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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教师教育改革特色探析
曲铁华

　　摘要：在多元文化和学习社会的挑战下，在优质教学改革和基础教学改革的推动下，加拿大教师教育秉承以人

为本、多元发展的理念，建立了严格的生源遴选程序、开放的课程管理和内容、多元的教师培养模式、实践取向的实

习机制和发展取向的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从而推动了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这对我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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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必靠良师”，教师是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加拿大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背景、联邦政治体

制的移民国家。加拿大的教师教育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跨越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冲突和隔阂，建立了较为

科学、灵活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提高了加拿大教师队伍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整体文化实力的

提升，因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加拿大教师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对促进我国当下教师教育改

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　加拿大教师教育改革的背景

（一）基于管理体制的要求

由于加拿大是一个联邦体制的移民国家，其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分权制，联邦宪法赋予各个省份独立的教

育立法权和管理权限，保证各个省际间教育资源的均衡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加拿大各

省的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强制性的统一化弱化，发散性的多元化凸显，围绕联邦政府整体的教育理念，制定

不同省情下的教育目标和行动计划。因此，加拿大在教师遴选上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师考试，培养方式也根

据各省不同的教育基础而有所差异，这既是对分权管理体制的一种顺适，也是教师教育改革的应然趋势。
（二）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

１．多元文化的挑战

不同的种族、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聚集地。移民家庭、国内人

口迁移和原民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族裔的地域差别逐渐凸显。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加拿大政府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目的是保障所有公民的人权，更好地发展各民族特性。随后，
加拿大政府把多元文化政策延展到教育领域。为了保证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受教育者都能够接受到自身所

需的民族价值理念、知识、技能和态度，教育工作者须帮助学生在学校范围内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重塑积极

的自我概念，构建跨文化意识，确立多元的民族认同，从而较好地适应未来多元文化的社会生活。
在多元文化的挑战下，加拿大教师教育的改革，势必要关注师范生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在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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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均体现了自由、开放的特点；在教师教育学程的教学实践安排上，也强调多元文化

的包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师资培训，从而让多元文化贯穿于学校文化和课程实践之中。

２．学习社会的挑战

２０世纪中叶以后，学习社会的概念在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下逐渐清晰，任何国家必须具有变革的特性，
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学习。学习型社会是每个社会成员时时处处进行学习的理想状态。快节奏的时代变

化，促使社会成员始终处于不断学习的挑战环境之中。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作为知识的传

播者———教师而言，终身学习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教师只有不断补充、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观念，
提升自身的素养，才能实现从传统的教师角色向现代教师角色的转换。

在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诸多省份建立了多样化、分类别的师资评价考核机制，实行较为严格的师资资格

认证制度，采取有效的竞争形式，筹设了众多教师成长项目，并建立了网络化的学习平台，以促使教师不断学

习、不断反思、注重分享，从而激发教师自身的学习潜能，适应学习型社会的挑战。
（三）基于教育改革的诉求

１．卓越教师计划的推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国都将培养卓越教师作为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这种优质

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加拿大锐意改革，逐步推行卓越教师计划，目的是培养热衷教学和学习、善于反思和实

践、具有激励精神、参与性强的师资队伍，从而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愿景。一名师

范生成长为卓越教师，或者说达到卓越教师的理想规格，是一个长期的学习、磨练和积淀过程，需要国家的重

视和支持。
因此，加拿大政府不断探究卓越教师内涵，进行教师教育改革，严格选拔师范生源，并根据不同准教师成

长的需要和特点，设计多种职前学习和职后培训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和项目，为其之后成长为卓越教师奠定了

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基础。

２．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

世界科技、经济结构的转型促使社会服务、信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对从业者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这就要求学校对原有的教育目标进行改革，制定多元化的课程模块，实现课程的综合化和各阶段的

连续性，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加拿大部分省份开展

了个性化学习的基础教育改革，使学生独立学习与教师指导的时间逐渐增加，双方的民主性和互动性增强，
教师需要利用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内在学习能力，为其创设具有创造性高、探索性强的学习环境，以更加灵活

的态势，满足学生多元的学习诉求。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群体作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需要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教育部门

和师范院校为教师提供更为灵活、开放的学习机会和进修途径。加拿大许多省份也顺应基础教育改革的潮

流，实施了多种举措促进师范生专业素养积淀，促进青年教师职业技能增长，从而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

平。
二　加拿大教师教育改革的特色

加拿大的教师教育，在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源遴选程序的确立遵循严格取向

加拿大大不列颠联邦没有教育部，不设统一的入学考试，一些相关问题主要由教育部长联合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ｄａ，简称ＣＭＥＣ）进行协调。因此，加拿大的师范生源遴选指标呈多样化的发

展态势，但各个省的教育学院，对师范生源的遴选还是较为严格的。
生源选择主要参照以下程序。第一，核定成绩绩点和学分。在加拿大，申请者的文化平均成绩绩点和课

程学分，须在规定的数值范围内，ＧＰＡ（平均成绩绩点）是被广泛使用的作为招生条件的首要标准。第二，提
供简历。需要申请者提供自己的个人介绍，包括自己以往的经历、对教育的兴趣、对想当教师的动机、对教育

使命的理解、对学校发展的愿景等方面。第三，提交推荐信。推荐信侧重对申请者学术水平和个性特征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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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第四，组织面试。考核专家组对申请人进行面试，重点考察申请者的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个性心理特

征以及道德和价值观①。通过这样全面、严格的审查程序后，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稳定的心理倾向性和较高

的品德水平的人，才会被选拔出来，这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了加拿大教师储备队伍的质量。
（二）课程管理和内容设计秉承开放取向

１．课程认证的外控内动

分权而治的加拿大，没有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课程设置是根据各省教育部的方针政策和教

育改革要求进行设定，较为开放和灵活。部分省份设立教师管理学院，制定本省的教师专业标准和课程认证

标准，从外部对各省乃至大学教师的课程计划进行宏观的审查与监督，避免课程设置的随意性，使教师教育

课程的管理趋向制度化。

此外，加拿大各省的课程标准虽存在差异，但均是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包括高校、中小学、家长、教师、管
理者等诸多利益主体的意见下，经过反复商榷制定的，因此民声反映具有较高的效度。各省内部给辖区大学

留下充分的自主权，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相关课程计划。这种开放、灵活的课程认证管理，使社会

的教育热点、教育新闻等诸多方面，能通过教师的转化而进入正式课堂，教师参与课程计划的主动权和积极

性也得以较好地彰显。

２．课程类别的模块设置

加拿大教师教育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和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原住民教育的三种培养体系，

课程设置根据阶段和种类不同而存在差异。加拿大教师教育课程主要由学科课程、教育专业课程和通识课

程三大模块构成。学科课程由于受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加拿大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由原来的注重学科知识

的扩充，转向注重学科教学方法和策略的掌握。教育专业课程侧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

较大，以培养师范生在动态的环境中进行平稳教学的能力。通识课程主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相

关内容，强调对师范生性情和素质的培养，加强其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融合，从而加深对教育问题的理解。

近几年，大不列颠哥伦 比 亚 大 学 一 直 努 力 创 新 本 科 教 育 项 目，将 为 期 两 年 的 小 学 教 师 教 育 项 目（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ＥＴＥＰ）和一年中学教师教育项目（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ＳＴＥＰ）合并成一个学士学位项目，且配以全新的课程模块设置。下面以ＥＴＥＰ课程计划（见

表１）为例进行说明。
表１　小学教师教育项目课程计划

第一学年３６（学分）

冬季第一学期 冬季第二学期

学习概念模块：文化中的教育（８）
发展中的学习者（２）
教育的基础（２）
教育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２）
教育中的阅读与语言问题（２）

学习概念模块：文化中的学校（４）
教育政策与管理（２）
教学设计与规划、测量与评价（２）

原住民教育：历史与振兴（３）

学习内容模块：发展教学策略（８）
戏剧（２）
语言艺术（２）
终身教育（２）
体育教育（２）

学习内容模块：设计学习经验（６）
音乐（２）
数学（２）
科学（２）

环境学习：学习社区、专业实践（２）
学期和周访问

环境学习：学习实践（５）
确定方向、４周实习

第二学年３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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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Ｅ．Ｃａｓｅｙ，Ｒｕｔｈ　Ａ．Ｃｈｉｌｄｓ，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ｏ　ｂｅ　ｓ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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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第一学期 冬季第二学期

学习概念模块：班级文化（７）
课程理论与发展（２）
困难性学习（３）
计算能力（２）

环境学习：学习社区、专业实践（１０）
１周到８周的实习

学习内容模块：整合、评估和报告（８）
艺术（２）
语言艺术（２）
健康与事业教育（２）
社会学习（２）

环境学习：学习社区、班级里的专业实践（２）
学期和周访问

指导反思调查计划（４）
４周独立研究调查＊小学教育会议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学分的数值。资料来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Ｔｅａｃｈｅ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内部资料）。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ＥＴＥＰ课程计划共两年，第一年课程总学分为３６学分，第二年课程总学分

为３１学分。每年的课程都分成概念模块课程、内容模块课程和环境模块课程。每类课程模块赋以不同的学

分，概念模块课程主要涉及教育的基础理论；内容模块课程是具体学科的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环境模块课程

主要指在真实班级的教学实践，特点是强调学科课程、教育专业课程和实践的协调平衡。

３．课程内容的本土融入

传统的教师教育课程是一种输送模式，难以培养高素质、适合地方需求的教师。因此，加拿大开始对教

师教育进行变革，部分省份除了开设了普通教师教育的相关课程外，还以多元开放的视角，融入和渗透大量

本土文化，根据原住民族的历史、风俗和文化传统，开设了针对原住民教育的教师培养课程，使教师真正成为

多元文化的理解者、传授者和行动研究者。如安大略省教育部在２００９年颁布了《原住民居民的视角：指导教

师的工具包》（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①的指导性文件，还开发了针对

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指导教师的工具包。此工具包是集合安大略省原住民历史、文化的相关观点的电子资源

课程。教师可以按照所教年级课程的需要，自行进行下载学习。这为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提供了重要的信

息支持。
阿尔伯塔大 学 教 育 学 院 推 行 的 原 住 民 教 师 教 育 项 目（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 称

ＡＴＥＰ）已经推行十多年了，它是一个校外小学教师教育计划，旨在通过培养更多阿尔伯塔省北部社区的原

住民教师来提高该地儿童的教育成功率②。该项目提供了与教育学院主要的Ｂ．Ｅｄ．（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相同标准的高品质课程，但在侧重点上存在重要差异，ＡＴＥＰ意在解决对原住民教师以及各地有意

愿和原住民学生合作的教师的迫切需求③。
（三）教师教育培养方式树立多元取向

１．并行制教师培养方式

顾名思义，并行制的教师培养方式的特点，是在规定的４年学习年限中，学生同时学习学科知识和教育

专业知识，从而达到学术性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有机整合。这种并行制的教师培养方式，可以尽早地树立师

范生对教育岗位的热爱。具体而言，并行制教师培养又细分为“１＋３”和“１＋４”两种形式。采用“１＋３”培养

形式的代表大学为曼尼托巴省立大学教育学院，设计架构为高中毕业生完成综合大学本科一年级学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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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Ｏｎｔａｒｉ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ｉｓｅ．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Ｆｉｌｅ／ＵｐｌｏａｄｅｄＡｍｉｎａ＿／Ａｂｏｒｉ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Ｇｕｉｄｅ＿Ｔｏｏｌ－
ｋｉｔ２００９．ｐｄ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ｂｅｒｔａ，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ｂｅｒｔａ，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ｅａｃｈ－
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合格后，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教育学院根据申请者的条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选拔培养。达到毕业要求

后，被授予学科学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书①。

２０１４年，多伦多 大 学 针 对 高 中 毕 业 生 和 大 学 一 年 级 学 生，推 行 了《共 同 教 师 教 育 计 划》（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ＣＴＥＰ），此计划是“１＋４”形式的发展，目的是创建一个强大的学习社区，
帮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丰富多样的教学知识与技能。学生在计划中必须签订专业承诺书且要严格遵守，保

证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作业、完成教学计划，能按照要求积极参与课堂，从而增加对教育工作的热情，提高对

教学批判性反思的能力②。

２．连续制教师培养方式

加拿大所谓的连续制教师培养方式，细分为三种类型，即“４＋１”、“４＋２”、“３＋２”培养形式。“４＋１”的连

续培养形式，是学生在综合大学学习四年已经获得学科学士学位后，培养者再对其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教育

课程和教育实习的训练。这种形式被多伦多大学长期采用，但由于对学生教育技能的训练较短，学生在进入

教师岗位后普遍表现出适应性程度不高的状况。
因此，近年来，“４＋２”、“３＋２”形式逐渐成为各大学采用较多的教师培养形式。“４＋２”培养形式是在“４

＋１”的基础上，让学生增加一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时间，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作为一个准教师的基本教

学知识和技能。“３＋２”教师培养形式是一种学位后模式③，其框架设计是先让学生在三年里获得综合大学

的学科学士学位，再向教育学院提出申请，审查通过后，学习两年的教育理论和技能以及教育实习训练④。

３．合作制教师培养方式

合作制作为教师培养方式的补充，与以上的并行制和连续制两种方式相比，较为零散，没有固定的学习

年限，只是通过整合不同的教育资源来培养教师。加拿大合作制教师培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建立

在线网络共享教育资源的形式培养教师；另一种是通过建立在职教师与师范生的教育协作团队，来培养教

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加拿大就建立了较为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系统，启动了多项校园网工程，为教师在

线学习提供了便利。
近些年来，加拿大不断强化中小学教师与大学的合作伙伴的联系，促进这种合作制培养形式的逐步生

成。如大不列颠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在１９９１年 发 起 了“学 习 策 略 团 队 计 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Ｇｒｏｕｐ，简 称

ＬＳＧ），既促进了在职教师专业成长，也为师范生提供了教学实践的平台⑤。２０１０年７月，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成立教学与技术发展中心（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ＣＴＬＴ），每年举办三

次针对教师教育问题的研讨会，分为春季机构、秋季机构和冬季机构。春季机构一般在５月下旬进行，主要

研讨核心是让参与的教师分享自己的教育实践经历，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注重在团队合作中学习的方

式。秋季机构一般在８月或９月举行，研讨核心主要关注教育基本原理的相关问题，帮助参与教师精炼教学

大纲和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以及学会评估不同的教学环境。冬季机构一般在１１月中旬进行，１２月上旬结

束，研讨的核心主要是让参与者回顾在教学实践中的创新之处，分析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并提供参与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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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Ｆｏｓｔｅｒ，ｅｔ　ａｌ，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ｂｅｒｔａ，＂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ｅｄｓ．Ｔｈｏｍａｓ　Ｆａｌｋ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ａｎｓ　Ｓｍｉｔｓ（Ｗｉｎ－
ｎｉｐｅｇ：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ｉｔｏｂａ，２０１０），１９２．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ｕｔｓｃ．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１１／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ｔｈｂｒｉｄｇｅ，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ｌｅｔｈ．ｃａ／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２０Ｄｅｇｒｅｅｓ＿０．ｊｐｇ．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ｐｏｓｔ－ｄｉｐｌｏｍａ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ｔｈｂｒｉｄｇｅ，ｌａｓ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０，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ｌｅｔｈ．ｃａ／ｓｉｔｅｓ／ｒｏｓｓ／ｆｉｌｅｓ／ｉｍｐｏｒ－
ｔｅｄ／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ｒｇｍ＿ｒｅｑｓ＿ｃｅｒｔ＿ｄｉｐ＿ｐｄ＿ａｄ．ｐｄｆ．
Ｇａａｌｅｎ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Ｍｉｎｎｅｓ　Ｂｒａｎｄｅｓ，Ｉａ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ｔ　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１，ｎｏ．７（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７８７－７９８．



入ＵＢＣ网络社区学习的机会①。ＣＴＬＴ研究所对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教师、博士后、研

究生、本科生开放②，通过这种纵向学历团队让学生关注教与学的基本原理问题，培养其良好的教育素养。
（四）职前实习和职后实训贯彻实践取向

１．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职前实习

加拿大教师教育的改革中，特别重视职前教师实习，不仅因为其是获取教师资格证书的重要前提，还成

为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质量的重要环节。加拿大各个大学分层设置了教育实习的目标和阶段，实习模

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在曼尼托巴大学“３＋２”教师培养模式中，采用的“理论在前、实践随后”的模式，即学

生先学习理论，再进行教育实习；第二种是由麦吉尔大学采用的“实践在前、理解随后”的模式，即先进行教学

观摩再进行理论指导；第三种是由新不伦瑞克大学采用的“实习理论，同步进行”的模式，即课程学习与教育

实习同步进行，不分先后③。这三种实习模式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在建构主义视角下，不断地拓展实

习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向基于实践、基于探究的取向靠拢。

虽然各个大学教育实习的时间不一致，但是普遍较长。２０１５年９月，多伦多大学推出了一系列教师教

育的改革项目，侧重点都是延长教育实习时间，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的需要。学生长时间地深入教学一线，

可以充分了解和锻炼教学实践中需要的各种技能，增强自身的教育胜任能力，并且学生实习的形式可集中可

分散。

同时，各个学校注重实习小组间的研讨与信息交流，指导教师在实习中扮演教练及合作者角色，给学生

充分的认知空间，注重学生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衔接与转换。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再现、反思和验

证所学的教育知识，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教育理论，促进学生教学知识、技能、方法与能力的全方面发展与提

升，从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２．“全教师”理念下的职后实训

针对入职教师的实训，加拿大倡导一种“全教师”的理念，强调不仅要会教学，还要在教学中学会反思；不
仅要懂得教育管理，还要学会如何在管理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学术性。职后实训与职前实习一样，主要偏重对

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加拿大的教师教育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基本上实现了大学化。近些年来，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

整体质量，加拿大对教师的职后培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２０１９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推出“新

教师入职教育计划”（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ＮＴＩＰ），通过提供专业支持，帮助新教师发展必

要的技能和知识，成为安大略省的优质教师④。
（五）教师教育质量保障贴合发展取向

１．强调质性的教师绩效评估

加拿大建立了较为完善、注重质性发展的教师绩效评估制度，加强了教师管理，保障了教师质量。安大

略省在２０１０年 的“教 师 绩 效 评 估 技 术 要 求 说 明 书”（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ｕａｌ）中指出，建立针对新入职教师周期性评估和经验型教师周期性评估体系目的，是促进教师发

展和专业成长，为教师提供有意义的评估参考。对教师类型的区分如下：规定对于已经获得安大略省大学的

教师资格证，且被省级学校或者学校当局的学校董事会聘用，在完成新教师引入程序前或者直到他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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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ＴＬＴ），＂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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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个月之前的教师，称为新教师。对于已经通过教师引入程序，或者２００６年９月之前在安大略省的公立学

校担任永久职务的教师，称为“经验型”教师①。在清晰地区分教师的类型后，采用不同的评估形式，较大程

度上尊重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成为了加拿大教师绩效评估改革的亮点。
具体而言，由学校校长负责该校所有教师的绩效评估，其中新入职教师参与考核评估的机会有４次，“经

验型”教师则有３次，且评估标准采用描述式语言，没有量化指标，注重评价的发展性和过程性。评估内容涉

及对教师专业知识、教学实践、教学管理能力以及对学生态度等方面的考察。由于两类教师特点不同，因此

其评估程序和评估标准各有侧重，但最终的评估结果都将反馈到省教师教育学院，作为解聘教师的衡量依

据。
为了使教师绩效评估得以较好地贯彻，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还通过立法，将教师教育绩效评估制度确定

下来，保证了绩效评估体系的有效运转。加拿大通过实施教师绩效评估，使教师认识到自身在教学中存在的

不足，不断反思，主动更改年度学习计划，申请适合自己的教师教育项目②，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２．注重分享的教师专业成长项目

加拿大非常重视教师的专业成长项目，目的是帮助教师在团队合作、项目合作中不断发展、进步，以此来

推动教师质量的不断提高。加拿大在很早之前，就在哥伦比亚省推行教学技巧工作坊（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简称ＩＳＷ），采用研讨会的培训形式，以４－６人的小组为单位互相授课、听课、评价、反馈，在协同

的环境中，不断实践、思考、分析与提高。此项目鼓励教师采用新型教学理念和方法，帮助其解决教学中遇到

的瓶颈和问题。
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安大略省每年都会与教师联合会、安大略教师协会（Ｏｎｔａｒｉ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简称

ＯＣＴ）协同推行教师学习与领导计划（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ＴＬＬＰ）。此计划是

资助经验丰富的教师承担自己选择、自主指导以扩大知识、提高领导技能与分享教育实践的职业发展项目。
在推行的《２０１８－１９教师学习与领导计划》（２０１８－１９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中，计划的

三个目标为：为教师提供并创造专业提升的机会、培养教师的领导力、强化教师间的沟通，使安大略的学生获

得更为广泛的收益③。

ＴＬＬＰ项目的突出特点是，通过鼓励教师参与或创建学习共同体，让团队中的教师彼此协同与交流，在

碰撞的教学实践和管理实践中，增长专业知识、加深教育责任感以及践行道德标准。每年，安大略省对此项

目资助的经费都较高，评审过程也较为公平和权威，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与交流平台，提高了教师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积极性。

３．规范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

教师资格认证是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教师质量的有效依托，更是教师候选人可以在公立学

校任教的必要条件。加拿大的教师资格认证申请条件和认证过程，都是较为严格和规范的，并具有时效性，
促进了师资的流动和发展。

此外，证书类型划分也较为细致，满足了申请者不同的教育需求。教师资格认证基本以大学为主体作为

认证单位，主要由申请、审核、认定和申诉环节构成，各省略有差异，但基本申请认证条件都涵盖法律条件、学
习条件以及教学能力等，较为严格。普遍的申请条件之一是无违法犯罪行为；之二是必须取得学士学位和至

少一年的教育课程学习，部分省份对于实习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之三是要通过学校对其进行的全方位考

察，考察内容涉及对当地文化的了解程度、对教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对投身教学的热情程度，以及基本的教学

６３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ｕａｌ　２０１０，＂Ｏｎｔａｒｉｏ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ｇｏｖ．ｏｎ．ｃａ／ｅ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ｄｆｓ／ＴＰＡ＿Ｍａｎｕ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ｌ．ｐｄｆ．
廖忠、司瑞琴《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绩效考核评估制度述评》，《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２１页。

２０１８－１９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ｎｔａｒｉｏ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ｇｏｖ．
ｏｎ．ｃａ／ｅ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ｌｌｐ．ｈｔｍｌ＃：～：ｔｅｘｔ＝Ｔｈｅ％２０Ｔｅａｃｈｅｒ％２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ａｎｄ％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２８ＴＬＬＰ％２９％２０ｉｓ，

ｉｎ％２０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２Ｃ％２０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ｏｒ％２０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２０ｏｔｈｅｒ％２０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实践技能等方面。
在哥伦比亚省，教师候选人如果想在幼儿园到１２年级任教，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想要获得教师资格

证，须在教师管理局（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注册，申请条件包括申请者学业成绩（教师教育的成绩和

具体学科的成绩），申请者的教育经历、教学能力、教学的适应程度以及与学生的互动情况等。审核获得教师

资格证后，需要每年提交会费８０加元以保持教师资格。教师资格证使教师能在独立学校（传统的加拿大私

立学校）和第一民族学校（印第安人学校）任教。哥伦比亚省的教师资格证书的种类很多，但部分种类的证书

有时限，并不是终身有效，如果到期，教师可以升级证书，以获取更多权限的任教范围①。在安大略省，安大

略教师协会（ＯＣＴ）作为教师资格证书认定的机构负责相关事宜。

２０１５年９月，安大略省的教师教育项目，增加了８０天的实习以及加强了对特殊教育领域、教学技能的

重视程度。因此，教师资格认证的相关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候选人想要获得认证，须满足以下条件：第

一，至少获得一个三年全日制大专机构的毕业学位（包括四学年的教师教育项目）；第二，完成四个学期的教

师教育项目（同时也包括对实习时间的要求）；第三，向学院申请认证和支付年度会员和注册费用②。此外，
加拿大对教师资格证书申请者培训项目较多，对培训项目承担的单位，也有明确的要求。

三　对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我国的教师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传统的教师教育体系，也由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

放，由培养培训阶段分离走向职前职后一体化。但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新阶段，我国教师教育体制性的问题

和结构性的矛盾正在逐步显露。为了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为了助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我国应放眼国外发达国家，可以借鉴加拿大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深入推进教师教育培养环节的

改革与创新，为国家教育事业新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一）丰富非学术测验形式，提高师范生源质量

我国师范生的招生程序与国外不同，国外往往结合知识测验、心理量表、面试考核等多种方式，对学生的

知识背景、性格特征和综合素养进行考察。我国则以学术测验为主选拔生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源的

基本知识储备，但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２００７年以后，为了提高师范生源质量，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

展，我国调整了师范招生政策，在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实行免费师范生教育制度，阶段性地改善了生

源数量和质量。但由于其招生制度与非师范专业招生制度区别不大，仍以高考测验成绩为主，面试考核流于

形式，导致师范生源质量得到持续保证的动力不足。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加拿大对师范生的招生考核方式，不仅要看重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更要丰富和完

善面试环节，结合一些心理量表、情境测试和交谈方式等，加强对学生心理倾向性、品德水平和情感特征的考

察。并通过让学生提供毕业学校、社区等机构撰写的学生日常操行情况，了解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选拔出

最适合做教师的学生，严格招考入口，提高师范生源质量。
（二）规范课程管理制度，提高教师教育课程公信度

我国在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文件，标志着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初步形成，但相关的

教师教育认证制度还未建立，部分院校在设置课程时，逾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我国

可以借鉴加拿大灵活、开放的课程认证管理制度，既从外部对课程设置的方向予以调控、规范，提高教师教育

课程的公信度，同时又尊重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利，鼓励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和相关课程创新实

验区的建设和推广，从而提高教师培养质量。
我国的教师教育课程，主要以公共基础课程、教师专业课程和学科发展课程三部分框架构建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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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其中，学科专业课程较为繁杂，对教师专业课程重视力度不够，实践课程比重较少，而且部分师范院校

课程内容虽所有改善，但有些内容还是较为陈旧、狭窄、杂乱和空洞，与社会实际相脱节，一定程度上落后于

当代教育教学理念更新的步伐。随着近些年来教师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可以积极吸取加拿大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根据社会变化适时更新和调整课程内容，合理建构课程模

块，根据学年的变化和侧重点的不同，配置不同的学分比重，使师范院校的学科基础课、教师专业课、实践课

达到协调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典型的国家，各民族历史和传统各有不同，城

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教师教育质量基线高低不一、良莠不齐。因此，我国的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建构，更
应该走出单一、普适化的框架，探索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和模式，开发乡土文化知识，建立多元一体的

教师教育发展格局，增强教师教育的适应性，真正使教师教育课程的公信度达到较高水平。
（三）融合职前实习与职后实训，促进培养过程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教师教育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阶段一体化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分离状态，但缓解程度有限。由于职前培养过程中的教育实习时间较

短，教育反馈信息不够全面，学生头脑中的教育理论，无法具象地应用到教育实践中，加上入职后培训时段集

中，培训对象规模较大，形式较为单一，与职前培养衔接不畅，更加无法追踪个体的教师专业化成长。
因此，许多青年教师在进入岗位后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现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师教育的整体质量。

而加拿大的教师教育培养则重视反思，强调实践，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衔接紧密、层次递进。我国可以借鉴

加拿大的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加强职前教育实习与职后教育实训的融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进一步延

长教育实习的时间，强化对教育实习内容的指导、考核与评价，帮助学生完成从教育情境认知向教育实践认

知的转变。
同时，我国可充分发挥骨干教师和群体性组织在教师培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灵活安排职后培训时间和

形式，整合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帮助新入职教师完成职业心理和技能的平稳过渡。
（四）完善教师质量保障体系，促进教师个体发展专业化

１．优化教师绩效评估体系

构建完善的教师绩效评估体系，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更能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虽然我国对于教师的

考核围绕德、能、勤、绩等方面，但是，由于强制性立法保障的缺乏和传统教育国情的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和

升学率，一直是评价教师优良与否的标准，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师对于自身专业发展的追求与重视

程度。而加拿大安大略省建立的分类教师绩效评估标准，内容全面、科学，强调针对性、发展性和多元性，这

对合理评价我国教师绩效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因此，我国要构建多元、动态的发展性教师绩效评价制度，根据不同特点和情况的教师，采用分层次、分

类别的评价标准，使教师对自身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促进其积极主动地提升自我，有助于其专业化成

长。同时，我国要制定和出台相关立法，为教师绩效评价的有效执行提供保障。此外，我国还要打破以往一

元主体评价教师的弊端，相应地设立第三方教师绩效评估机构，以更公平、全面的视角，对教师进行考核与评

价，从而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２．完善教师继续教育体系

我国的继续教育是以学历提升和教学能力补偿为目的而起步的，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推动，这种功利

主义倾向的教师进修，已经不适宜时代发展和教师个人专业化成长诉求。就制度建设而言，由于现行管理体

制的不完善，一些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继续教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继续教育的计划盲目性、随意性较大，对教

师进修的遴选条件把关不严，继续教育的内容比较陈旧，团队合作机会较少，等等。此外，经费成为制约教师

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部分地区教师的进修费用由个人承担，导致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持续动力有些不足。
加拿大的教师专业成长项目为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不仅制度规范，激励和保

障机制实施到位，而且对参加继续教育的教师经费投入较多，增加了教师参与培训的动力。此外，加拿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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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合作学习中培养教师的教学技能和反思能力，既节省了培训资源，也使教师在讲中学、听中学，提高了专

业水平。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加拿大教师继续教育的相关措施，丰富教师继续教育类型，规范教师教育研修

制度，加大对教师专业成长的经费投入，并根据教育特点和问题，更新培训内容，扩充以小组合作为核心的教

师专业成长项目，从而提升教师的质量。

３．规范教师资格认证体系

教师资格认证是规范教师管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加强教师队伍长远建设的关键性举措，它对于促进

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教师资格认证的形式较为简单，申请和考核环节相对宽松，教师

资格认证过程中缺少对教师实习时间的规定和实践能力的考察，导致部分教师在进入岗位后理论与实践相

脱节，教学适应度不高。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加拿大对于教师资格认证的相关做法，首先，应对教师申请者的

条件进行严格限定和筛选，提高教师资格的学历标准，适应教师资格高学历化的趋势；其次，可以适当扩充教

师资格证书的种类，满足教师的多样化需求；最后，不仅对申请者的实习时间有要求，还要加大对教师实践环

节的认证力度，保证申请者具备在真实课堂环境中进行授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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