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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教师教育改革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改 革 的 关 注 点 之 一，职 前 教 师 教 育 改 革 更 是 促 进 教 育 高

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提升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的改革主要源于外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

育改革的双重压力）和内部（自身专业化发展和教师培养质量低下）两方面原因，因而在促 进 职 前 教 师 教 育

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拓宽教师教育项目边界和实现职前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改革，并在此基 础 上 形 成 了“专

业认证＋质量监控”联手模式和系统的“修业＋见习”模式，其中所显现的特征对于思考如 何 推 动 我 国 的 教

师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启示：以标准为基，指导教师培养过程的诸多方面；综合统 整 教 师 输 入、培 养 和 输 出

的各个环节；以外部保障促进内部保障质量提升，实现协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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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逐渐将教育改革的关注点从促进教育公平转向教育

高质量发展。例 如，欧 盟 教 育 部 长 理 事 会２００９年 通 过 的《欧 盟 教 育 与 培 训 合 作２０２０战 略 框 架》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的四大目标之 一 便 是

“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与效益”。高质量专业化的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各国都将其教育改革

的重心定位于教师教育尤其是职前教师教育（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或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ＴＥ或ＩＴＴ），并通

过加大官方统筹力度的方式逐步建立起了各自的教师教育质量提升和保障体系。“教师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通常是指为确保职前教师培养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在生源、认证、评估、投入等方面采取的系统性

的教师教育政策措施。”［１］职前教师教育是整个教师教育系统的基础，聚焦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该环节

的质量提升和保障措施，对于思考如何推动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他山之石”：发达国家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动向

（一）发达国家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动因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会持续出台相关政策，将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国家发展

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手段的第一个政策动因来自职前教师教育外部，即职前教师教育改革面临着

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双重压力：一是因为职前教师教育大多依托高等教育；二是因为职前教师教

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向基础教育输送优质教师。例如，德国和法国的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便深受欧

洲高 等 教 育 学 位 制 度 改 革 影 响。欧 盟 各 成 员 国 于 １９９９ 年 签 署 的 《博 洛 尼 亚 宣 言》（Ｂｏｌｏｇｎ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提出了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倡议，旨在促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加强欧洲各国高等

教育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减少各国高校毕业生之间流动的屏障，实现欧洲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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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德国和法国的职前教师教育都在高等学校中进行，因而其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深受此进程的影响。两

国都积极地调适各自的学位制度、设置培养课程并建立相应的学分转换体系，促进与国际接轨。同时，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现本国学生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所发起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ＰＩＳＡ）
中成绩欠佳并且在某些科目上呈逐年下滑趋势，因而基础教育质量的滑坡问题便引发了各界关于提升

基础教育质量和教师质量的讨论。事实上，早在这一国际测评之前，各国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学生学业

失败问题，而国际测评则放大了这种差异。于是，各国产生了在维持基础教育均衡和公平发展前提下的

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所以针对测评结果提出了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各类政策和措施，并在其中

规定包括职前教师教育在内的、有关提升和保障教师质量的要求。
发达国家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政策动因来自职前教师教育内部，除了源于自身的专

业化发展需要外，还主要源于其本身在教师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质量低下问题。这迫使各国致力于寻

找引发职前教师教育低质量的成因，改善教师培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以此促进职前教师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例如，有的教师教育项目在对录取学员的既往受教育经历和表现方面缺乏细致审查，在拿到专业

认证后未按照有关标准和要求进行严格培养，对教学实践环节重视程度较低，再加上相关管理和监督机

构未能清楚鉴别这些项目的优劣，对教师培养质量未能进行正确评估或反馈，从而导致所培养出来的教

师质量不高，较难满足招聘要求和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又如，由于政府给予各地区较大的教育自主权，
管理较为放松，致使区域间教师教育各方面都存在差异，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其资源共

享、利用和整合的效果直接影响了教师教育质量。而区域间对于学员所获学位和教师资格认可标准的

不一致，也限制着教师在见习、继续深造和入职等方面的跨区域流动。再如，各国教师队伍内部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数量和结构性短缺问题，除了在职教师留存率低、流失率高以外，由于偏远地区教师数量不

足，当地只能招聘质量尚未过关的临时教师，所以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在职教师的同时，也加大了

对于职前教师培养的力度，试图从多方面吸引和储备优质教师。
（二）发达国家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１．拓宽教师教育项目边界

美国和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较为相似，主要由各类教师教育机构举办的教师教育项目组成，形成了以

大学为主的传统培养和以中小学为主的选择性培养两类方式。在传统培养方面，英国开设了“教育学士

计划”（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和 “研 究 生 教 育 证 书 计 划”（Ｐｏｓ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教师教育项目。在选择性培养方面，两者的教师教育项目较为开放，主要为传统教师教育

体系外的优秀人才降低加入教师队伍的门槛，而近年来的政策着力点也主要在此。２０１０年，全美教师

教育认证委员会发布《通过临床实践转变教师教育：国家优秀教师培养策 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讨论了教

师在实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实习制度，加强政府、高校和中小学之间的联系。２０１２年，美国

政府发布《“ＲＥＳＰＥＣＴ”计 划：构 思２１世 纪 的 教 学 职 业》（ＲＥＳＰＥＣ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ｎｖｉｓｉｏｎ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和《教师准备改革法案》，将改革关注点落到教师实践能力和教师教育机构

之间的合作上。因此，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小学转而共同承办教师教育项目，如“教师驻校项目”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其学员白天需在师资紧缺的学校担任教师，晚上和假期则在教师教育

机构学习 理 论 知 识，通 过 考 核 后 便 可 拿 到 学 位 并 参 加 教 师 资 格 考 试。美 国 目 前 的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ＰＲＡＸＩＳ）主要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ＥＴＳ）组织，属于全国的统一性标准化考试，主要考查教师在

英语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基础能力、任教科目的学科知识和所教年龄段的基本教学方法。英国的选

择性培养则更凸显中小学主导。２０１０年，英国教育部发布了《教学的重要性：学校白皮书２０１０》（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提 出 建 立 教 学 学 校 网 络 联 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联盟学校中的校长和教师共同负责为当地教师的培养提供专业协助。２０１１年，英

国教育部颁布了《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将
过去的大学与中小学共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教师培养方式调整为以中小学为主要培养基地的教师培

养方式，更凸显了教师培养的实践性。此政策鼓励各优质学校成为教师教育机构，在通过专业认证后能

同高校教师教育机构一样获得资金支持，可面向社会或合作大学公开招聘和培训学员，其学员在达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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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格标准（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ＱＴＳ）①后将获得合格教师资格并成为准教师，可直接被该校雇

佣。２０１２年，英国教育部推出“教师引领计划”，明确规定中小学可申请认证成为教师教育机构，鼓励中

小学成为教 师 教 育 引 领 者。在 上 述 背 景 下，英 国 开 展 了 诸 多 教 师 教 育 项 目，如“毕 业 生 教 师 项 目”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以中小学为中 心 的 职 前 教 师 培 训”（Ｓｃｈｏｏ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教学优先”（Ｔｅａｃｈ　Ｆｉｒｓｔ）项目等。这种由中小学主导的教师教育直接将教师的职前和职

后培养联系起来，是对职前教师教育的新发展。

２．实现职前教师教育一体化

德国和法国职前教师教育比较相似，都是由专门高等教育机构组织，通过严格的教师资格考试，要

求具备硕士学历水平并需要参加长时间带薪见习。德国的教育权由各州独有，各州高校在教师培养方

面具有较大自主性和多样性，为促进各州之间的学历互认和教师流动，德国进行了教师教育改革。而法

国在改革之前拥有众多教师教育机构和相关培训，如初等师范学校、职业师范学校、地区教育中心、技术

教育教师培训中心和高等学校等，它们互相之间的关联较小，分别负责不同类型教师的培养。为实现资

源整合与统一管理，法国也开始了教师教育改革。
具体来说，德国职前教师教育为“二阶段”模式：第一阶段由高校负责，传统的培养方式将学员在第

一阶段结束时所通过的第一次国家考试视为获得硕士学位，改革中的培养方式将学员直接拿到的硕士

学位视为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两者均可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第二阶段在中小学进行，需参加１８个月

的带薪见习和相应的理论学习。由于德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主要与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改革紧密联系，

因而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ＫＭＫ）和高等学校校长联席会议（ＨＲＫ）相继发布了有关政策和决议。如

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在２００２年发布的《教师教育引入学士—硕士体系的可能性、课程模块化和教师

教育专业流动性的问题》，２００５年又发布的《各州对学士—硕士学位认证的共同结构方案，变革教师教

育的学士—硕士结构》和《关于各高校教师教育学士和硕士学位相互认可的要点》；高等学校校长联席会

议在２００５年发布的《学士—硕士学位制度的教学质量保障的建议》和２００６年发布的《对高等学校中教

师教育发展的建议书》。这些内容主要围绕采用学士—硕士两级学位制度、模块化课程和学分制度等方

面展开，同时规范了专业认证的有关内容。在上述改革进入平稳期后，德国政府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分

别提出了“卓越教师计划”和“教师教育质量攻势”计划，进一步提升教师培养的质量。
法国职前教师教育在综合性大学下设的教师培训大学学院（ＩＵＦＭ）进行，该机构的设立始于１９８９

年法国政府所颁布的《教育方向指导法》，其第１７条要求各学区建立教师培训大学学院，负责所有中小

学教师培养，招收具备学士学历的学员。学员在培训期间考取教师资格证后便可成为见习教师，在见习

期间通过见习和论文考核后才能接受政府分配并成为国家公务员教师。由于学员的招生、培养和分配

都由教师培训大学学院经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各机构培养的教师质量高低不一的情况。

随着实施成效的凸显，为进一步提高教师培养的质量，法国政府在２００５年颁布了《学习前景计划与发展

方向法案》，将各学区的教师培训大学学院逐步并入综合性大学，实行３年本科学习、２年硕士学习和１
年见习的培养方式，致力于促进职前教师教育的一体化发展。２０１０年，法国政府开始教师教育硕士化

改革，并于２０１２年颁布了《教师教育硕士化培养与改革法案》，要求致力于成为教师的学员必须进入硕

士阶段学习，并对此阶段教师培养的各方面进行规定。２０１３年，法国政府通过了《重建共和国学校的方

向与规划法》，为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和保障教师的必要教学能力，此次改革新设立了师资与教育高等

学校（ＥＳＰＥ）来负责所有教师培养的工作，并针对过去教师培训大学学院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

二、“以何攻玉”：发达国家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模式

（一）“专业认证＋质量监控”联手模式

在专业认证方面，美国在２０１０年开始新的认证制度改革，于２０１３年实现了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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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ＱＴＳ标准指英国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所实施的《教师标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下的具体标准，其前身是英国培训与发展署 在

２００７年所实施的《教师职业标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其中包括教师资格标准（ＱＴＳ）、核心标准（ｃｏ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和三

个工资考核标准。



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ＣＡＴＥ）和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ＥＡＣ）两 大 专 业 认 证 机 构 的 合 并，以 美 国 师 资 培 育 认 证 委 员 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ＥＰ）来统管教师教育各方面事宜。２０１４年，
美国师资培 育 认 证 委 员 会 发 布 了《新 一 代 师 资 培 育 认 证 标 准 草 案》（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该草案试图对全国的专业认证进行引领，因而借鉴和

吸收 了 各 州 的 教 师 教 育 认 证 标 准。英 国 国 家 教 学 与 领 导 学 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ＮＣＴＬ）对教师教育机构的“认证标准涉及师范生的招生与筛选、合作、项目和学科、师范生

评价、质量保障、管理和师资配置、住宿设施与资源和财政管理等八个维度”［２］。２０１８年，英国教师教育

的统管工作交由教学管理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ＴＲＡ）负责。除了专业认证以外，该部门的

工作还包括经费管理、标准制定、人员注册、教师培训、资格认定和教师惩处等内容。此外，英国教学管

理处对于以中小学为主导的教师教育机构的认证、监督和审查的范围与传统的教师教育机构有所不同，
主要考查“学校带动其他学校的能力、领导和管理水平、教学水平、学生成绩、中高层领导者在教师培训

方面的能力、校长的专业经历和规划、组织资源”［３］等内容。
在质量监控方面，首先，美英两国都注重机构内部自评、发布质量报告。２００８年，美国的《高等教育

法》（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修正案第二款确立了教师教育机构、州、联邦的三级教师质量年度报告制

度，要求“教师教育机构要向所在州和公众报告其教师教育质量的数据和信息。一是通过率数据，即每

个教师教育项目的毕业生在该州教师资格考试中的通过率，并将其与该州的平均通过率进行比较。二

是项目信息数据，包括教师教育项目是否获得了州的认证、是否被州认定为低表现项目以及教师教育项

目的学生数量、教学实习标准以及师生比等信息”［４］。除了对上级提交教师教育培养质量报告以外，许

多教师教育机构也在内部对其所培养的教师质量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来调整培养方案。例如，斯坦

福大学的质量评价模式（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以专业标准为依据，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一是教师候选人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评价；二是教师候选人学习过程的评价，包括课程学习和

教学实践两个方面；三是定性研究，对教师候选人的专业责任、专业伦理、领导力与合作能力进行评价；
四是通过对教师留任情况及稳定性的研究反观ＩＴＥ培养体系，并为改进培养方案、提升质量提供一定

的借鉴”［５］。
其次，在质量监控方面，美英两国也都注重外部机构考评与问责。例如，在考评内容上，美国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教师教育十年综合改革计划《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Ｏｕ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对职前教

师教育质量的评价从关注项目投入转向了关注项目产出，“采用基于项目结果变量的三项评估指标，包

括项目毕业生所教学生的学业成绩、项目毕业生在教育领域的入职率和留职率、对新近毕业生及其负责

人的调 查 访 谈”［６］，这 是 从 职 前 教 师 教 育 所 带 来 的 增 值 效 果 角 度 进 行 的 评 价。英 国 教 育 标 准 局

（ＯＦＳＴＥＤ）在２０１２年的职前教师教育督导框架中也关注三方面内容，包括“学员的学习结果、培训中各

合作伙伴的质量、对于合作伙伴关系的管理与领导质量”［７］。再如，在考评结果上，英国“教育标准局一

般在评估前出台《职前教师培训评估手册》，为评估人员和职前教师教育机构提供指导。质量评估结果

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有待改进和不合格。评价结果为‘有待改进’和‘不合格’的教师教育机构要

在同一年度接受二次评估。连续两次评估都在‘良好’等级以下，教育与就业部会撤销该机构的教师培

养资格”［８］。《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下设的“总统教学伙伴”（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ｅｌｌｏｗｓ）计划规

定，各州若想得到联邦资金的支持，则必须建立严格的专业认证系统以区分州内教师教育项目水平层次

的高低，联邦政府将优先考虑致力于保障教师教育质量项目的州。２０１４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法》修订

的“教师教育资助项目”（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中

的资助条款也将评定教师教育项目的等级划分为四个档次，“要求各州根据四个等级（卓越的、有效的、
处于危险中的、表现不佳）评价教师教育项目，为‘表现不佳’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没有获得质量提升的

机构和项目将失去州的审批和财政资助以及联邦学生财政资助”［９］。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美国和英国

都根据其质量评估的内外部结果建立起了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控数据库，这些数据是教师教育机构及

其项目的首要认证或改进的依据，同时也是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制定、政府经费资助和投资、来年学额分

配、中小学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伙伴关系的选择、当地的教师招聘和学员的入学选择等内容的参考。

·６１１·



（二）系统的“修业＋见习”模式

１．修业阶段

德国在修业阶段有两种培养方式：一种是传统的国家考试学位制度；一种是改革中的学士—硕士两

级学位制度。在传统的国家考试学位制度下，学员在高校中修完教育科学、专业学科和专业教学法等课

程并参加完教育实习后便可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测验后等同于获得大学硕士学位（Ｄｉｐｌｏｍ），可以

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培养。《关于各高校教师教育学士和硕士学位相互认可的要点》规定了学士—硕士两

级学位的培养方案和教师教育专业认证的有关内容，认同改革后学员所获得的硕士学位相当于通过了

第一次国家考试，并保留了定向培养的方式，在硕士阶段按照学员即将执教学校的类型（小学、主体中

学、实科中学、完全中学、职业学校和特殊学校）或学校教育阶段（初等教育阶段、中等教育第一阶段和中

等教育第二阶段）开设不同内容和标准的课程，需符合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所发布的决议的规定。相

较于学士阶段注重学员在教育科学、专业教学法和教育实习方面的培养来说，硕士阶段的培养则更加强

调在专业学科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关注其与教育学科和专业教学法之间的联系，同时增加了教学实习的

比例。
法国的教师培训大学学院在并入综合大学之后使得所收学员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的学习之间实现

了有效衔接，其职前教师教育的修业年限为本科３年加硕士２年。法国教育部“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教师

培训大学学院的培训手册》中明确提出教师十大职业能力之后，又于２０１０年加以完善。新的规定如下：
以国家公务员身份工作，恪守职业伦理，认真负责；掌握法语以便教学与交流；掌握学科知识并具备良好

的普通文化；设计与实施教学；组织班级教学；照顾学生的多样性；评估学生；掌握信息与通信技术；胜任

团队工作，并与家长和社会人士合作；自我学习与创新”［１０］。各教师培训大学学院在法国教育部颁布的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相关教师专业或能力标准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培养方案和课程，为学员们增强实践教

学能力和考取教师资格证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２．见习阶段

德国教师第二阶段的培养主要是在研修班进行理论学习和实习中学参加带薪见习，学员在学习结

束后需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通过测验可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并成为准教师。为了实现见习教师在修业

阶段毕业后能够顺利地跨州流动，加强各州教师教育机构之间在见习阶段方面的运作和联系，德国联邦

政府对教育见习制度进行了调整。２０１２年发布的《各州有关见习阶段的规划与第二次国家教师资格证

书考试的共同要求》中规定，要“扩展见习阶段准入条件、统一见习阶段服务时间、规范见习阶段组成阶

段、确定见习教师行为领域的能力标准”［１１］１００－１０５。扩展准入条件指通过学士—硕士学位制度培养的学

生可直接申请进入见习阶段；统一服务时间指由过去的１—２年统一为１８个月，旨在改善此前见习时间

不一所带来的差异；规范组成阶段包括定向阶段、独立教学阶段和考试阶段；教师能力标准包括十一个

方面的内容。调整后的见习制度体现出了“以教师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为核心、以各州教师教育均衡发

展为目标、以见习教师能力发展为导向”［１１］１００－１０５的特点。
法国教师在教育见习阶段的持续时间为１年，与德国的见习阶段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同步学习不

同，法国的见习阶段不包括理论学习，该部分在硕士阶段的２年内已经完成。德国的学员要在见习结束

后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拿到教师资格证成为准教师，而法国要求学员在参加见习前（即硕士期间）
就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包括预选考试和录取考试），但要在见习结束时接受大学和学区的审核，通过后

才能拿到教师资格证并直接接受国家分配工作。这种职前教师教育通过延长受教育时间和提高学历的

方式保证了其教师培养的质量。

三、“何以攻玉”：发达国家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

（一）标准为基：以此指导教师培养过程的诸多方面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虽然做法不一，但都非常注重以标准来规定

准入，以标准来实施教师培养，将教师资格要求内化到培养过程之中，最后以标准来衡量教师培养质量。
第一，以标准作为连接职前教师教育输入和输出的桥梁。教师教育机构在教师培养的过程中以各种标

准和规定来衡量所接收学员的学历和能力水平，在实际培养过程中以产出为导向，依据所颁布的各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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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尤其是专业认证标准和教师资格标准来制定培养方案，而教师教育管理和质量监督部门则以标准为

尺度衡量教师教育 机 构 的 教 育 质 量。例 如，美 国 各 州 于２０１０年 签 署《共 同 核 心 州 立 标 准》（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后，各州教师教育机构便在其教师的培养中加入了该标准的内容。英国教育部

在２０１２年颁布的《职前教师教育标准》（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也规定了不同类型教师教育项

目的培训要求。第二，逐步完善各类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建设，实现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标准化。为提

高职前教师教育质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出台许多改革政策，其中所涉及的教师教育标准可以大致

分为教师标准（如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资格标准、其他对于所教学员的能力要求）、课程标准、认证标准和

评估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保障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的标准，如资助标准。此外，为保障所用标准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各国还针对正在实施的标准进行适应性评估并出具报告，提出修改建议。例如，英

国教育部在２０１２年 实 施 新 的 教 师 标 准 之 前 就 针 对２００７年 所 发 布 的《教 师 职 业 标 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中的几个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该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标准的起草方

案。因此，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各类教师教育标准，逐步完善我国的职前教师教育标准体系，以标准作

为考查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的依据。
（二）综合统整：衔接输入、培养和输出的各个环节

第一，注重对生源的考核和筛选，多渠道确保生源。美英职前教师教育具有开放性，所以为了保障

项目的质量和产出，两者都很重视对生源的吸纳和筛选。例如，英国在《教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下一代

卓越教师》中都对受训学员的准入门槛做了要求。首先是提高了学历水平要求；其次是将技能测试从培

训后提到了培训前，对学员进行择优录取；然后是鼓励和吸引对教师职业感兴趣的人群加入教师队伍，
如“教学优先”（Ｔｅａｃｈ　Ｆｉｒｓｔ）项目面向优质高校的毕业生开放，“接下来教”（Ｔｅａｃｈ　Ｎｅｘｔ）项目和“从军人

到教师”（Ｔｒｏｏｐ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项目面向转业人员开放。法国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可以申请报名教师

培训大学学院，通过选拔后可以获得高额的资助和津贴，这种方式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准教师生源。德国

和法国在提升生源的学历层次和水平方面下功夫，以延长修业年限的方式来保障教师的培养质量。第

二，增加教师培养过程的实习教学和带薪见习比例，建立多方之间合作关系。无论是美英还是德法都十

分注重教师实践能力培养，认为此举是提高教师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我国的职前教师教育也可以借

鉴他者，实施高校和中小学对教师的共同培养，对学员参加实习和见习的情况进行严格把关，予以中小

学一定的自主权和技术、资金支持。再如，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共享师资方面可表现为高校教师参与中

小学的管理或与中小学教师共同教研，中小学教师对学员进行授课，参与指导学生的实习和见习环节，
甚至是出席学员毕业答辩。第三，借鉴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针对教师教育提出的

要求和措施。例如，美国２００２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ＮＣＬＢ）“引

入‘高质量教师’的专业发展标准，这是美国首次以立法形式对‘高质量教师’作出明确界定，设定了‘高

质量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经费保障、开展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等三方面的措施”［１２］；后来，美国以２０１５年

颁布的《每个孩子成功法案》（Ｅｖｅ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ｅｄｓ　Ａｃｔ，ＥＳＳＡ）取代实施了１０多年的《不让一个孩

子掉队法案》，从提高教 师 质 量 和 效 能 角 度 出 发 来 保 障 学 生 学 业 成 就，又 对 职 前 教 师 教 育 提 出 了 相 关

要求。
（三）协同支持：以外部保障促进内部保障质量提升

第一，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相关配套政策法规和制度要求，实施经费资助和奖金吸引。发达

国家对职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日益加强了政府主导，由官方发布一系列法律和制度，稳步实行提升职

前教师教育质量的各种措施，拿出经费支持教师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建设，根据质量建设情况考虑拨款数

额的多寡，设立奖金和补助等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第二，设计合理的教师教育项目和专业认证

方案，对教育机构及其项目进行分层评估以区分优劣，促进其整改。世界发达国家通过科学的专业认证

来确定职前教师教育机构的设立资质，并以此为依据对机构及其项目进行阶段性考核，对机构和项目的

效能进行反馈和问责，如是否落实国家政策和有关标准、是否为中小学输送了高质量教师等，公开评估

结果并建立数据库，为多方利益主体做出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机构内部定期自我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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