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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以培养能深刻理解教育并致力于进行教

育改革的卓越学者和教育家为目标,构建了“4+1”五大模块的高质量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所谓“4”,即聚焦

批判思维能力培养的专业研讨课程、聚焦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课程、聚焦研究性学习的教育研究方法类课

程、聚焦问题导向的学术实践课程;所谓“1”,即聚焦专业技能提升的研究生证书课程。该课程体系体现出基

于研究、问题导向、教育知识与技能并重、跨学科培养、课程结构连贯一致、基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等鲜明特征,

凸显了对高质量教师教育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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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提升

基础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1]。国际上普遍认

为,教师是知识型社会的一项关键资产,教师

教育质量被视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问

题,要求教师成为知识渊博的、研究型的专业

人员,同时注重教育中的实践问题,以便营造

知识创造和共享的学校文化氛围[2]。基于这一

共识,各国通过建设教师教育学科,构建高层

次教师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实

现教师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成效的持续改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等政策文

件均明确提出加快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推动学

科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3-4]。2024年,新修订

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

求(试行版)》正式将教师教育学确立为教育学

的二级学科[5],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学科获得

独立的学术建制,为构建高层次教师教育体系

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高校积极响应高层次教师教育人才

培养需求,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开展学科建设实

践。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等相继自主设立教师教育学二

级学科学术硕士点和博士点,在课程体系建设

上进行了有益探索[6]。但也有学者指出,在这

些院校的教师教育学硕士、博士招生专业目录

或人才培养方案中,培养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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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体系内部存在诸多矛盾[7]。而优质教师

教育课程体系是高质量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

重要保障[8]。因此,如何完善、优化教师教育学

术型博士培养课程体系,既是教师教育学科建

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题中

应有之义。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StateUniver-
sity,简称MSU)教育学院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
美国教师教育学术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

机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Report)2024年度排名显示,密歇根州立

大学连续5年在全美课程与教学领域位居第

一[9]。MSU教师教育的卓越特质与其高质量

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密不可分。基于此,本文

选取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

程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研究其课程目

标、内容和特征,以期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的优化与发展提供借鉴。

  二、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

博士课程体系的基本架构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

课程体系旨在培养能深刻理解教育事件并致

力于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进行教育改革

的卓越学者和教育家。卓越学者和教育家需

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具有强烈的教育使

命感,具备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社会公平

的内在动机;二是既能深刻理解教育内涵,又
具备推动教育变革的能力;三是将所研究的教

育理论运用于真实课堂和实际教学,并在这一

过程中促进理论发展、丰富学术积累[10]。为实

现此培养目标,要求博士生至少学习四大模块

中的15门专业课程,包括2门聚焦批判思维能

力培养的专业研讨课程、3门聚焦教师专业发

展的核心课程、5门聚焦研究性学习的教育研

究方法类课程和5门聚焦问题导向的学术实践

课程。与此同时,还提供聚焦专业技能提升的

研究生证书课程。该课程独立于专业课程之

外,为博士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发展提供技能训

练。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

课程体系引进国际知名师资,采取跨学科的方

式为博士生提供独一无二的课程体验。博士

生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前,需要提交个性化的课

程计划(Grad-Plan)。课程计划由博士生、导师

以及课程指导委员会共同制订,博士生根据个

人学术实践领域进行动态调整,其主要功能是

帮助博士生制订符合自身发展的有效学习方

案,并指导其实现职业目标。博士生修完所有

课程学分后,须完成实习工作,且通过综合考

试和论文答辩后方能顺利毕业。MSU教师教

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的培养目标、内容模块

及其核心特征见图1所示。

图1 MSU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的培养目标、内容模块及其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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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聚焦批判思维能力培养的专业研讨

课程

专业研讨课程是在教授指导下,博士生以

围绕相关课题开展专题研讨的形式实施,主要

探讨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并以讨论和报告的

形式阐述个人观点,旨在培养博士生的批判思

维能力。专业研讨课程强调的是内容的深度

而非广度,其课堂活动主要采取课堂讨论、小

组合作、报告展示、博士生主导的调查以及同

侪评价等形式进行,以此鼓励博士生在沟通和

交流中探究知识,激发发散性思维,培养独立

思考能力。该课程涉及大量的阅读、博士生主

导的讨论、课题研究以及课堂演示等,这些活

动为博士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11]。专业研讨课程是博士生第一学年

的必修课程,分为一阶和二阶两个阶段。一阶

课程在 秋 季 学 期 修 习,主 要 包 括4个 主 题:

(1)K-12教育发展的目的、历史、结构、改革和

结果;(2)教学实践、学生学习、课程设置、学校

组织和教育政策;(3)教育系统的理论和解释;

(4)关注少数族裔的教育经历。除此之外,在

一阶课程学习中,博士生还需了解国内外教育

的热点话题,掌握教育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

二阶课程在春季学期修习,注重培养博士生的

问题意识,聚焦教学实践、教师和学生学习、课

程和教育政策改革等关键领域。在二阶课程

学习中,博士生需要对文献资料展开全面分析

和深度研究,以此探究教育改革的本质特征与

实际成效[12]。

(二)聚焦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课程

聚焦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课程是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是区别教师教育专业

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关键。此类课程的目标是

为博士生创造教与学的互动机会,培养和发展

其教育教学能力,拓宽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学

习如何根据课程、学校和学生的年龄与学习能

力设计、实施和评估教学,主要包括拓宽对教

育问题理解的课程、提升学科教学基本技能的

课程以及关于 K-12学校课程设计与构建等

3类课程。拓宽对教育问题理解的课程主要关

注不同视域下的教育公平议题,旨在使博士生

了解学校教育与其所处政治环境、社会基础的

联系,明晰自我、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

及教育公平对社会公平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引

导博士生善于发现教育问题背后的复杂性。

提升学科教学基本技能的课程主要是使博士

生掌握特定学科教学中的关键方法、材料、活

动和内容。课程尤为注重强化博士生对特定

学科相关观点的概念化理解,帮助其攻克一系

列教学难题,诸如如何选取契合课堂发展的教

学方法、怎样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以满足不同学

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以及怎样运用科学有

效的手段更好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等。关

于K-12学校课程设计与构建的课程,具体包

括“课程设计与开发”“社会语境中的课程”等

系列课程,旨在让博士生了解课程设置背后的

哲学根源、社会背景以及历史演进,掌握特定

学科课程设计与开发的流程与原则,提升课程

设计的实操水平。通过这一系列课程的系统

研习,博士生将具备在不同学科、不同年级乃

至不同学校中解决课程设置难题的能力,精准

分析教学过程中的特定问题,设计出富有成

效、贴合特定需求的课程。

(三)聚焦研究性学习的教育研究方法类

课程

教育研究方法类课程将博士生视为未来

的教育研究者,重在培养其解决教育场域中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以研究为驱动的自我反思能

力。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自身专业智慧

融入教育情境,引导博士生参与研究性内容的

学习,以及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促进博士生专

业教学能力及研究能力的进阶式提升。此类

课程所涵盖的研究性学习内容包括3个部分:

(1)夯实研究工作的理论根基,如查阅研究文

献、研修研究方法课程;(2)开展真实的课题研

究;(3)撰写研究论文[13]。研究方法类课程类

型多元,博士生可依据个人研究领域至少选择

5门课程进行针对性学习,具体包括教育研究

方法导论、量化研究方法类课程及质性研究方

法类课程等3类。在学习和掌握基本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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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博士生还将通过实习研究课程,将所习

得的研究方法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切实

做到学以致用。

1.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研究方法类课程中

的入门必修课程,旨在使博士生掌握开展教育

研究的知识和能力。课程紧密围绕教育调查

研究的全流程展开,要求博士生扎实掌握教育

调查研究方法的各个关键环节,着力引导博士

生熟练运用各类调查研究工具,逐步成长为能

够独立开展研究的教师教育者。课程内容涵

盖如何提出并凝练教育研究问题、了解教育研

究中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明确界定研究者与

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教育研究问题做出假

设等核心要点。此外,博士生还要明晰如何依

据研究需求选用恰当的调查工具收集数据、怎

样运用专业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以

及如何基于特定理论或思想对已有资料进行

分析等关键问题[14]。

2.量化研究方法类课程

所谓量化研究方法是指运用一定的测量

工具,使用统计程序分析编码数据,通过检验

变量之 间 的 关 系 来 检 验 客 观 理 论 的 一 种 手

段[15]19,通过测量、统计、推论分析教育现象,探

寻教育规律。博士生可在两门基础量化研究

方法课程———“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一阶课程”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导论”———中选修一门。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一阶课程”作为入门课程,

聚焦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数据收集

及分析方法论体系建构。“教育量化研究方法

导论”以培养博士生科学选择与运用量化分析

工具的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系统讲授量化研

究的基础理论与操作规范,为开展实证研究奠

定方法论基础。两门基础课程的内容均紧密

围绕量化研究的核心要素展开,涵盖以下几个

方面:(1)厘清研究问题与量化研究设计之间

的逻辑关联,帮助博士生建立问题导向的研究

设计思维;(2)解析量化研究中的伦理规范与

操作准则,强化研究过程的规范性意识;(3)结

合当代教育研究前沿案例,演示统计分析方法

在教育问题量化研究中的实际运用;(4)着重

培养批判性思维,要求博士生掌握对量化研究

设计合理性、结论严谨性进行科学评价的方法

体系。除基础入门课程外,“教育量化研究方

法二阶课程”作为能力进阶课程,主要向博士

生系统讲授多元回归、方差分析、实验设计等

核心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原

则。这一进阶课程着重阐释高级数据分析技

术和统计推理方法的整合运用逻辑,提升量化

研究设计与实施的专业技能。

3.质性研究方法类课程

所谓质性研究方法是指探索和理解个人

或群体赋予社会或人类问题意义的方法,研究

过程涉及新出现的问题和程序,参与者通常在

研究环境中收集数据,并对数据的含义作出解

释[15]21。此类课程除基础性的研究方法导论课

程和高级质性方法专题课程外,还包括6种不

同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高级质性方法:

批判民族志”“高级质性方法:话语分析法”“高

级质性方法:案例分析”“高级质性方法:人文

科学研究方法”“高级质性方法:现象学研究”

和“高级质性方法:人性化研究”。博士生可根

据个人研究领域对上述课程进行选择性学习。

其中,“现象学研究”是通过描述性研究范式揭

示个体对特定现象的主观体验。该研究方法

以现象学哲学为理论根基,核心目标在于阐释

个体如何通过主观经验构建其生活世界的意

义。具体到教育领域,课程主要聚焦“同情”现

象的现象学研究,通过深度对话、访谈等方法

捕捉教育参与者的原初体验,进而运用现象学

还原与解释技术,对研究现象的本质意义进行

学理性阐释,最终实现对教育情境中主观体验

结构的深度理解。

4.实习研究课程

实习研究课程作为研究方法类课程的重

要实践模块,要求博士生在修完以上三部分研

究方法理论课程后修习,是博士生培养方案中

的必修课程。课程以“教学实践-研究创新”双

重导向构建培养框架,包含两大核心实践维

度:(1)教学实践维度:博士生将课堂所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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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专业行动,在真实教育场域中开展教学

实践,通过“理论运用—实践反思—经验重构”

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实现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

的深度融合;(2)研究实践维度:聚焦未来职业

场景中的真实问题,将量化、质性研究方法系

统运用于实习场所,培养博士生识别教育现象

本质、分析复杂问题的研究思维[16]。

该课程为博士生提供了一个与同行研究

者、一线教师协同开展完整教学和研究的实践

平台。博士生需自主选定教育领域研究问题,

完成从研究设计、数据采集到学理阐释的全流

程实践,进而在实习过程中实现专业知识的实

践转化与研究思维的内生建构。实习结束后,

博士生需将问题探究过程、方法论创新及研究

结论凝练为学术论文,以口头答辩与书面报告

双形式提交实习委员会审核。这一环节不仅

是检验博士生独立开展规范研究能力的重要

节点,更是其获取实习合格成绩、推进学位论

文写作的必要前提,标志着从理论学习向教育

研究实践的实质性跨越。

(四)聚焦问题导向的学术实践课程

学术实践课程重视博士生的深度学习,要

求其聚焦一个或多个学术实践领域(areasof

scholarlyengagement),至少修习该领域的5
门课程,并围绕该领域的焦点问题(focalareas)

展开持续性探究,实现专业素养的进阶。博士

生可自主组建学术共同体,围绕焦点问题开展

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相关研究。这种动态开放

的学术共同体机制允许博士生根据研究兴趣

灵活调整,通过开展高频次学术对话和思想碰

撞,构建开放式的学习生态,强化专业身份认

同,推动专业知识的体系化构建,同时培养其

问题意识和探究性思维[17]。课程设有多元学

术实践领域供博士生选择,具体包括比较性和

全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课程研究、教师发展

与教师学习、教育政策与社会学习、语言和读

写教育、数学教育以及科学教育等。

如其中 的“语 言 和 读 写 教 育 领 域”(lan-

guageandliteracy),其侧重于读写和教学理论

与实践研究,致力于解决语言发展和读写能力

培养、识字教学优化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语言背

景下学生的读写能力发展等问题。聚焦该领

域的博士生学习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包括课程

和教学原理、教育改革运动脉络、国家政策分

析及教育史视角下的读写教育演进等[18]。此

外,博士生还可参加该领域的学术专题研讨会

(colloquy)。研讨会由校外访问学者和本校学

者共同主持,与会学者围绕读写教育中的核心

争议、技术赋能路径、多元文化适配等前沿议

题展开深度研讨。这种学术互动不仅使博士

生实时把握领域内的最新研究动态,更通过跨

视角对话有效延展其研究思维的广度与深度。

在实践环节,博士生完成课程学分后,需选定

该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实践。从研究

问题的界定与方法论设计,到数据采集或文献

综述的系统构建,最终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

践价值的研究结论,这一过程既强化了学术训

练的规范性,也推动博士生将课程所学转化为

解决真实教育问题的能力。

教师与教师学习(teachersandteacherlearn-

ing)领域则重点关注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教

师教育者专业实践的改善以及不同环境对职

前教师、在职教师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影

响。聚焦该领域的博士生通过参与教师培训

计划,与其导师一同开展教师准备标准、专业

发展路径等专题研究———既关注职前教师培

养质量的多维度影响因素,也研究教师职业生

涯周期中专业成长的关键驱动要素。在实践

环节,通过驻校调研、校本培训合作等形式积

累一线教师教育经验,立足区域教育发展需求

制订本土化教师培养方案,构建高校与地方学

校的协同育人网络。

(五)聚焦专业技能提升的研究生证书课程

研究生证书课程(graduatecertificate)是

非必修课程,其独立于其他专业课程之外,旨

在为博士生提供可直接迁移至教育实践场域

的专业技能和实用策略,助力其将所学转化为

解决真实教育问题的行动能力。研究生证书

课程以技能提升为基础,课程类型多样,供有

特定职业发展需求的博士生自主选择,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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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个性化的能力提升路径[19]。其主要课程包

括英 语 学 习 教 育(Englishlanguagelearning
education,简称ELL)、质性研究方法、科学教

育和城市教育等。

如其中的科学教育研究生证书课程,通过

“理论学习—方法训练—实践转化”的递进式

培养模式,为博士生在科学教育研究领域的专

业发展提供精准的能力支撑,帮助博士生从理

论和方法双视角深化科学教育专业知识体系。

课程内容聚焦科学教育研究的核心范畴,具体

包括“科学教育的教与学研究课程”“科学教育

的社会、历史、哲学基础”等核心模块。修习该

课程的博士生在完成规定的理论课程学习后,

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设计并实施科学教育专

题研究计划。研究计划要求紧密结合真实教

育情境,围绕科学课程设计、探究式教学策略、

科学素养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实证研究。完

成规定的课程修习与研究计划要求,经学术委

员会审核通过,博士生可获得相关研究生专业

资格证书。

  三、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

博士课程体系的鲜明特色

  历经长期探索、调整与革新,密歇根州立

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已具备较为完

整的体系结构。课程体系以研究方法的学习

为根基,以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为重要特色,通

过教育知识、专业探究、创新实践、科研训练等

多个方面的有机整合,系统性赋能博士生专业

素养的发展。具体而言,该课程体系将学科知

识与专业发展理论作为必修基础,确保理论根

基扎实;研究性学习内容作为学术训练的核心

载体,通过系统的方法论建构保障研究逻辑的

严谨性;通过独立设置的教学技能训练和实习

研究模块,实现专业技能和学术研究的实践转

化。三者有机结合,共同构成“理论性与技能

性、研究性与实践性并重”的整合培养模式,形

成“学—研—行”一体化的培养逻辑。

这一培养模式和培养逻辑为博士生提供

了内化和整合理论知识与教学能力的机会与

场域。博士生不仅要掌握学科理论知识,还需

具备自主学习、质疑和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

动手实践等多种能力,有力推动了其专业素养

的形成。这些专业素养主要表征为完备且多

元的知识结构、卓越的研究能力、成熟的教学

技能、高尚的情怀品质等。概言之,密歇根州

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呈现出

六大鲜明特色,即基于研究、问题导向、教育知

识与技能并重、跨学科培养、课程结构连贯一

致、基于教师专业发展。

(一)突出研究取向

研究取向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被认为是

培养高质量教师的关键,也是教育成功的最重

要变量之一[20]。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

术型博士课程体系以“研究”为主线贯穿课程

学习全程,聚焦研究态度和能力,将研究性学

习嵌入培养全过程,通过课程设计培育能够融

合研究和教学的自主反思型教师。这一模式

与教育场域中的批判性反思及批判性思考者

培养紧密关联,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以研

究视角重构教师培养过程,将培养“具备研究

思维的教育者”作为核心目标;(2)强化研究方

法课程的理论奠基作用,通过系统学习研究方

法论,推动博士生反思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发

展;(3)通过开展真实的教育研究,实现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的深度整合。基于上述设计,博

士生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学习材料开发等

方面享有更大的专业自主权,但也对博士生提

出更高要求,即:需在理论课程学习中同步构

建课程规划能力和集体反思能力,以便将研究

思维有效迁移至实习及未来教学实践中。因

此,该课程体系并非以培养纯粹的学术研究者

为旨归,而是致力于让博士生掌握教师教学、

学生学习等相关理论知识,发展教学反思、研

究性学习和学术合作的能力,助力博士生开展

基于教育教学实践的应用型研究。

(二)强调问题导向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

程体系以“问题导向”为鲜明逻辑基点,突破了

传统课程学习以“预定内容掌握”为核心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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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核心在于博士生参与学术社区,聚焦焦

点问题开展集中研究,将发展教育理论并推动

实践变革作为核心目标,培养博士生高阶问题

解决能力。课程内容以教育实际场域中的真

实问题为知识载体,通过问题牵引构建“课程

设计—选择学习”的双向互动机制,充分保障

学习内容的自主性与针对性。首先,在课程实

施上以问题为纽带串联课程,博士生基于教育

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自主选择适配的课程模块,

在系统掌握领域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强化问题

意识;其次,学术实践课程围绕特定焦点问题

进行定 制 化 设 计,通 过“问 题 发 现—理 论 建

构—方案开发—实践验证”的闭环,培养博士

生的问题思维、批判能力及解决方案创新能

力。这种将“问题”作为知识载体与学习驱动

力的设计,既打破了传统课程的单向输入模

式,又通过学术社区的深度参与,使博士生在

真实教育情境中实现从“知识接受者”到“问题

研究者”“教育变革推动者”的角色转型,最终

形成“问题导向—主动建构—实践转化”的立

体化培养模式。

(三)强调教育知识与技能并重的课程内

容构建

知识与技能的有机融合,本质上是教师教

育课程内容实践性的内在要求。密歇根州立

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将知识与

技能并重确立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内容逻

辑,强调要学习“教什么”的学科知识和“怎么

教”的教学知识,并通过贯穿职前培养与职后

发展的一体化设计,借助专门培训和系统实

习,实现博士生教育教学实践的高效改进。具

体而言,课程体系构建起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

的双向赋能结构,即深厚的理论知识为教学决

策提供学理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技能则保

障理论落地的精准性与创造性。课程体系尤

为强调专业技能发展的情境性特征,即教学技

能并非脱离课堂的“独立技能”,而是在与学生

互动、应对复杂教学问题的实践场域中逐步生

成。作为技能培训的标志性模块,研究生证书

课程通过“理论输入—模拟训练—实战反馈”

的闭环设计,将专业技能发展纳入核心培养目

标,特别关注以自我反思能力为代表的内在素

养建构。正如波斯纳“成长=经验+反思”[21]

公式所强调的,教师需通过持续性反思将实践

经验转化为专业成长动力,从而同步提升教师

的专业认知与操作能力。

(四)实施跨学科培养

在全球化与知识复杂化的时代语境下,跨

学科培养作为突破学科壁垒、培育创新能力的

核心路径,已成为创新型教师培养的必然选

择。美国 国 家 科 学 院(NationalAcademyof

Sciences,简称NAS)将跨学科研究界定为“通

过整合多学科的信息、技术、理论与工具,促进

对复杂问题的深度理解并推动实践突破”的研

究范式[22]。这一理念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

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中得到深度践行。

课程体系强调跨学科培养的核心不在于学科

边界的消解,而在于通过方法论的创新与知识

体系的重构,为教育领域的创新突破提供持续

动力。具体而言,该课程体系通过三重机制实

现跨学科培养的落地:(1)以“问题解决”为驱

动,将学术研究社区与学科专业课程有机联

结,引导博士生从多学科视角切入教育实践中

的复杂议题,在整合性学习经验中培育发散思

维与综合技能[23];(2)构建“连通性”的课程,通

过跨学院合作与学科交叉设计打破知识壁垒,

赋予导师更多教学自主权———导师可根据博

士生专业发展需求,采用过程导向的教学方

法,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身化的实践主题,强

化知识内容与教学技能的融合运用;(3)通过

跨学科协同研究,推动教育理论与其他领域研

究的深度对话,不仅丰富教育研究的跨学科视

角,更通过“研究—实践”的双向转化机制,将

多元知识内化为解决真实教育问题的能力。

这种跨学科培养模式的深层价值在于,课程不

仅是知识拼盘式的叠加,更是通过系统性整合

形成新的认知范式。博士生在参与跨学科课

程与研究的过程中,既能掌握多维度的分析工

具,又能在真实教育情境中锤炼“跨界协同”与
“实践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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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课程结构的连贯一致与整合性

连贯一致与整合性是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的关键要素。达林-哈蒙德(L.Darling-Ham-

mond)认为,优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应实现三

重整合,即理论课程内部的逻辑关联、理论课

程与学校实习的有机衔接以及深度督导下的

实践课程与教育理论的双向融合[24]。密歇根

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正是

基于这一理念,构建了以“学习情境为纽带、知

识整合为路径”的课程架构,即通过教学理论

的系统性串联,将课程设计深度嵌入真实教育

场景,营造理论与实践交织互构的学习体验,

助力博士生在整合中反思教学经验,培育创造

性实践思维。具体实施中,通过两大机制实现

课程的连贯整合。其一,强调课程理论知识的

整合性。专业研讨课程作为核心载体,打破学

科知识与教师专业理论的壁垒,强调知识关联

性设计,将学科内容与教育心理学、课程论等

专业知识熔铸为有机整体,引导博士生在跨领

域议题的探究中形成对教师教育的整体性认

知与跨学科思维。其二,注重“理论学习—实

践转化”的即时衔接。博士生在完成研究方法

理论课程修习后,立即进入实习研究,通过独

立设计并实施教育研究计划,将方法论知识转

化为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这种“学研

同步”模式显著强化了课程的衔接性,使理论

不再是孤立的知识模块,而是与课堂观察、教

学设计、学生发展支持等实践场景形成动态

呼应。

(六)课程设计秉持教师专业发展取向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

程体系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培养目标,

其设计逻辑深度回应了教师教育博士生“学生-
准教师”的双重身份诉求。作为兼具学习者与

未来教育者双重角色的特殊群体,博士生的专

业成长需要兼顾学科知识建构与教育实践能

力发展双重需求,这决定了课程知识体系必须

具备复合性特征,即既要提供扎实的教育理论

基础,又要创设贴近真实课堂的实践场域。基

于此,该课程体系通过“知识供给”与“主动建

构”两大机制落实其培养目标。其一,“知识供

给”是指明确规定核心课程的必修属性,系统

构建教育教学的知识与技能体系,确保教育教

学基础知识的系统性输入。这些核心课程聚

焦教育哲学、学习科学、教学设计等基础内容,

帮助博士生拓宽教育问题的分析视野,为后续

理论学习与实践转化奠定认知基础。其二,

“主动建构”是指将学术研究社区视为专业发

展的关键载体,倡导博士生自主组建学术共同

体,深度融入跨学科研究网络,赋予博士生自

主整合知识、生成实践智慧的空间[25]。这种既

遵循教师专业成长规律又尊重学习者主体性

的课程设置,为培养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创新

能力的未来教师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四、结语

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亟须提升教

师教育的培养层级,探索构建高质量的教师教

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可以说,国家对一流

教师的重大需求是非常迫切且持续存在的,这

种重大需求是师范院校建设一流教师教育学

术型博士课程的现实要求和重要驱动。教师

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体系的建设、完善与优

化,对教师教育院校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

值,理应成为一大重点建设事项。应通过在理

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积累,构建能够体现国际

水准、本土特色的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课程。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高质量教师教育学术

型博士课程体系,在课程结构的设置、课程内

容的选择、课程实施与评价等方面均表现出研

究性、问题导向性、融合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

注重培养博士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

教育实践能力,突出强调自我反思性、包容性

和尊重多样性。该课程体系从3个方面为我国

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

(1)构建“研教互促”的培养模式。确立以研究

为导向的培养逻辑,将教学实践与研究实践深

度绑定,使博士生在课堂中运用学科知识与方

法培育教学思维,同时以教学现场为研究场域

开展持续探究,通过“教学—研究—反思”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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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形成在研究中教学、以教学深化研究的

双向赋能机制,打破理论与实践割裂格局,促
进研究与教学能力协同发展。(2)设计“问题

驱动”的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强调以真实教育

问题为载体,引导博士生综合运用跨学科理论

与实证研究方法开展探究。这种设计促使学

习者从“知识接受者”转化为“问题解决者”,在
掌握研究工具的同时,形成基于证据的教学决

策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3)完善“情境嵌入”

的实践路径。构建“高校—中小学”一体化实

施网络,将课程中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工具性技

能还原到真实教育情境中。博士生深入中小

学课堂,在导师与一线教师的协同指导下,参
与教学设计、课堂观察等全流程实践,以真实

问题为研究课题,通过理论扎根实践、实践反

哺理论,积累教学经验、打磨技能并提升理论

迁移与研究能力。以上三大借鉴维度共同指

向一个核心逻辑,即教师教育学术型博士的培

养需突破单一的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范式,转
而构建“研究、教学、实践”深度融合的生态系

统,使博士生在研教互促的培养模式、问题驱

动的课程内容和情境嵌入的实践浸润中,成长

为能够引领教育创新的“实践研究者”与“研究

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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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urriculumSystemforAcademicDoctoralTraininginTeacherEducation:
ACaseStudyofMichiganStateUniversity

ZHAOYing,LIUYanren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ShanxiNormalUniversity,Taiyuan030031,China)

Abstract:TheacademicdoctoralprograminteachereducationofMichiganStateUniversity(MSU)
aimstocultivateoutstandingscholarsandeducationalistswhopossessadeepunderstandingofeduca-
tionandarecommittedtoeducationalreform.Toachievethisgoal,theprogramconstructedahigh-
quality“4+1”modularcurriculumsystem.Thenumber“4”referstoprofessionalseminarcoursesfo-
cusingonthecultivationofcriticalthinking,corecoursescenteringon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
ment,educationalresearchmethodologycoursesemphasizingresearch-basedlearning,andacademic
practicecoursesadoptingaproblem-orientedapproach.Thenumber“1”referstothegraduatecertifi-
cateprogramsdesignedtoenhanceprofessionalskills.Thiscurriculumsystemisdistinctlycharacte-
rizedbyresearch-basedlearningandproblem-orientedapproaches,combinationofeducationalknow-
ledgeandskills,emphasisoninterdisciplinarytraining,consistentcurriculumstructure,andteacher
professionaldevelopment,whichhighlightsthepursuitofhigh-qualityteachereducation.
Keywords:teachereducationcurriculum;academicdoctoralprogramofteachereducation;high-quality
teachereducation;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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