为加拿大其他省实施教师领导力项

目的重要指南。因此,以安大略省TLLP为研

究对象,通过对其设计理念、实施策略和主要

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反观我国教师领导

力的发展,可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师领导

力项目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安大略省 “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

目”的设计理念

  TLLP的出台紧紧围绕三大现实需求:从
教师角度出发,是改革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需

要;从学生角度出发,是提升学生学业成就的

需要;从学校角度出发,是推进学校改进计划

的需要。三者同时构成 TLLP的设计理念。

总体而言,TLLP通过培养领导型教师,拓宽教

师专业发展渠道,改革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提
升教师培养质量。同时,注重通过教师各方面

的领导力培养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此

外,关注教师领导才能的培养,赋予教师参与

学校管理与发展的机会,推进学校改进计划,
充分发挥教师领导力培养的积极作用。

(一)改革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教师专业发展是加拿大培养卓越教师的

重要渠道。长期以来,加拿大教师专业发展存

在培养体系死板僵化、培养渠道单一、培养过

程流于形式等弊端[6]。加拿大联邦政府认为,
为了培养更多更加优秀和卓越的教师,实现教

师持续性的专业发展,需要针对教师培养方式

的弊端,改革现有教师专业发展模式。2004
年,安大略省发布《卓越教师:通过持续专业发

展释放学生潜力》(TeacherExcellence-Unloc-
kingStudentPotentialThrough Continuing
ProfessionalDevelopment),面向教育界广泛

征集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7]。同

年,安大略省教育厅和安大略教师联盟组成工

作组,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

入调查和研究。研究结果揭示,教师的专业成

长不仅与学生的学业成就紧密相连,更与教师

自身的学习能力、领导才能以及有效分享和传

播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能力息息相关。因此,教
师不仅要成为学习者,还要成为杰出的领导

者[8]。应通过培养具备领导力的教师,组建专

业的领导型教师团队,从共同体内部自发形成

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和推动力,从而区别于传

统的“外部推动型”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发展

教师领导力成为加拿大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方

向和新选择。TLLP旨在推动教师及其团队在

专业领域内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和持续学习,
充分激发和挖掘教师的领导潜能。通过此项

目,教师不仅能够提升自身专业技能,优化教

学策略,还能将成功经验进行广泛分享,并应

用于未来的教学实践。总体而言,TLLP注重

培养教师领导力所需的核心技能,以促使教师

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拓宽专业视野,进而

有效提升教师团队的教学水平,提升教师专业

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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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学生学业成就

安大略省教育厅始终将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就、缩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差距、增加公众对

教育的信心作为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随着

教师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学生的学业成就被

视为加拿大衡量教师专业水平高低、影响教师

质量的重要指标[9]。TLLP致力于通过教师的

领导力培养,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而提高

加拿大基础教育质量。安大略省主要围绕个

人领导 力、教 学 领 导 力 和 团 队 领 导 力,通 过

TLLP开展教师的领导力培养[10],以不断促进

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
(1)个人领导力(personalleadership)。具

备个人领导力的教师应担任非官方的教育咨

询顾问或导师角色,负责指导其他教师掌握数

字技能,并提供有关学生学习发展的可靠数

据。这些数据不仅应具备充分的借鉴意义,还
应为后续改进教育教学、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使教师的教育教学更具

科学性。
(2)教学领导力(instructionalleadership)。

具备教学领导力的教师能够在教师的专业学

习会议中提出深思熟虑且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与多样化的教师群体共同追求明确的学习目

标,并具备改变课堂环境的能力,能够营造支

持性教学环境,促进自身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发

展。同时,具备教学领导力的教师不仅关注学

生的知识掌握,更重视学生学习自信心的培

养,能够为学生在积极的学习氛围中实现自我

提升提供有力支持。
(3)团队领导力(teamleadership)。具备

团队领导力的教师能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

教学体验的教师共同组成多元化的教师团队,
在团队中担任导师或教导人员,了解不同教师

的教学方式和有关教师发展领导力的观点,共
同尝试和开发新的教学策略,相互分享和讨论

教学经验,凝聚集体智慧,灵活应对教学中的

突发状况,正确处理复杂事件,营造一种相互

认可、彼此尊重、共同协作的良好氛围,更好地

支持学生的学业发展。

TLLP始终围绕以上三个基本内容开展领

导力培养,通过不断提升教师的领导技能,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增强教师团队的专业能

力,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
(三)推进学校改进计划

安大略省教育厅认为,培养教师的卓越领

导力不能仅关注教师自身的专业学习和专业

发展,还应该为其提供参与学校改进与发展的

机会,从现实角度出发,提升学校发展质量。
自2017年起,安大略省规定,各区教育局必须

每年向安大略省教育厅提交一份“董事会改进

计划”(BoardImprovementPlan),学校也必须

向其所在的区教育局提交一份“学校改进计

划”(SchoolImprovementPlan),且学校改进计

划必须与学区的董事会改进计划保持一致。
学校改进计划旨在推动学校不断追求卓越,强
调多方力量的参与,其中除校长外,教师是关

键的能动型变革者。由此,安大略省教育厅将

TLLP作为推进学校改进计划的重要一环,提
出TLLP的基本理念之一是通过教师领导力

的培养,倡导学校教师参与学校改进计划。具

体而言:一是促进学校教师与学校校长之间建

立基于信任与支持的紧密合作关系,共同组建

致力于推进学校改进计划的专业团队,通过共

同规划和领导学校改进进程,双方将成为学校

改进计划的有力推动者和坚定支持者,确保学

校改进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二是引导学校教师

在与学校发展相关的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

自主权,鼓励他们自愿成为推进学校改进计划

的领导型成员[11]。为此,TLLP会为学校教师

提供专门的领导力培训,引导教师就有关学校

发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进行讨论,发掘优

秀教师的领导才能,培养教师的自信心和成为

领导者的信念,激发其责任心与事业心,为教

师在参与式学校文化建设中提供更多的决策

参与机会,并让教师有机会主动参与学校的改

进行动[12]。

  二、安大略省 “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

目”的实施策略

  围绕教师领导力发展的现实需求,TLLP
通过全方位的申请审核、筛选式的项目申报、
系统化的培养锻炼,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

驱动力,确保每一名参与TLLP的教师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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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领导力的培养与锻炼中,达
成既定的领导力培养目标,最终成为具备卓越

领导力的教师。
(一)全方位的申请审核

TLLP对拟申请参与领导力培养的教师在

资格与资历上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为进一步

提高TLLP的针对性,TLLP明确申请对象必

须是安大略省公立学校具有两年以上教学经

验的中小学教师,而拥有正式行政职位的教师

则不能申请该项目,但可以作为教育工作者为

TLLP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帮助。已有研究证

明,有着正式领导岗位的教育工作者的帮助能

够促进TLLP的成功实施[4]。TLLP规定,符
合申请条件的申请者可以以个人或团队的方

式提出申请,但团队申请必须指派一名教师担

任团队领导者,该名教师同时也是此次申请的

主要负责人。
符合TLLP申请条件的申请者需要递交

个人申请书。为了筛选出合格的教师领导力

培养人选,TLLP对个人申请书的内容提出了

四点要求:(1)申请者需要展示自己目前具备

的教学与学习能力,并附上相关证明,这些证

明可以是证书或者教学视频,目的在于了解申

请者的学习能力;(2)申请者需要阐释自己对

“教师领导力”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在领导力

方面想要达成的成就,目的在于了解申请者对

教师领导力的基本认识;(3)申请者需要从自

身的理解出发,拟订初步的学习计划,说明自

己应如何达成这些目标,目的在于了解教师的

自我规划能力;(4)申请者需要说明自己应该

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学习成果交流和分享,
目的在于了解教师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意向

与想 法[13]。申 请 者 提 交 上 述 相 关 材 料 后,

TLLP会对申请者进行筛选和评估,最终选出

最具备领导力潜力的教师参与后续的领导力

培养。具体包括考查教师已有的教学水平,拟
订学习计划时的前瞻性和在不同情境下与他

人进行合作与交流的能力,以及应对可能出现

的问题时的解决方法。TLLP的目的是通过个

人申请书,了解申请者的专业背景、既有经验

和学习规划,从而对其发展潜力作出初步判

断。此外,为保证公平性,TLLP还对已申请过

该项 目 的 申 请 者 作 出 额 外 规 定:已 参 加 过

TLLP的申请者可以再次提交申请,但必须提

交相关材料说明自己通过参与之前的培训获

得了哪些成绩、取得了哪些进步以及未来想要

提升和发展的方向。这种申请方式可以避免

时间与资源的重复浪费,提高申请效率。总

之,TLLP通过全方位审查申请者的资格与资

历,为教师接下来的领导力培养奠定了良好

基础。
(二)筛选式的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是 TLLP培养教师领导力的主

要途径。通过 TLLP申请的教师需要进行项

目申报。一套完整的项目申报由项目主题、研
究缘由以及教师参与该项目的相关经验组成。
为有效培养教师领导力,TLLP对其项目申报

主题和内容、实施条件进行了严格筛选。
首先,在内容与主题上,项目申报必须明

确聚焦教师领导力培养的核心内容。TLLP的

项目申报包括多个总主题,总主题下又设有多

个分支主题和活动项目。OTF和安大略省教

育厅要求参与 TLLP的教师围绕总主题自行

选择项目的分支主题。总主题以培养教师领

导力为目标,聚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力图夯实教师的专业基础,赋予教师参与

学校管理的权利。总主题主要涵盖差异化教

学、数字技术、专业学习共同体、学生评估、数
学素养和特殊教育教学等领域。分支主题和

项目是对总主题的进一步细化,具体涵盖以下

七个方面:(1)针对特殊学生群体的教学创新

项目,强调公平性和持续性,以满足不同学生

的需求;(2)交叉领域或跨专业的教学和学习

项目,旨在提升学生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3)基于多元文化背景开发

的教学项目,旨在关注少数族裔环境中的教学

策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身份认同并提高学

业成就;(4)综合课程项目,旨在鼓励教师运用

跨学科或学科整合的创新方法开展教育教学

实践;(5)教师参与学校改进计划和社区活动

项目,旨在发挥学校和社区的积极作用,增强

学生的校园归属感;(6)技术教学项目,旨在将

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提升教师的数字

素养,应对教育教学方法的变革;(7)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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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共同体或团队影响项目,旨在促进学校、
董事会团队、教育工作人员之间的技能和知识

的交流与分享,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8]。
其次,在实施条件上,项目申报必须具备

可实施性。为确保项目能够付诸实施,TLLP
还会根据“SMART(Specific、Measurable、At-
tainable、Relevant、TimeBound)”标准对参与

教师所申报的项目进行再筛选:(1)清晰明确

的(Specific):教师必须明确说明自己通过该项

目,在个人领导力、教学领导力和团队领导力

方面 能 够 获 得 怎 样 的 发 展;(2)可 测 量 的

(Measurable):说明该项目如何测评和衡量达

到目标的程度,项目所具有的实效性和现实性

以及可操作性;(3)可实现的(Attainable):说明

该项目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时间和资源来实

现目标;(4)合适的(Relevant):说明该项目的

预期目标与学校、董事会和安大略省教育厅的

宏观目标之间的契合度,以及这些目标对教师

专业发展、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潜在正向影响程

度;(5)有时间限制的(TimeBound):说明该项

目预计达成目标所需的时间[14]。项目申报均

符合要求后,申请教师方可正式进入TLLP的

项目研究环节。总之,TLLP在教师进入领导

力培养的第一阶段就建立了清晰且明确的筛

选标准,尤其是对项目申报的一系列严格审

核,为之后教师领导力的进一步培养锻炼指明

了方向。
(三)系统化的培养锻炼

TLLP为教师构建了一套系统化的领导力

培养流程,将项目学习与实践锻炼有机结合起

来,强调经验型教师要在实践锻炼中担任同行

领导者,在真实情境中反复实践自己的领导力

项目,不断改进自己的领导技能[15]。具体而

言,TLLP的教师领导力培养流程主要包括课

程培养和实践训练两个阶段。
首先是课程培养阶段。教师在提交项目

申请书后,还需要参加TLLP每年5月举办的

教师领导力培训。培训课程由 TLLP指导专

家和相关课程的教师讲授,培训内容主要围绕

TLLP所强调的个人领导力、教学领导力和团

队领导力设计,以在认知上提高教师对领导力

的认识,为后续的实践训练打下基础。培训内

容具体包括:如何组建专业的教师领导力团

队;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包容性学

习氛围;如何满足多样化学生群体的学习与成

长需求;如何与团队成员共同组成专业学习共

同体;如何积极参与学校决策,确保团队成员

在有关学校发展事宜中拥有一致的教育愿景

和目标,且能够为之共同努力;如何促进团队

成员进行深入交流;如何改进教育教学方式,
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培训课程能够使教师对教师领导力形成一个

初步的认知,其在参与培训的教师群体中获得

了较高的认可。据统计,有98%的教师对培训

课程表现出了较高的满意度[5]。课程培养为教

师提供了优质的理论给养。
其次是实践锻炼阶段。这一阶段为教师

领导力培养的重点,是对上一阶段培养的深化

和拓展。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锻炼,TLLP
为教师提供了各种锻炼机会,让教师在真实的

课堂情境中实践自己和团队的领导力项目。
通过组建专业性的教师学习团队,每一名参与

教师都能在课堂教学中展现自身的领导力,并
将优秀的教学实践分享给其他成员,继而通过

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发挥教师团队的教学领

导者作用,实现教育教学方式的突破性变革和

创新。通常情况下,教师团队的成员数量不固

定,教师可根据学习情况灵活调整。在实施阶

段,教师要与同伴通力合作,共同规划行动计

划,进行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教师团队需要

适应多变的教学情境,发展适应性教学策略,
并预先探讨潜在教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教师

团队要推动以实践研究为基础的实践学习,协
同进行教学设计,开发并分享数字化课程资

源,实施课堂改革策略,提炼并分享优质教学

案例。针对特殊学生群体,如学业滞后者、有
特殊需求的学生以及原住民学生,教师团队还

应学习并应用满足其特殊需求的新理念和新

技术。此外,教师团队还需围绕学校发展的现

实问题、未来规划等在学校定期召开的董事会

上建言献策[5]。在TLLP实施期间,TLLP专

门人员会对教师的项目实践情况开展定期的

访问和追踪调查,形成追踪调查报告,并及时

反馈给TLLP的指导专家,以便指导专家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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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负责人及时掌握教师的学习状况,对教师的

个体或团体领导行为进行针对性评估与指导,
使教师能够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及时掌握自

身情况,不断调整接下来的学习计划和学习方

案。之后,教师团队还需召开专题研讨会,通
过互动交流,深入探讨如何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培养和发展领导力,并围绕领导力主题开展深

度的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对于无法进行面

对面实地交流的教师团队,要求通过线上方式

定期进行分享与沟通,确保每一名团队成员都

能及时获取最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总

之,对教师开展领导力实践训练的目的在于促

使参与TLLP的教师能够将所学理论运用到

实践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联通,并在

实践中反复对理论进行检验,不断学习新的知

识和技能,提升领导能力。

  三、安大略省 “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

目”的主要特征

  历经从2007年至今的长期摸索和实践,

TLLP在学习模式、反馈机制、保障体系上逐渐

形成了自身特色。具体而言:学习模式丰富多

元,满足不同风格与需求的教师的学习需要,
为其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反馈机制灵活

开放,有效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
领导力学习有益经验迅速得到传播和共享;保
障体系全面完备,为教师领导力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后盾和有力支撑。
(一)学习模式丰富多元

丰富多元的团队学习模式为 TLLP的成

功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教师团队在实践训

练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多样化的

学习模式。首先,人数在15人以上的教师团队

可以组成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Lear-
ningCommunity,PLC),且团队成员大多来自

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师,混合型教师成员

是其主要的成分构成。教师团队利用PLC的

组织效能,通过互动式合作学习,全方位提升

个人领导力、教学领导力和团队领导力。合作

学习活动涵盖共同评估学生的学习记录、深入

分析学生的成绩数据、创造性构建教学和学习

资源、针对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的问题进

行持续探讨并优化教学策略、共同探讨有关学

校发展等事宜的改进方案。同时,教师团队可

协同规划课程设计方案,确保教学的系统性和

连贯性。运用专业的测量模型,精准识别学生

学习中的困难领域,积极与其他教师团队开展

跨年级、跨学科的合作学习,共同分析学生的

学习数据,为教学改进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和

具体的实施方案,展示教师团队高度的协作

性。2021年,面对新冠疫情期间教育教学方式

的转变,安大略 省 中 学 教 师 联 合 会(Ontario
SecondarySchoolTeachersFederation)成立了

远程学习咨询工作组(Distance-LearningAdvi-
soryWorkGroup)。工作组由10名来自不同

学科领域的一线教师组成,旨在探讨教师在有

关课程实施的创新方法、数字化教学、智慧学

习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促进学校数

字化转型,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发挥教师的个

人领导力、教学领导力、团队领导力,推动制定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教学与学习策略,继而向安

大略省行政部门(ProvincialExecutive)提供建

议,并将建议提交安大略省教育厅,以推动相

关教育政策的实施[16]。
其次,TLLP支持教师团队开展实地调查

和对外合作。教师团队中的领导者要指导团

队成员共同开发新的教学策略,开展实地调

查,并在实践中评估其应用效果,对教师的专

业发展需求进行分析。此外,TLLP还注重发

挥教师团队对外合作与领导的能力,鼓励教师

团队积极构建与其他机构和团体的关系。为

拓宽教师团队与社区的联系渠道,TLLP鼓励

积极开发线上网络活动,充分利用在线会议、
电子邮件和各类社交媒体,支持教师团队与社

区开展丰富多样的交互式项目活动,通过与社

区合作,共同实践领导力项目。TLLP还将触

角延伸至家长群体,发动学生或家长参与到社

区学习项目中,在共同的合作与交流中助力教

师达成对领导力的深入认识与理解。
(二)反馈机制灵活开放

TLLP尤为注重教师在项目实施结束后的

反馈。因为在 OTF和安大略省教育厅看来,
教师的反馈对其领导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能够帮助教师进行自我反思和互学互鉴[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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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机制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在 TLLP结

束后,教师需要在TLLP网站上提交一份自己

和团队进行领导力项目实践的学习报告,发布

至少两项能够体现自己和团队研究能力与创

新水平的学习成果,或者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两

篇相关论文。教师要参与每年11月举行的

TLLP 学 习 分 享 峰 会 (TLLP Sharingthe
LearningSummit),并在峰会上分享自己和团

队在实践训练中的心得体会。分享主要围绕

你学到了什么、你对领导力的认识是什么、你
将如何与他人分享你所学到的东西等3个问题

展开[13]。教师要展示自己的学习资源包,分享

所参加的领导力实践。为了将其中优秀的项

目实践推广至其他学校乃至其他省份,TLLP
实施者组织召开了全国在线视频会议,以突破

时空限制,使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学校的教师

都能够听取来自安大略省教师的经验报告,同
时能够参与共同的讨论交流。有教师认为,参
与TLLP使自身的领导技能得到较大程度的

提高,这些技能包括团队建设、团队信任、与他

人合作、共同教学、任务反思技能等[5]。除分享

和讨 论 外,参 与 TLLP 的 教 师 还 要 对 整 个

TLLP的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反馈通常

能够得到 OTF和安大略省教育部的采纳,并
成为下一年实施TLLP的参考经验。例如,有
教师建议在课程培养阶段可以增设更多的研

讨会,而不仅仅是以讲座的形式传授知识[5]。
此外,OTF与安大略省教育厅还共同创建

了线上网络平台。该平台专门为完成 TLLP
培训一年内的教师和有意向参与 TLLP的教

师提供服务,旨在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打破

时空限制,形成相互交流和探讨的学习共同

体。参与过 TLLP的教师或教师团队会将其

项目申请书、项目所需的资源和项目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解决策略等上传至网站,从而

为想要申请 TLLP的教师提供参考。想要申

请TLLP的教师可以通过查看先前参与教师

的学习经验,了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开展过

程,了解教师及其团队在面临问题时所采用的

方法,了解教师的领导力是如何培养和锻炼

的。TLLP正是利用便捷的线上网络平台,将
广大教师联系在一起,使彼此能围绕TLLP进

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打造“网络空间学习共

同体”。线上网络平台为参与TLLP的教师拓

宽了 分 享 交 流 的 渠 道,同 时 也 为 想 要 了 解

TLLP的教师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路径,使广

大教师能够增进对领导力的认知和领会,并在

相互交流中获得反馈,从而逐步成长为具备卓

越领导力的教师。
(三)保障体系全面完备

TLLP注重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分享

全过程,因此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支持,以使

TLLP的开展能够得到学校、TLLP董事会、安
大略省教育厅的认可和审批,确保TLLP顺利

实施。TLLP的保障体系全面而完备,主要包

括权责 分 明 的 多 方 支 持 和 充 足 完 善 的 资 金

资助。

首先是权责分明的多方支持。OTF和安

大略省教育厅从 TLLP实施伊始就要求多方

力量参与其中,且各方权责分明、分工明确。

这些力量主要包括校长(SchoolPrincipal)、教
育督导(DirectorofEducation)或学校管理局

督导主任(SupervisoryOfficerofSchoolAu-
thority)、董事会一级审查委员会(BoardLevel
ReviewCommittee)和教师学习与领导委员会

(TeacherLearningandLeadershipCommit-
tee,TLLC)[13]。在 TLLP启动伊始,OTF便

重点与相关学校的校长进行沟通,以确保其承

诺为本校参与TLLP的教师提供必要的支持,

否则该校将无法继续参与TLLP的培养项目。

在正式提供经费资助之前,教师必须签署一份

相关声明,承诺能够按期执行项目中的专业发

展任务,自身所在的学校校长或其他教师团队

的学校校长也必须在声明书上签字,保证项目

实施的公开化,保证能够提供相关资源支持,

保证相关人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14]。校长需

要应用多种宣传手段,确保学校里所有具备一

定经验的教师都知晓TLLP,同时还需要了解

有哪些教师递交了申请书,并与申请TLLP的

教师联络,以深入了解教师预期达成的目标、

时间进度、活动安排,并帮助教师联络项目实

施所需要的支持人员,必要时校长还会向其他

学校寻求帮助,以有效统筹校内外资源[13]。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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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督导或学校管理局督导主任主要负责对教

师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查。董事会一级审查委

员会需要向所有教师转发一封由教育委员会

主任或学校当局监督部门签署的确认信,并将

申请教师的全部材料报送至安大略省教育厅,

以备 TLLC随时查看。TLLP则负责检查董

事会一级评选委员会推荐的项目申请,最后在

每年2月将项目结果公布在TLLP的网站上。

其次是充足完善的资金资助。为保障项

目的顺利施行,TLLP会根据可调用的资金和

分配的公平性来选择项目。TLLP会设立董事

会,董事会根据教师所申报的项目给予一定的

资金支持。每一个项目都没有固定的最高可

用资金数额,而是取决于教师所申报项目的活

动和实施范围。同时,TLLP董事会会制定一

系列采购政策,明确与技术设备有关的采购项

目不得超过项目总预算的一半[4]。TLLP提供

资金支持的主要目的是让教师有充分的时间

开展其领导力发展活动,而不必为资金来源担

忧。据统计,TLLP针对每个项目的总资金支

出大约在13000至50000美元之间[17]。此

外,TLLP董事会还会为每个项目创建清晰的

预算程序,并定期与教师及其团队就他们的支

出情况进行沟通,以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所分

配的资金,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针对二次参

与TLLP的教师,安大略省创立了省级知识交

流 中 心 (Provincial Knowledge Exchange,

PKE),专门为参与过 TLLP的教师提供资金

资助[18]。2022年,教师学习与创新拨款机构

(TeacherLearningandInnovationAllocation,

TLIA)为安大略省各学校董事会提供专项资

金,以支持具有创新型实践项目的教师领导力

团队发展,改善现有的学习方案,并鼓励教师

团队针对专业学习需求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提

出领导力学习项目建议[19]。

正是因为注重对教师参与领导力培养提

供多方保障,才使得TLLP在后续的实施过程

中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组织和资源支持,从而

免除了教师的后顾之忧,使教师能够安心地开

展领导力项目,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教师学习的

动力和信心。

  四、安大略省 “教师学习与领导力项

目”的经验借鉴

  TLLP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为学校中小学教

师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旨在通过开展一系列

领导力培养项目,发挥教师领导力的作用,丰
富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促
进学生学业成就的发展,推进学校改进。2022
年,我国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

育强师计划》,提出要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加强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队

伍[20]。而教师领导力的培育和发挥是新时代

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增长点[21]。我国

部分地区通过“阶梯型”管理模式与“学校特色

课程领导力提升项目”[22]等,开展教师领导力

培养实践,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基于对加拿大安大略省 TLLP的实践考察和

经验分析,对我国中小学教师的领导力培养提

出以下建议:
(一)扩大教师领导力培养的覆盖对象

TLLP主要面向没有职位的普通教师,为
期望提高教学水平、提升专业技能的中小学普

通教师提供了宝贵的领导力发展机会。这与

国际社会教师领导力培养的关注对象不谋而

合,即关注教师领导力培养中各个层面每个成

员的积极参与[23]。具体而言,教师领导力的培

养对象包括青年教师、骨干教师或专家型教师

等各个层面的教师。领导力的培养并不受教

师职位的影响,学校的所有教师都具有在学校

改进 和 教 育 教 学 等 方 面 发 挥 领 导 作 用 的

潜能[24]。
受传统观念和教育体制机制的影响,我国

教师领导力培养大多集中于副校长、校长,对
教师领导力的理论研究也更多以校长的教学

领导 力 为 对 象,更 倾 向 于 正 式 的 职 位 领 导

力[25],实际上属于校长领导力培养范畴,即便

是面向教师群体的领导力培训,也更多关注骨

干教师、特级教师等,普通教师则未能获得充

分的教师领导力培养机会。一项针对我国一

线中小学教师的实证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试教

师未能得到领导力培养机会,也未能参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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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务的决策[26]。可见,我国教师领导力培

养的对象目前仍集中于学校领导或拥有一定

职位或称号的骨干教师、特级教师,培养对象

相对单一,未能拓展延伸至广大普通教师或青

年教师等群体。
教师领导力是指所有教师都有可能产生

的影响,关注的是在领导力培养的实际过程中

教师 对 同 行、校 长 以 及 学 生 等 所 形 成 的 影

响[27]。非职位领导力是未来教师领导力研究

与发展的重点。因此,我国应扩大教师领导力

培养的覆盖对象,赋予每一名教师领导力培养

的机会,实现青年教师等教师群体从单一教学

者身份到教学者与领导者双重身份的转变。
学校要培养他们的领导兴趣和领导能力,挖掘

其领导特质和潜能,激发其参与学校事务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开发教

师领导力课程,设计多渠道的领导力发展方

案,帮助教师改进自己的领导力实践,使每一

名教师都有机会和能力通过不同的方式发挥

领导作用,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拥有参与学校

事务决策的机会,进而促进全体教师领导水平

的提升。
(二)构建以协作共享为核心的学习共同体

加拿大安大略省 TLLP尤其注重教师团

队的建设,倡导以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形式

开展领导力实践,在项目的审核申报、培养锻

炼、实地研究、专业调查中强调教师专业学习

共同体的作用,鼓励教师通过协作共享发挥团

队效应,培养领导力。协作与共享是教师领导

力发挥的基本形式,协作能力是教师领导者的

关键能力,也是衡量教师领导力或教师素养的

关键尺度,有利于增强教师对教学和学校发展

的使命感与领导力,使其在协作共享中发展领

导力,推进自身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高质量发

展[28]。教师领导力的培养和发展必须充分利

用团队协同效应,构建专业化的教师团队或教

师学习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教师应积极

发挥自身的领导力,引领团队发展。通过团队

协作与共享,为同一目标聚力共生,实现个人

与团队的共同成长。
目前,我国大部分教师对教师领导力的价

值与意义尚缺乏必要的认知,教师专业发展的

主动性不强,针对教学情境或实践主动进行自

我反思和相关改进的意识较为欠缺,在引领同

伴、促进专业共同体等方面尤显不足,教师领

导力发展路径较窄[28]。有鉴于此,我国应构建

以协作共享为核心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充分发

挥团队力量,促进教师的领导力发展。学校可

以建立“教学研究工作坊”“课程小组”之类的

机构或团队,为教师提供协作共享、沟通交流

的平台和机会。教师在平等与民主的合作氛

围中共享知识与经验,互帮互助,通过批判性

对话和反思性学习,相互合作。在这样的共同

体中,每一名教师皆可凭借自己的某种专长而

发挥其领导辐射作用,同时利用成员相异性,
实现不同教师间的视域互补和能力互补。此

外,学校还应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系统

化的反馈机制,搭建教师与管理者对话平台,
听取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不断支持和改进教师

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让广大的普通教师能

够在协作共享中发展领导技能,通过发挥“向
上”或“平行”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促进自身

的专业发展,对学生学业、学校改进活动等产

生实质性影响。
(三)营造保障教师领导力培养的组织环境

TLLP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来自各方的系统

性支持。安大略省政府及教育厅和各学校系

统共同规划TLLP,彼此协同合作,同时积极调

动各方力量,为教师领导力的培养提供充分的

资源支持和资金保障,共同助力教师领导力培

养项目的顺利开展,使TLLP拥有坚实的组织

基础和制度支撑。此外,学校校长在整个项目

实施过程中还深入了解教师发展需求,为教师

领导力培养项目的开展寻求可能的、潜在的支

持和帮助,助力教师实现既定的学习目标。
我国受传统教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教育制

度文化环境偏行政化[29],学校教师更多是以雇

员的身份参与教育教学,各机构整体上对提升

教师领导力所需的系统化培养认识不足,未能

形成政府、市场与学校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

培养体系。教师领导力的长远发展需要不同

的利益相关者形成多方协同参与机制,营造保

障教师领导力项目深入实施和可持续发展的

组织环境。因此,在教师领导力培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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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应制定教师领导力培养促进计划,将
教师领导力培养纳入教育政策,有组织、有计

划地进行系统性培养,营造教师领导力培养的

整体氛围,深化学校或各培训单位对教师领导

力相关内容、具体指标的认识与理解。各地

区、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针对

性调整,将教师领导力纳入教师评价体系,提
高教师参与领导力培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校校长要深入了解教师参与领导力培养的

初衷和理念,了解教师的发展需求以及存在的

困难和挑战,帮助教师排忧解难,建立平等友

好的师校关系。此外,还应成立专门的组织与

保障机构,对教师在领导力发展过程中的进展

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和及时反馈,帮助其不断优

化调整。要建立系统的资金补助机制,为教师

提供充足的财政资助,免除教师的后顾之忧,
使教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力项目中,为
教师领导力的发展和教师领导活动的顺利开

展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保障和后备资源,通
过不同机构的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有益于教师

领导力可持续发展的培养环境。

五、结语

教师领导力与教师专业发展密切相关。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

提升的过程,教师专业活动既要满足自身发展

的需要,也要有益于他人和社会[30]。教师参与

领导力培养既可以提升自身的领导力水平,增
强个人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发

展,同时还能够为学校的决策提供思路,促进

学校持续性的、深层次的改进,形成领导力团

队,提升学校整体教育质量。加拿大安大略省

直面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将教师领导

力作为教师培养的新内容,创设TLLP,创新教

师专业发展模式,提高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学

生学业成就,推进学校改进计划。目前,安大

略省TLLP已成为加拿大教师领导力培养的

实践典范。加拿大安大略省 TLLP通过科学

灵活的申报与培养模式规范教师领导力培养,
并在其监督反馈等环节联合多方机构,全力保

障TLLP的顺利落地,这为深入认识教师领导

力的培养提供了新视角与行动参照,在一定程

度上为我国教师领导力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

考。当前,我国教师领导力培养正在持续推

进,尽管加拿大安大略省 TLLP有诸多优势,
但我国地区间存在经济发展差异,教育资源分

布不均衡,城乡教师发展条件不均等问题,如
果生搬硬套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TLLP培养模

式,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借鉴加拿大安大

略省TLLP的有益经验,我国需要充分考虑地

区和校际差异,综合评估不同地区教师发展的

现实条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培养方式推

动教师领导力的发展,同时要切实落实教师领

导力培养的资源、资金等各方面保障,全方位

助力教师领导力培养,切实推动教师的专业发

展。

参考文献:
[1] LEITHWOODK,PATTENS,JANTZID.Testingacon-

ceptionofhowschoolleadershipinfluencesstudentlearning
[J].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Quarterly,2010,46(5):

671-706.
[2] 王吉康,徐继存.西方教师领导力发展的实践模式、理论模

型及对我国的启示[J].比较教育学报,2021(3):105-121.
[3] 程家旗.新时代教师领导力及其提升路径———评《教师领

导力》[J].化学教育(中英文),2024(3):129.
[4]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LLP:frequentlyaskedques-

tions[R].Toronto: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2007.
[5] CAMPBELLC,LIEBERMANA,YASHKINAA.Theteacher

learningandleadershipprogram:researchproject[R].Toronto: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2013.
[6]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eacherexcellence-unloc-

kingstudentpotentialthroughcontinuingprofessionalde-

velopment[EB/OL].(2022-10-09)[2023-11-09].http://

www.edu.gov.on.ca/eng/general/elemsec/partnership/po-

tential.html.
[7]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eacherprofessionaldevel-

opment[EB/OL].(2004-12-29)[2023-11-11].http://

www.edu.gov.on.ca/eng/teacher/develop.html.
[8] LIEBERMANA,CAMPBELLC,YASHKINAA.Teachersat

thecenter:learningandleading[J].TheNewEducato,2015,

11(2):121-129.
[9] OntarioLeadershipStrategy.Strongandsustainableleader-

shipforimprovedstudentachievement[R].Toronto:The

InstituteforEducationLeadership,2010.
[10]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Fivecorecapacitiesofef-

fectiveleaders[R].Toronto:TheInstituteforEducation

Leadership,2014.
[11]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heK-12schooleffectiveness

framework:asupportforschoolimprovementandstudent

311



success[EB/OL].(2022-04-29)[2024-07-18].https://www.

ontario.ca/page/k-12-school-effectiveness-framework-sup-

port-school-improvement-and-student-success.
[12] PINEDA-BÁEZC,BAUMANC,ANDREWSD.Empowering

teacherleadership:across-country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ofLeadershipinEducation,2020,23(4):388-414.
[13]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Programguideline[R].Toronto: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2015.
[14]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eacherlearningandlead-

ershipprogramforexperiencedteachers[R].Toronto: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2015.
[15] PEARCEK.Creatingleadersthroughtheteacherlearning

andleadershipprogram[J].TheEducationalForum,

2015,79(1):46-52.
[16] FARHADIB,WINTONS.Ontarioteachers’policylead-

ershipduringtheCOVID-19Pandemic[J]. Canadian

Journalof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andPolicy,2022
(200):49-62.

[17]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2018-19teacherlearning

andleadershipprogram[EB/OL].(2022-07-12)[2023-11-

26].http://www.edu.gov.on.ca/eng/teacher/tllp.html.
[18]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oolsforboardcontacts

supportingTLLPprojects[R].Toronto:OntarioMinistry

ofEducation,2015.
[19] OntarioMinistryofEducation.Teacherlearningandinno-

vationallocation[EB/OL].(2022-07-12)[2024-02-16].

https://www.ontario.ca/page/teacher-learning-and-inno-

vation-allocation.

[20]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等.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

印发《新 时 代 基 础 教 育 强 师 计 划》的 通 知[EB/OL].
(2022-04-02)[2024-02-16].https://www.gov.cn/

zhengce/zhengceku/2022-04/14/content_5685205.htm.
[21] 赵明仁.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教师领导力及提升路径[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11-117.
[22] 范志孝,夏玲,李玉霞.基于学校特色课程创建的教师分

布式领导力实践研究[J].北京教育(普教版),2023(1):

65-66.
[23] YORK-BARRJ,DUKEK.Whatdoweknowaboutteacher

leadership? Findingsfromtwodecadesofscholarship[J].

ReviewofEducationalResearch,2004,74(3):255-316.
[24] CHENGAYN,SZETOE.Teacherleadershipdevelopment

andprincipalfacilitation:noviceteachers’perspectives[J].

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16,58:140-148.
[25] 汪敏,朱永新.教师领导力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中国

教育科学(中英文),2020(4):130-143.
[26] 周岸,熊涛,杨柳宁.教师领导力的感知度、影响因素及提

升路径———基于中小学教师的实证调查[J].基础教育参

考,2022(11):26-33.
[27] 孙杰.教师领导力的三维模型设计:构念形成、内涵特征

与模型构建[J].教育学报,2021(6):122-133.
[28] 彭云.教师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与提升路径[J].教育理论

与实践,2017(23):27-29.
[29] 陈峥,卢乃桂.中国内地教师领导的障碍与条件[J].复

旦教育论坛,2010(3):54-57.
[30] 赵冬臣.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原理[J].教师教育学报,

2019(4):17-21.

Concept,Implement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TeacherLeadershipDevelopmentinCanada:
Ananalysisbasedonthe“TeacherLearningandLeadershipProgram”inOntario

CHAILianqi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reformanddevelopmentoftheglobaleducationsystem,leadershiphas
increasinglybecomeoneofthecorequalitiesofteachers,bringinga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irpro-
fessionaldevelopment.Sinceitsfirstimplementation,theTeacherLearningandLeadershipProgram
inOntario,Canadahasundergoneyearsofreformandimprovementthatcontinuouslydevelopsteach-
erswithexcellentleadership.Intermsofdesignconcept,theProgramiscommittedtoreformingthe
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enhancingstudentsacademicachievements,andpromoting
schoolimprovement.Intermsofimplementationstrategy,teachersleadershipismainlytrained
throughcomprehensiveapplicationreview,screeningbasedprojectapplication,andsystematictrain-
ing,presentingthemaincharacteristicsofrichanddiversifiedlearningmodes,flexibleandopenfeed-
backmechanisms,andcomprehensiveandcompleteguaranteesystems.Drawingontheexperienceof
theTeacherLearningandLeadershipProgram,Chinashouldexpandthecoverageoftraining,builda
learningcommunitycenteredoncollaborationandsharing,createanorganizationalenvironmentto
guaranteethetraining,andeffectivelycultivateandenhanceteacherleadership.
Keywords:teacherleadership;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teacherslearning;T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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