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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乡村教师的专业学习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目标取向、主要内容与实施路径的考察

周 丽 琴
(成都理工大学 工会,四川 成都610059)

摘要:乡村教师专业学习对提高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澳大

利亚乡村学校师资短缺,且乡村教师队伍整体质量较低。乡村教师专业学习面临学习条件受限、学习内容缺

乏针对性、学习对象覆盖率偏低等困境。基于此,澳大利亚政府极为重视乡村教师专业学习活动,将其作为

提高乡村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途径。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以自我导向、情景融入、持续驱动为目标取

向,聚焦地方性知识、跨文化教育能力、复原力项目学习等内容,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专业

学习资源;搭建在线学习共同体,倡导合作学习文化;开展入职指导,提高新入职乡村教师适应性;制定发展

计划,保障在职乡村教师持续学习;重视薄弱学科教师成长、代课教师专业学习、乡村学校校长领导力的提

升,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和措施。澳大利亚政府在保障乡村教师专业学习方面的经验启示我们,在乡村教师

培训过程中要融合乡村社会空间,优化学习场域,创建不同类型的合作学习组织;融入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乡

村教师学习力的生成与提升;重视各级各类乡村教师,全面覆盖专业学习对象,形成乡村教师长效学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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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实施的主流教师发展模式是由

地方政府发起的指令性模式和由大学提供课

程、工作坊、研讨会和讲座等形式的模式,主要

依托刚性推进的政策体系和外部塑形的培训

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外在于教师的、教师被动

接受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1]。而教师专业

学习的理念将教师从被动性、强制式的专业发

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强调为教师提供自我导向

的、持续发展的、与教师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得
到专业学习共同体支持的学习活动[2]。这种提

倡教师专业学习的理念及学习活动与我国“深
化教师精准培训改革”“建立高质量乡村教师

队伍”的新时代要求遥相呼应。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成立“美国教师学习研究中心”,开启了

全球教师教育理念变革进程。澳大利亚受其

影响逐渐开始对教师学习展开研究,在教师教

育政策、实践与研究中开始使用“教师专业学

习”概念。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提出要为全澳各

地教师提供有效的专业学习支持,此类学习应

是差异化、情境化、协作式的,与教师的实践问

题和先验知识有关,是教师参与塑造和推动自

己学习的积极过程[3]。同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颁布《澳大利亚教师和学校领导专业学习宪章》
(AustralianCharterfortheProfessionalLearningof
TeachersandSchoolLeaders)和《澳大利亚教师绩

效和发展框架》(AustralianTeacherPerformance
andDevelopmentFramework),以此支持教师实

现高质量专业学习目标,提供在线资源以满足

教师参与符合标准和个性化专业学习需求,建
立专业学习网站以保障教师进行持续性专业

学习。“教师专业学习”发展至今已成为澳大

421



利亚一种普遍的教师教育改革理念,体现在乡

村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促进乡村教师持续发

展。从专业学习视角梳理相关文献,总结澳大

利亚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成功经验,以期

为推动我国乡村教师培训改革、促进乡村教师

发展、实现乡村教育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一、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相

关背景

  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文化特性等因素

影响,澳大利亚乡村学校面临教师队伍数量不

足且整体质量偏低的困境。专业学习作为提

高乡村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途径同样也存在

学习条件受限、学习内容缺乏针对性、学习对

象覆盖率低等问题,不能满足乡村教师专业学

习的需求。
(一)澳大利亚乡村学校师资短缺且乡村

教师队伍质量较低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为,澳大利亚的未来

取决于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人。但是,澳大利

亚学校教育中的“乡村问题”,尤其是在为乡村

学校提供优秀合格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期

困扰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乡村和偏远地

区的学校在教师招聘方面会比在沿海地区和

大型区域性内陆城市的学校遇到更多困难。
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乡村和偏远地区学校面

临教师招聘难的问题占比54%[4]。对于乡村

和偏远地区的教师来说,乡村教师所面临的教

学问题和教学环境更具有挑战性。比如,乡村

学校教师需要关心来自“低社会经济文化背

景”的学生,关注位于乡村衰落和干旱地理环

境的土著学生,处理白人学生逃离乡村公立学

校等问题,还需要面对乡村学生的学习期望

低、考试分数低等问题[4]。澳大利亚乡村和偏

远地区存在大部分的土著学生,但是完全合格

的土著教师较少。比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

土著学生人口约占40%,但完全合格的土著教

师人数不到4%[5]。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教

师年龄结构偏年轻化,存在更多的非专业教

师,其教师流动率更高。相关调查显示,乡村

和偏远地区的教师流失率远高于城市教师,乡
村学校填补教师职位空缺的困难程度远大于

城市学校,尤其填补乡村学校科学、信息通信

技术和数学学科教师职位空缺的难度更大[6]。
(二)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面临困境

时间、资金、通信技术等客观条件是乡村

教师参加专业学习活动的重要保障。澳大利

亚乡村教师前往城市参加专业学习需要一段

空闲时间、足够的资金支持和能够代替乡村教

师进行教学的代课教师。但澳大利亚教学与

学校 领 导 力 研 究 所(AustralianInstitutefor
TeachingandSchoolLeadership)通过调查发

现,澳大利亚教师每周工作时间比其他国家多

5个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3个小时,同
时调查还发现只有一半的学校领导能够分配

时间来支持教师进行专业学习[7-8]。其次,前往

城市教师教育机构需要的旅费、住宿费、活动

时间以及寻找代课教师等因素制约着乡村教

师参与学习活动[9]。代课教师是乡村教师参加

专业学习的重要保障,但是寻找合适的代课教

师对于乡村学校也较为困难[10]。此外,澳大利

亚乡村教师在进行线上学习时往往面临着互

联网不可靠、速度慢或培训者不重视学员的意

见和反馈等问题[9]。
有效的教师专业学习是差异化、情境化

的,与教师先验知识、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实

践问题相关,能够帮助教师和学校领导解决他

们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但由于教师专

业标准和绩效考核的存在,乡村教师专业学习

出现以“城市”为中心的现状。这种学习模式

将乡村社会空间与城市社会环境等同,忽视了

乡村社会空间的复杂性,使教师专业学习活动

无法满足乡村教师学习需求。相关调查显示,
在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中,乡村教师参与专业学

习考 虑 最 多 的 因 素 是 满 足 学 习 者 的 需 要

(92%)和教学实践过程中的需要(89%),但实

际上能够满足乡村教师需求的专业学习活动

仅占12%[11]。许多教师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提供的专业学习是基于预算和强制性培训

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需求

的考虑。正如一位教师所说,“我发现我所在

学校有太多强制性的培训要求,这占用了我大

量的时间,使我很难有空余时间参加更高质量

的专业学习活动”[12]。
专业学习活动只有全面覆盖乡村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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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才能实现乡村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澳大利亚乡村学校存在大量非专业学科教师,
尤以数学和科学教师最为显著。非专业学科

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需要有量身定制的、
系统的专业学习项目,并得到支持和认可,但
事实上很少有学习项目是专门为非专业学科

教师设计的[13]。针对澳大利亚乡村学校的科

学、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学学科教师专业学习的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教师需要更多的专业学习

与专业发展的时间[14]。此外,受雇于澳大利亚

乡村学校的代课教师参与专业学习的机会也

较少,代课教师的专业学习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有关数据表明,59%的代课教师从未参与

过任教学校的专业学习活动,52%的代课教师

在过去1年完成专业学习的时间少于16个小

时,低于教师职业要求的最低20个小时[15]。
在澳大利亚乡村小规模学校中,乡村教师往往

未经任何培训就被推上领导岗位,因而乡村教

师最希 望 在 领 导 力 方 面 获 得 专 业 学 习 的 机

会[16]。据相关调查,仅有29%的澳大利亚教师

表示参加过领导力短期课程学习,46%的澳大

利亚教师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的领导者课程

学习[17]。

  二、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目

标取向

  为摆脱乡村教师专业学习困境,提高乡村

教师队伍质量,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总体上呈现出自我导向、情景融入、持
续驱动的目标取向,以此增强乡村教师专业学

习的主动性、有效性和长效性。
(一)自我导向:激发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主

动性

教师是成人学习者,有着独立的自我意

识,对自己的能力、性格、态度等具有清晰的认

知,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能清楚自己的

学习需求,能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和资源,对学

习内容、过程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反思[18]。
因此,教师学习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导向性的学

习,而不是被动和强制性的学习。澳大利亚政

府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

在线学习资源,丰富了乡村教师自主发展的途

径,提供了乡村教师参与专业学习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打破时空距

离,为乡村教师提供分享教学经验、讨论教学

问题、共享学习信息的在线学习共同体,促进

乡村教师内生性、协同性发展。以信息技术为

载体的教师专业学习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由乡

村教师自主开展、自由选择参与的“自下而上”
的学习模式,打破了以知识传递为主的“自上

而下”被动学习模式。基于信息技术设计的专

业学习活动为乡村教师提供适切的学习共同

体环境、满足乡村教师的现实需求、赋予乡村

教师学习自主权,体现了乡村教师在专业学习

过程中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乡村教师参与专业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二)情境融入: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学习有

效性

有效的专业学习注重乡村教师教学情景,
帮助乡村教师解决实际教学中存在的真实问

题,促进教师个人、学习内容和环境之间的复

杂互动。乡村教师学习内容应与教师的真实

情景以及已有的知识经验相结合,只有与教师

真实教学情景相关的教学理论才会被教师应

用于教学实践,进而将“学习中的理论知识”转
化为“工作中的实践能力”。面对乡村教师专

业学习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学习有效性不足等困境,澳大利亚政府和

相关研究机构认识到,基于乡村地区的教师专

业学习活动设计方案能够将乡村教师与乡村

社会发展、乡村文化、乡村政治活动等联系起

来,能为乡村教师提供一手经验和资源,增强

乡村教师教学信心,增强专业学习有效性,同
时采用基于乡村和所在社区的学习方法将有

助于乡村新教师的专业学习,延长新教师在乡

村学校的任教时间[19]。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乡村和偏远地

区教育的独立审查报告》(IndependentReview
intoRegional,RuralandRemoteEducation),
建议将乡村地区社会环境、教学等相关知识纳

入教师的选拔、职前教育以及持续的专业学习

过程中,并且明确要求教育领导者的选拔、任
命过程中应包括有关乡村社会环境知识的考

查[20]。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政府在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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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过程中注重渗透乡村文

化、乡村社会生活、乡村政治活动等方面的知

识以及乡村教学情况,促使乡村教师掌握相关

知识以胜任乡村教学工作。
(三)持续驱动:保持乡村教师专业学习长

效性

在终身学习理念的影响下,促进教师学会

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越来越成为教师发

展的重要目标。这意味着通过持续几日的集

中讲座和课程教学让教师接受新知识、新观念

的培训活动并不能让教师实现持续发展。教

师专业学习理念强调教师成长是持续成长、主
动成长和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这种学习不仅

促进教师知识、能力的增长,而且促进教师情

感的深化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澳大利亚政府

在了解乡村教师队伍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注重

为乡村薄弱学科教师、代课教师以及乡村学校

校长提供专业学习机会,建立全面覆盖乡村教

育工作者的长效学习机制,促进乡村教师队伍

质量整体提升。
澳大利亚政府还针对乡村教师不同职业

发展阶段的学习需求制定相应的专业学习计

划,关注乡村教师在每个阶段面临的现实问

题,针对性地开展专业学习活动,激发乡村教

师持续参加专业学习活动的动力。在教师新

入职阶段,澳大利亚政府颁布“入职指导计划”
以帮助乡村教师适应乡村社会环境,培养乡村

教师对乡村社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针对在职

教师,澳大利亚政府制定持续学习计划和学习

要求,提供类型多样的学习项目,激发乡村教师

学习动力,保障乡村教师持续参与专业学习。

  三、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主

要内容

  在乡村教师专业学习过程中,澳大利亚政

府充分重视培养乡村教师的地方性知识、跨文

化教育能力以及复原力(resilience),保障乡村

教师能 够 胜 任 乡 村 教 学 工 作 并 长 久 地 留 在

乡村。
(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

乡村场域是乡村教师开展专业学习活动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培育乡村教师的场所

意识 和 地 方 性 知 识,澳 大 利 亚 研 究 委 员 会

(AustralianResearchCouncil)开展了为期3年

的更新澳大利亚乡村和偏远地区的教师教育

(RenewingTeacherEducationforRuraland
RegionalAustralia)项目研究,该项目强调,若
要吸引和留住乡村教师,教师教育就需要侧重

理解场所和采用场所意识的方法,并以此为前

提[21]。此外,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乡村社会环

境和乡村场所意识的培养写入《乡村和偏远学

校教育战略(2021-2024)》[RuralandRemote
EducationStrategy(2021-2024)],明确提出

要针对乡村和偏远地区环境的多样性和独特

性,为乡村教师开发新的、与乡村社会情景相

关的专业学习资源和实践社区,为乡村学校所

有工作 人 员 创 造 参 与 当 地 文 化 意 识 培 训 的

机会[22]。
在乡村教师培训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注

重加强乡村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以丰富乡

村教师知识库。例如,为提高教师对当地文化

的理解,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教师设计了一个

文化渗透性的专业学习方案,该专业学习方案

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教师学习的控制权由教育

机构转移到当地社区,由当地社区设计专业学

习活动。根据教师反馈,该社区学习计划的文

化融入部分加深了他们对当地土著居民历史、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他们将土著文化融

入课程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学会了与当地

居民沟通的新技能,并对怎样提高土著学生学

习成绩有了新的认识[23]。
(二)跨文化教育能力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文化教育在当

今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作为一个

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乡村教师跨文化教育方面

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为了帮助乡村教师更好

地适应这一挑战,澳大利亚政府和相关机构制

定了一系列跨文化教育学习内容,要求乡村教

师了解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背景,包括原住

民、欧洲移民、亚洲移民等不同文化群体的历

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

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支持。同时,澳大利亚政

府还要求乡村教师掌握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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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包括倾听、表达、理解和解决冲突等方面的

技巧。这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与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学生和家长进行沟通,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此外,乡村教师还需要学习和掌握多种

适合跨文化教育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如小组合

作学习、项目式学习、情境教学等。这些方法

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学生

的学习需求,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成绩。
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教师在专业学习内容

中还要学会如何识别和应对文化冲突和歧视

现象,为学生营造公平、尊重和包容的学习环

境,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学生的种族歧视、性别

歧视等问题,以及如何在课堂上倡导多元文化

和反歧视的价值观。澳大利亚乡村教师跨文

化教育培训内容丰富多样,旨在帮助教师提高

跨文化教育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乡村教师将能

够更好地适应跨文化教育发展需求,为构建和

谐、多元的澳大利亚社会作出贡献。
(三)复原力项目学习

澳大利亚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乡村教师在工作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如学生家

庭背景复杂、文化生活环境恶劣等。这些问题

使得乡村教师的工作负担加重、心理压力增

大、主观幸福感较弱、情绪调节能力差。为了

提高乡村教师的心理素质,帮助他们更好地应

对工作中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和相关部门开

始对提高教师复原力进行研究。教师复原力

“是一种使教师能够在不利条件下作出应对或

生存的能力,更是教师维持每一天良好教学的

重要条件”[24]。
“澳大利亚的BRiTE(BuildingResilience

inTeacherEducation)项目是澳大利亚教师复

原力项目发展成熟的标志性成果”[24],该项目

旨在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帮助教师发展与韧性

相关的个人能力和实践技能,提高教师自身职

业认同感与生活幸福感。BRiTE项目的学习

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建立复原力(building
resilience)、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幸福感

(wellbeing)、采取主动(takinginitiative)、情绪

调节(emotions)。同时,该项目为教师提供了

在线学习资源,主要包括视频学习、案例分析、

问题解决、教学反思以及经验丰富的教师谈论

复原力相关问题和挑战的视频,教师能够通过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构建自己的学习工具

包,实现个性化学习[25]。澳大利亚政府注重将

教师复原力的培养纳入教师教育过程,对提高

教师素质、缓解教师压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实

施路径

  持续的专业学习对长期吸引和留住高素

质教师人才、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为改变

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现状,帮助乡村教师开展有

效的专业学习活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

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保证

乡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的教师有机会获得适当

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并在其职业生涯中都有适

当的职业发展机会。
(一)利用信息技术,增加专业学习机会

1.创设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专业学习资源

澳大利亚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多种形

式的在线学习平台,为乡村教师提供丰富的专

业学习资源以弥补因距离、时间以及资金等造

成的学习机会缺失,具体包括在线指导和辅

导、虚拟教室、慕课、扩展正式在线课程以及网

络研讨会等。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由澳大利亚

政府资助并与澳大利亚教师行业合作开发的

Scootle社区,该平台为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教

育工作者提供跨学校、年级与区域的教师合作

交流机会,并为教师提供有关课程计划、研究

资源以及感兴趣的主题学习资源[26]。
澳大利亚政府专门设置在线教师专业学

习网站,比如,阿德莱德大学(TheUniversity
OfAdelaide)开发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澳
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Councilfor
EducationalResearch)提供的在线专业学习课

程,旨在帮助澳大利亚各地教师提高“STEM
知识和技能”[27]。同时,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注

重与乡村教师教学背景相契合,使学习平台和

资源 发 挥 最 大 效 用。如 通 过“由 教 师 设 计”
(DesignedbyTeachers)网站,教师能够访问、
获取与自己教学背景、教学需求相关的资源和

信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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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搭建在线学习共同体,解决教学实际问题

教师专业学习理念强调学习的合作性,认
为学习是在与同伴不断交流、研讨、观摩的合

作学习过程中展开的[29],教师学习成效主要通

过参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得到提高,同伴

互助是在线学习共同体的重要特征。基于这

种理念,澳大利亚政府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搭
建不同类型的在线学习共同体。其中:视频会

议是促进在线学习共同体形成的有效方式,它
能为乡村教师提供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途径,
有助于实现“认知在场”;实时互动能为乡村教

师提供讨论并获得即时反馈,有助于实现“社
会在场”;主题讨论与教学实践问题有关,允许

参与者分享经验,有助于实现“教学在场”[10]。
澳大利亚政府为乡村教师搭建在线专业

学习共同体,其重要作用在于将乡村教师与不

同区域、学科、年级的教师联系起来,以弥补乡

村教师专业知识缺陷。如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通过建立“偏远学校教师专业网络”(Buildinga
ProfessionalNetworkAmongTeachersinIso-
latedSchools),将专家学者与一线乡村教师紧

密相连,如乡村教师可以向专家提问并立即得

到答复,帮助乡村教师解决教学实际问题[30]。
(二)着眼乡村教师需求,激发专业学习内

驱力

1.开展入职指导,提高新入职乡村教师适应力

开展入职指导是帮助新入职教师快速了

解学校教学情况、适应学校环境、转变角色身

份的关键环节。在澳大利亚,新教师入职培训

受到国家机构、相关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
尽管各州、各部门和学校的入职流程各不相

同,但都有一个共识,即入职培训方案应支持

教师专业发展、指导教师教学实践以及帮助教

师增强对各种环境的适应性。
为帮助新入职乡村教师快速适应乡村教

学环境、胜任乡村教师工作,澳大利亚政府一

方面在政策上明确要求新招募的乡村教师需

要在上岗前到即将任教的学校进行体验式学

习和课程教学实践,以尽快熟悉教学工作,并
发布《从毕业生走向(熟手型教师):澳大利亚

教师入职指南》(GraduatetoProficient:Aus-
tralianguidelinesforteacherinductionintothe

profession),以此作为全澳所有初任教师(包括

乡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短期合同教师)统一的入

职指南。该指南强调入职培训要关注教师的

专业实践、专业身份、幸福感和环境适应能力,
号召各级教师教育主体通过各种活动形式支

持新任教师的职业发展[31]。另一方面,在乡村

新教师具体入职过程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

各州教育部门召开岗前会议,向新入职的乡村

教师讲解任教学校的环境、办学理念、课程设

置及当地学生情况。此外,乡村学校会分配一

名经验丰富的教师对乡村新教师进行指导,提
供相关的教学资源和建议,传授相关的乡村教

学经验和教学技能。

2.制定发展计划,保障在职乡村教师持续

学习

有效的专业学习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学

习活动的持续性。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持续

的专业学习对提高乡村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

性。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高
质量教师发展计划”且不断更新相关内容,该
计划强调对乡村、偏远地区和城市中条件较差

学校教师的职后教育培训予以更多的重视[32]。
各州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学习目标

要求,如南澳大利亚州政府要求乡村教师每年

完成37.5小时的专业学习指标[33],新南威尔

士州政府要求熟手教师在5年内完成100个小

时的专业学习指标[34]。此外,昆士兰州政府成

立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中心,旨在为职业生涯

各个阶段的乡村教师提供学习和专业发展机

会,其主要功能包括:培养和增强教师的领导

能力、加强对新教师的指导和训练、对中级和

资深教师进行辅导,以及为不熟悉乡村和偏远

地区环境的工作人员开展适应力培训[35]。
澳大利亚政府还专门开发了“提高教师专业

学习”(ImprovingTeacherProfessionalLearning)
网站,以此支持全澳教师的专业学习及持续发

展。该网站将教师专业学习分为不同的阶段,
针对每个阶段提供详细的教师专业学习指南、
视频案例和研究报告[36]。乡村教师可以根据

自身所处的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和教学环境,选
择与自己相适应的专业学习形式,并在实际教

学环境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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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各级各类乡村教师,全面覆盖专

业学习对象

1.聚焦薄弱学科教师成长

近年来,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STEM 教育

理念,认识到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
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
多学科融合教育(即STEM 教育)对增强国家

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为推

进STEM教育,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积极倡导组

织建立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心、数学教师协会、
科学教师协会等机构,为澳大利亚所有科学和

数学教师提供继续教育。此外,为了解乡村和

偏远地区学校的科学和数学教师专业学习情

况,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一定资金开展全国

性的调查研究,依据调查结果建议学校系统和

专业组织要满足乡村数学和科学教师的专业

学习需求,优先向乡村学校提供技术和资金支

持,建立不同语言社区以支持乡村教师学习。
在联邦政府的倡议下,西澳大利亚州政府为新

入职的中学科学和数学教师制定为期7个月的

一对一指导计划,以提高他们作为新教师的学

科教学适应力和留任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促进乡村薄弱学科教师

成长方面,相关机构和研究者认识到澳大利亚

农村和偏远地区教师面临“系统性挑战”,并从

系统性视角提出“适应性解决方案”(Anadap-
tivesolutiontosystematicchallengesfacing
teachersinregional,ruralandremoteAustral-
ia)[37],以帮助乡村教师建立身份认同,促进专

业发展。该方案旨在帮助乡村数学教师从能

力、态度、认知、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参与社区

专业学习活动等方面构建专业身份,主要包括

5个步骤:建立数学专业联系、确定高层领导、
进行环境适应性检测、建立实践社区以及确保

系统性变革所需的合作,从而促进乡村数学教

师专业成长[37]。

2.关注代课教师专业学习

澳大利亚教育系统有大量代课教师,学生

每周会接受大约3个小时的代课教师教学[38]。
为代课教师提供专业学习机会是提高教育质

量的必要举措。为此,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支持

代课教师专业学习倡议,以支持由志愿教师建

立和管理的代课教师网络。这一举措为代课

教师网络提供了专业学习发展资金,为寻求支

持代课 教 师 专 业 学 习 的 学 校 提 供 了 指 导 方

针[39]。澳大利亚政府基于代课教师专业学习

的相关调查,鼓励学校建立一种“关怀伦理”,
使代课教师在任教学校受到尊重和重视,承认

代课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为代课教

师提供相应的学习活动[15]。此外,一些专家学

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为代课教师提供一

定的物质资源,同时为学校管理者提供相关培

训,引导学校管理者能够更好地支持学校代课

教师专业发展;另一方面,雇佣代课教师的学

校要为代课教师参加专业学习活动承担相应

的费用,同时,根据代课教师完成临时教学任

务的天数,给代课教师提供相应的免费专业学

习活动[40]。

3.注重乡村校长领导力的提升

乡村学校校长的领导力是乡村教师能否

获得专业学习机会以及学习活动能否产生效

用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

府极为重视对校长领导力的培养,对如何提升

校长领导力的问题极为重视,几乎每个州都有

相应的标准和措施来促进校长领导力的提高

和专业学习。由于乡村学校学生少、教师少,
乡村学校教师一般有机会很快走上管理者的

岗位。但同城市学校校长不同,乡村学校的校

长除了学校的管理工作以外,还需要进行教育

教学、班级组织、学生食宿、往返学校等管理活

动等,因而培养和提升乡村学校校长的能力尤

为重要。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提出“北海岸学校改进

倡议”(TheNorthCoastInitiativeforSchool
Improvement)以提升学校校长领导力。相关

资料表明,该倡议活动的实施,通过个人专业

问责以及每个月提供相应的支持、指导和访问

活动,提高了新南威尔士州乡村地区学校校长

领导和教师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角

色胜任力[41]。同时,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还增拨

大量经费专门用于支援新入职的乡村及偏远

地区学校校长,制定专门的训练和指导计划及

专业发展路径,以便更好地促进乡村学校校长

职业生涯协调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专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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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现高质量的专业学习:领导者实用指南》
(EnablingHighQualityProfessionalLearning:A
practicalguideforleaders),明确提出校长在领

导教师开展专业学习活动方面的具体步骤,有
助于提高校长在组织教师开展专业学习方面

的领导力[42]。

  五、澳大利亚乡村教师专业学习对我

国的启示

  我国乡村教师培训体系经过多年的实践

与探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面临培训安

排不合理、培训经费不足、培训内容不实用等

问题[43]。我国可学习借鉴澳大利亚乡村教师

专业学习理念,立足各学段和各学科实际情

况,融合乡村社会空间,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全
面覆盖乡村教师专业学习对象,引导乡村教师

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知识学习的“被动

接受者”转变为专业学习的“主动建构者”。
(一)融合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场域本位”

的乡村教师学习形式

乡村社会空间包括社会文化与地理环境、
学校组织环境与教室教学空间3个层次[44],共
同构成乡村教师工作场域。澳大利亚政府在

乡村教师专业学习过程中注重融合乡村社会

空间,融入乡村元素,丰富乡村教师地方性知

识,培养乡村教师跨文化教育能力,提高乡村

教师工作胜任力,增强乡村教师幸福感,坚定

乡村教师从教信念。这些举措对我国乡村教

师专业学习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乡村教师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一直存

在着学习理论脱离乡村教学实际、“向城性”学
习倾向削弱学习效用、被动培训的观念抑制学

习内驱力生长等问题。在乡村教师专业学习

活动的设计、选择、实施以及考核过程中,我国

应学习借鉴澳大利亚的相关经验,关注乡村社

会情景,重视乡村社会因素,融合乡村社会空

间。其一,以融合乡村社会空间作为乡村教师

专业学习导向,将乡村社会文化与地理环境、
乡村学校组织环境、乡村教学环境融入乡村教

师学习机制,开展以乡村社会相关知识为主题

的学习培训活动,转变乡村教师“重城轻乡”的
思想倾向,引导和帮助乡村教师适应乡村学校

独特的教学场域,胜任乡村全科教学、复式教

学、多科教学工作。其二,以乡村社会空间层

次为基础,创建不同类型的合作学习组织,如
将不同乡村地区的优秀教师纳入师资培训体

系,实行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一的针对性指

导;将当地乡村社会组织与乡村教师专业学习

联系起来,开展有关乡村建设、节日风俗、生活

习性等方面的针对性主题学习;建立乡村教学

研究共同体,“共促共生”,促进乡村教师专业

学习与专业发展。
(二)融入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乡村教师学

习力的生成与提升

具有较强学习力的乡村教师能够理解与

把握学科知识结构,感知学生学习需求,尊重

学生主体地位,具有主动学习和理解反思的能

力[45]。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乡村教师创设

自主导向的在线学习平台,提供相关学科的教

学资源,搭建在线学习共同体,推动了交互分

享、自主自觉的非功利化学习方式的形成。这

种学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外部驱动下

的“被培训”学习模式,为乡村教师学习力的生

成与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澳大利亚政府将

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乡村教师专业学习过程中,
为乡村教师搭建在线学习共同体,提供大量专

业学习资源,加强合作组织文化建设,提高了

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实践

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由于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学习考核在分数

方面要求达到硬性指标,乡村教师出现浅表性

学习、应付性学习等问题,自发自主学习需求

与外部相关规定的学习指标产生冲突。我国

可借鉴澳大利亚政府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乡

村教师专业学习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一方面为

乡村教师建立有效的问题解决渠道,不求多而

求精,帮助乡村教师解决真实问题;创设针对

乡村教师的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优秀乡村教师

教学案例、课程资源,让学习资源能够真正融

入乡村教师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搭建类型丰

富的在线学习共同体,如乡村教师学习共同

体、乡村教师群体与乡村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助

共同体、乡村教学问题研究共同体等,通过多

主体、多视角共同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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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三)覆盖全学科各阶段,形成乡村教师长

效学习机制

持续性的专业学习机制能帮助乡村教师

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技能、生发专业情意。
澳大利亚政府根据乡村教师学习现状,重视乡

村薄弱学科教师的发展、乡村代课教师的需求

以及乡村校长的成长,针对新入职乡村教师以

及在职教师学习发展需求制定持续性专业学

习计划,系统设计学习项目,形成一套较为完

善的乡村教师学习机制,其成功经验值得我国

学习借鉴。
我国目前的乡村教师专业学习计划主要

以“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
计划)以及各地区的“区培”计划、“省培”计划

为主。其中“国培”计划包括“中小学教师示范

性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

目”两项内容。总体而言,乡村教师专业学习

培训对象的覆盖范围还需要扩大,培训的可持

续性、长效性还需要增强,培训体系也需要不

断完善。在推进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过程中,
我国要学习借鉴澳大利亚构建乡村教师长效

学习机制的相关经验。首先,应将乡村教师专

业学习按不同学科、学段、专业发展阶段以及

不同教师群体进行分层分类设计,着力提高乡

村薄弱学科教师学习力,针对性设计音、体、美
等学科学习项目,重视乡村代课教师的专业学

习与能力提升,注重乡村校长领导能力的培养

与提升,定制专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学习计划,
构建多学科、多主体以及多阶段的乡村教师专

业学习机制。其次,从整体上规划乡村教师学

习阶段,统筹设计各阶段学习时间、目标、内容

与任务,形成能力诊断、学习研修、创新实践、
反思提升的“一体化、渐进式”长效学习机制。
同时,在推进乡村教师专业学习过程中注重深

度学习和强化学习,形成“解构、重构、跟踪指

导”的强化式学习机制,帮助乡村教师重构专

业知识结构,提升认知思维能力与乡村教学能

力,强化专业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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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LearningofRuralTeachersinAustraliaanditsEnlightenmenttoChina:
AnInvestigationBasedontheGoalOrientation,MainContentsandImplementationPath

ZHOULiqin
(TradeUnion,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Chengdu,610059,China)

Abstract:Ruralteachersprofessionallearningisofgreatsignificanceinimprovingtheoverallquality
oftheirteamandpromotingtheirprofessionalgrowth.Thereisashortageofteachersinruralschools
inAustralia,andthequalityisrelativelylow.Theirprofessionallearningfacesdifficultiessuchaslim-
itedlearningconditions,lackoftargetedlearningcontent,andlowcoverageoflearningobjects.Based
onthis,theAustraliangovernment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professionallearningactivities
forruralteachersas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qualityoftheworkface.Thisprofessionallearn-
ingaimsatself-orientation,situationalintegrationandcontinuousdriving,focusingonlocalknowl-
edge,cross-culturaleducationalability,andresilienceprojectlearningcontent.Itusesinformation
technologytocreateonlinelearningplatformstoprovideprofessionalresources.Itbuildsanonline
learningcommunitytodevelopacooperativelearningculture.Itcarriesoutorientationtoimprovethe
adaptabilityofnewruralteachers.Itmakesadevelopmentplantoensurethecontinuouslearningofin-
serviceruralteachers.Itpaysattentiontothegrowthofteachersofweaksubject,substituteteachers
professionallearning,ruralprincipalsleadershipimprovement,anditlaunchespolicyandmeasuresto
breakthroughthepredicament.TheAustraliangovernmentsexperienceinensuringruralteachers
professionallearninginspiresusthatweshouldbridgetheruralsocialspacetopromotetheconstruc-
tionoffield-basedteacherslearningintheprocessoftraining,integrate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
gytopromoteruralteacherslearningability,andcoverallsubjectsandphasestoensuretheformation
ofalong-termlearningmechanismforruralteachers.
Keywords:Australia;ruralteachers;professionallearning;ruralteacher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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