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 ０ 卷第 ９ 期得超 ？表材
？表砝 Ｖ〇 １ ． ４ ０

，Ｎｏ ．９

２ ０ ２ ０
年９月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 ０ ２ ０

新 中 国成立 以来教师教育培养 目 标的嬗变

崔 宇 ， 石 艳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 长春 １ ３ ０ ０ ２ ４ ）

摘要 ：
从教师教育政策演进 中考察教师教育培养 目 标 的 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 新

中 国 成立 以 来教师教育培养 目 标可划 分 为 合格胜任型 、 素质发展型 、 内 生动 力 型 、

创新综合型 四 个指 向 不 同 的 类型 ， 并呈现 出 一定的 内在逻辑 ： 对教师 综合素质 的要

求 由表及里地 向 内 部深化 ； 对教师 专 业发展的 引 领 由静及动地 向终身延展 ； 对教师

的 最终塑造向教育 家升华 。 展望未来 ， 要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公平转 向 ：
凸 显教师

教育公平取向 ， 培养教师公平素养 ， 追求过程公平 的卓越教师 专 业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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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是指一定社会对各级各类

教师教育的人才质量规格的总要求 。

［
１
］ 长期 以来 ，

“

培养什么人
”

的 问题
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 且被

认为是一个国家全部教育实践活动的前提性和基

础性问题 ， 是教育的首要 问题 。

［ ２ ］ 而教师作为人

才培养的教育活动发起者 ， 关于
“

培养什么样的

教师
”

这一问题较少得到人们的重视与探讨 。 教

师教育培养 目标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影响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 ， 而且关涉人才培养的质量 。 政策作

为 国家 、 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

而规定的行动准则 ，

［ ３ ］

对教师教育发展与教师培

养具有指 向性的引领作用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将
“

培养什么样的教师
”

这一 问题置入教师教育政

策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审视 ， 对新中 国成立 以来

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的发展历程与 内在逻辑进行深

入思考 ， 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与时代性价值 。

一

、 我 国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的演进历程

新 中 国成立以来 ， 我 国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大

致经历 了 四个阶段 ， 并分别具有各 自 的 阶段性

特征 。

（

一

） 合格胜任型教师 ： 目 标初设时期 的足额

达标 （ １ ９ ４ ９ １ ９ ７ ７年 ）

新 中 国成立初期 ， 为适应并支持当时的政治

经济建设与教育事业发展 ， 我 国对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进行初步设立与探索 。 《 中 国人 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 》 作为纲领性文件奠定 了新 中 国文

化教育工作的新民主主义基调 ， 规定
“

中华人民

共和 国 的文化教育为新 民主主义的 ， 即 民族的 、

科学的 、 大众的文化教育
”

， 教育工作要
“

给青

年知识分子和 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 以

应革命工作和 国 家建设工作 的广泛需要 。

”
［ ４ ］ １

可

以说 ， 我 国迫切需要政治立场纯洁 、 数量足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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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上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队伍 。

首先 ， 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教师队伍的数量

需求等方面急需合格胜任型教师 。 据当时统计 ，

为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 ， 在全国范围还需

增加 １ 〇 〇 万名小学教师 ，
１ ５ 万到 ２ ０ 万名工农教

育教师 ，
３ 万名 中学教师 。

［ ５ ］

因此 ，
１ ９ ５ ３ 年 ９ 月

２ ８ 日 召开的全 国 高等师范教育会议提 出 ， 要采

取多种 临 时过渡办法 ， 解决师资大量缺乏 的 问

题 。

［ ４ ］ ２ ４ ６ ２ ５ °

而这样 的师资数量缺 口 以及过渡策略

的制定 ， 也影响 了我 国这一时期对教师教育的政

策引领 。

其次 ， 教师的培养方式与培养 目标均指 向培

养合格胜任的教师 。 当时我 国教师培养主要采取

正规教育与短期训练相结合的方式 ， 以补足合格

教师的数量缺 口 。
１ ９ ４ ９ 年 １ ２ 月 ２ ３ 日 ， 第

一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 出 ，

“

要改进师范教育 ， 加

强教师 轮训 和 在 职学 习 ， 培 养 大批称 职 的 教

师 。

”
［ ４ ］ ８从新中 国 首次教育工作会议就从数量与

质量上强调
“

大批
”“

称职
”

的教师教育培养 目

标便可看出 ， 足额达标教师的培养具有紧迫性与

重要性 。 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 教育部于 １ ９ ５ ２

年 ７ 月 １ ６ 日 颁布试行 《关于大量短期培养初等

及 中等教育师资的决定 》 ， 提 出
“

在今后五年至

十年 内 ， 为 了适应大量和急迫的需要 ， 我们培养

师资的工作应以短期训练为重点 。 短期训练师资

的方式应该多种多样 。

”
［ ４ ］ １ ６ ２

新中 国成立初期 ， 我 国基于教育发展需要对

教师教育予以政策支持 ， 使师资不足的情况得以

改善 。 同 时也要正视 ， 教育发展与教师培养在
“

大跃进
”

与
“

文化大革命
”

期 间也历经了波折 ，

缺乏政策支持 。 但总体来说 ， 合格胜任型教师是

新 中 国成立初期亟待培养的 。

（
二

） 素质发展型教师 ： 目 标重建时期 的 专 业

浮现 （ １ ９ ７ ８ １ ９ ９ ２
年 ）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 ， 全党工作重

心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各项事业发展

均需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 ， 高度重视教育发展与人

才培养 ， 显然势在必行 。 早在 １ ９ ７ ８ 年 ４ 月 ， 邓

小平就提出 尊重人才 、 尊重知识 。 而
“
一个学校

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 ， 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 、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 ， 关键在教师 。

”
［ ６ ］ １ ６ ° ７

因此 ， 我 国 这
一时期对

？１ ２ ６ ？

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进行重建 ， 认为仅仅合格胜任

已无法满足现代化建设对教师的要求 ， 只有专业

化水平更高的素质发展型教师 ， 才能培养更高质

量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

首先 ， 重新确立教师教育的战略地位 ， 恢复

教师培养 ， 强化教师质量 。 这一时期教师教育的

政策 以 １ ９ ７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２ 日 颁发的 《关于加强和

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 》 为标志 ， 提出力争在三五

年内有计划地培训 ，

［ ６ ］ １ ６ ４ ９

以恢复并解决前一时期

教师质量下降 的 问题 。
１ ９ ８ ０ 年 ６ 月 ， 教育部 召

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 ， 指出
“

在提高质量的

基础上稳步发展 ， 建立一个健全的师范教育体

系
”

， 同时还在教师知识 、 教育规律与师德三方

面对教师提 出要求 。

［ ７ ］ ５ ８ ４

这体现 了 我 国教师教育

培养 目标开始指 向强化教师专业素质 。

其次 ， 我 国对教育优先发展 的认识不断深

化 ， 提出培养专业化水平较高 的素质发展型教

师 。 《 中共 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 》 强调
“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依靠教育
”

，

［ ６ ］ ２ ２ ８ ６

并提 出
“

建立一支有足够

数量的 、 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 ， 是实行义务教

育 、 提高基础教育水平 的根本大计 。

”
［ ６ ］ ２ ２ ８ ７

１ ９ ８ ５

年 １ １ 月 召 开 的全 国 中小学师资工作会议提 出 ，

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发展教育事业 的决定性环

节 ，

“

为形成一支宏大的 ， 高水平 的 ， 年龄 、 专

业和 层次结构 合理 的 中 小学师资 队伍奠定基

础 。

”
［ ６ ］ ２ ３ ３ ４

为完成上述 目 标 ， 国家教委于 １ ９ ８ ６ 年

２ 月 发布 《关于加强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

意见 》 ， 强调
“

要组织他们学习新知识 ， 学 习 和

掌握新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 总结教育 、 教学

的经验 ， 不断提高政治 、 文化和业务水平 ， 并培

养一 批 各 学 科 的 带 头 人 和 教 育 、 教 学 的

专家 。

， ，＿

这一时期 的教师教育培养 目 标进一步发展 ，

教师的培养与评价在专业化水平方面具有明确要

求 ， 对教师知识 、 教育规律 、 教学方法 、 师德师

风等方面的强调也有所深化 。

（三 ） 内 生动力 型教师 ： 目 标转型 时期 的 自 主

自 觉 （ １ ９ ９ ３ ２ ００ ９
年 ）

党的十 四大提出 ， 我 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

段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

提高 。 《 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 指 出 ，

“

振兴



民族的希望在教育 ， 振兴教育 的希望在教师
”

，

教师要
“

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 ， 改革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 ，

……加强基本知识 、 基础理论和基本

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

”
［ ８ ］ ３ ４ ６〃 ３ ４ ７ ３

我 国进一步强化 了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 。

首先 ， 教师资格标准的制定体现 了对教师专

业发展要求 的深化 。
１ ９ ９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发布 的

《教师资格条例 》 进一步规范并加强 了教师队伍

的专业发展 。
１ ９ ９ ７ 年 １ ０ 月 ２ ９ 日 颁布 的 《 高等

师范教育面 向 ２ １ 世纪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

计划 》 强调
“

以教学改革为核心
”

， 提 出
“

培养

和造就具有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 热爱教育事

业 、 思想品德优 良 、 专业基础扎实 、 从教能力强

和富有创造力 的新型师资 。

”
［ ８ ］ ４ ２ ９ ２

这些政策保障

了教师专业地位 ， 强化 了教师专业发展 。

其次 ， 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对 自 主 自觉的 内

生动力型教师提 出 了 明确要求 。
１ ９ ９ ９ 年 ６ 月 １ ３

日 发布的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 》 提出 ，

“

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 是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
”

， 教师要
“

增强实

施素质教育的 自 觉性 ； 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和业务素质 ， 教书育人 ， 为人师表 ， 敬业爱生 ，

要 有 宽广厚实 的 业务 知 识 和终身学 习 的 自 觉

性 。

”
［ ９ ］ ２ ８ ９

自 此 ，

“

自 觉性
” “

终身学习
”

等话语开

始 出现在教师教育政策文本 中 。
２ ０ ０ ２ 年 ３ 月 １

日 颁布的 《关于
“

十五
”

期 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意见 》 进一步强调 了教师发展的 自 觉性 ， 提

出
“

坚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 ， 以教师专业化

为导 向
”

， 要求教师
“

提高终身学 习 的 自 觉性 ，

不断拓 宽 业 务 知 识 、 提 高 业务 水 平 。

”
［ ９ ］ １ １ ４Ｍ １ ４ ７

２０ ０ 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国务 院批转 《 ２ ００ ３ ２ ００ ７ 年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 提 出 构建
“

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和终身学 习 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

，

［ １ ° ］ ３ ３ ７

为

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 。

为 了给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 我 国对教

师专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 突出教师专业发

展和终身学习 的 自 觉性 ， 从而培养 自 主 自觉的 内

生动力型教师 。

（ 四 ） 创新综合型教师 ： 目 标深化时期 的公平

与 质量兼顾 （ ２０ １ ０ 年 以 来 ）

党的十九大把教育纳入民生事业 ， 努力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而打造一

支高质量的创新综合型教师队伍正是新时期教育

公平发展和 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 ， 可见教师教育

培养 目标明确指 向公平与质量兼顾 。

首先 ， 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多样化指 向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的培养 。 《 国家 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０ 年 ） 》 提 出 ，

强 国必先强教 ， 有好的教师 ， 才有好的教育 。

［ １ １ ］

随后 ，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 》 要求教师

教育课程应
“

引导教师加深专业理解 ， 更新知识

结构
”

， 同时还强调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多样化

需求 。

［ １ ２ ］

２ ０ １ ２ 年 ２ 月 印发的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 与 《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 将

能力为重作为基本理念 ， 强调教师应能 内省式地

改进 教 学 工 作 、 制 定 发 展 规 划 、 提 高 专 业

素质 。

［ １ ３ ］

其次 ， 教师肩负 的促进教育公平使命要求他

们成为创新综合型教师 。
２ ０ １ ２ 年颁布 的 《 国务

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 围绕促进教育

公平 、 提高教育质量要求 ， 提 出
“

到 ２ ０ ２ ０ 年 ，

形成一支师德高 尚 、 业务精湛 、 结构合理 、 充满

活力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

。

［ １ ４ ］

这也是新时

期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对教师素质 的 新要求 。

２ ０ １ ９ 年 ７ 月 ８ 日 ， 中共 中 央 、 国务 院印发 《关

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 》 ， 从课堂教学质量与教学方式等方面 ， 要求

教师 加 强 差 异 化 教 学 和 个 别 化 指 导 等 公 平

素养 。

［ １ ５ ］

这一时期教师教育政策将教师视作教育公平

发展的基础 ， 在培养教师 自 主 自 觉发展 的 同时 ，

强调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 从而促进

教师更好地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二
、 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的 内在逻辑

我 国在各时期 的政治任务 、 经济发展与文化

建设有所不同 ， 因而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也具有阶

段性特征 ， 但总体来说具有一定的 内在逻辑 。

（

一

） 由表及里 ： 教师教育对教师综合素质 的

要求 向 内 部深化

目标初设时期 的教师教育偏重教师素质的外

在性要求 ， 强调教师政治立场纯洁与胜任教学工

作能力 。 此时的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的培养 目标

所运用 的话语常表述为
“

光荣历史使命
”

［ ４ ］ ８“

又

？１ ２ ７ ？



红又专 的 工人 阶级 自 己 的 教师 队伍
”

［
７
］
２ １ ９

以 及
“

革命化 、 劳动化的教师队伍
”

［ ７ ］ ３ ９■

等 。 目标重

建时期 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教育贡献力量 ， 为 了

“

多 出人才 、 出好人才
”

， 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的

培养 目标开始朝 内部转 向 。 尤其是
“

又红又专
”

在此时 的 内 涵 同新 中 国初期相 比有所发展 ， 即
“

专并不等于红 ， 但是红一定要专
”

。

［ ６ ］ １ ７ ７ ８

所 以教

师教育政策强调教师
“

专
”

的发展 ， 注重教师对

专业知识 、 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学习 。 随着教

育现代化的发展与转向 ， 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的

理论深度 、 知识基础 、 基本技能等方面的要求进
一步提升 ， 以强化教师业务水平 ， 提高教师队伍

质量 。 进入新时代 ， 随着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 ， 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也有所转变 ， 教师在教

育公平发展 中 的作用也愈发关键 。

［ １ ６ ］

故而此时教

师教育政策要求教师加深专业理解 ， 更新知识结

构 ， 兼顾公平与质量 。 只有这样 ， 教师教育才能

更好地为建设教育强 国提供师资保障 。

（
二

） 由静及动 ： 教师教育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

引 领 向终身延展

目标初设时期 ， 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专业发

展的规定以培养
“

称职
”

教师为 目 的 ， 以缓解师

资匮乏 的现状 ， 对教师专业素质并不作深入要

求 ， 更不必说其专业发展的 自 主性 。 当然 ， 这与

我 国 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发展状况有关 。 目标重建

时期 ， 虽然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培养 目标转 向专

业发展的提升 ， 但此时的教师专业发展仅停留在

静态层面 。 也就是说 ， 虽然教师教育政策在教师

知识 、 教学方法 、 教育规律等专业素质方面对教

师作出规定 ， 但这是出 于对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行

现代化建设所作的考虑 ，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对

教师 自 身专业发展 自 主性的引领 。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

实施 ， 我 国对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 仅从静态角度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规定与促

进的思路已显动力不足 ， 教师教育政策开始覆盖

教师专业发展的 自 主性培养与终身发展 ， 以此来
“

培养适应 ２ １ 世纪社会和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师

资
”

。

［ ８ ］ ４ ２ ９ ２

目标深化时期 ， 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深化 。 《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 （试行 ） 》 指 出 ，

“

教师是终身学习 者 ， 在持

续学习和不断完善 自 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发

？１ ２ ８ ？

展
”

。

［
１ ２

］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 与 《 中

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 均强调 ， 教师要
“

具

有终身学习 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 做终身学

习 的典范
”

。

［ １ ３ ］

《 中 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 ３ ５ 》 也对此

作出强调 。

［ １ ７ ］

可 以看出 ， 教师教育对教师专业发

展的引领向终身延展 ， 以保持教师提升 自 身学习

能力与专业素养的动力永不枯竭 。

（三 ） 由 象及意 ： 教师教育对教师 的 最终塑造

向教育 家升华
“

培养和造就一批教育家
”

这种话语表述近

年来才出现在教师教育政策文本中 ， 这不仅是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所需教师角色的时代转变 ， 也是

教师教育对教师培养 目标的必然导 向 。 教育家与
一般意义上的教师不同 ， 教育家将生命与教育融

为一体 ， 他们不是把教育当作职业 ， 而是将其视

作为之奋斗 的志业 。 在 以教育为志业的前提下 ，

教师把教学 、 学习 、 学校与学生都视为与教育合

为一体的事情而为它们考虑 、 忠诚于它们 、 热爱

它们 。

［ １ ８ ］

目 标初设时期 ， 由 于受 当 时社会发展条件

制约 ， 胜任教学工作 即可达到教师教育政策对

教师提 出 的培养 目 标 。 直到 国家教委 １ ９ ８ ６ 年 ３

月 ２ ６ 日 颁布 《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 的 意

见 》 ， 强调教师教育要使师范 生
“

成为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 ， 热爱教育事业的
一

代

新师资 。

… …使学生在校期 间就能立志把从事 中

小学教师工作作为 自 己 的终身职业
”

，

［ ６ ］ ２ ４ ° ４

我 国

的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才有 了
“

以教育为志业
”

的

萌芽与倡导 。
１ ９ ９ ９ 年 ９ 月 １ ６ 日 ， 陈至立在全 国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和校长培训工作会议上的总

结报告 中强调 ， 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培养和造就
一批在 国 内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家 ， 并且他们要在

教育教学工作 中起示范作用 。

［ ９ ］ ３ ８Ｈ ８ ６

随后 ， 教师

教育政策开始提倡促进教师成长为教育家的培养

取向 。
２ ００ ７ 年 ５ 月 １ ８ 日 ， 《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

十
一五

”

规划纲要 》 明确提 出 ， 要
“

培养和造

就一批教育家
”

。

［ １ ° ］ １ ３ ７ ９

《 国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２ ０ 年 ） 》 强调 ， 鼓励教师
“

创新教育

思想 、 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 ， 形成教学特色和办

学风格 ， 造就一批教育家
”

。

［ １ １ ］

可 以 看 出 ， 教育

家的塑造在我 国教师教育发展与教师培养的 比重



中愈发重要 。
２ ０ １ ８ 年颁布 的两个重要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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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 ２ ．０ 的意见 》 均强调 ， 到 ２０ ３ ５ 年 ， 教师综合素

质 、 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 培养造就

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 。

［ １ ９ ］ ［ ２ ° ］ 可 以说 ， 培养和

造就教育家 ， 不仅是我 国教师教育对教师的理想

塑造 ， 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三 、 教师教育 的时代展望

教师教育培养 目标的嬗变既是我 国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历史缩影 ， 又是我 国教师队伍建设进程

的集 中体现 。 从其演进 中可以看出教师教育正在

朝着公平转 向 ， 并在逐步彰显与深化 。 展望未

来 ， 教师教育可 以从以下方面加强 。

（

一

） 教师教育要凸 显公平取向

教师教育公平取向在落实与推进 中形成 了从
“

补齐
”

向
“

适合
”

演变 的发展逻辑 。 在 目 标深

化时期 ， 公平取向 的教师教育是
一种

“

补齐
”

逻

辑 ， 即从资源均衡配置的宏观层面重点关注乡 村

教师较之城市教师而言处于弱势地位这一难题 ，

进而通过一系列倾斜性政策来缩小二者差距 。 因

此 ， 这是一种以规模 、 比例 、 结构等为尺度的资

源配置公平 ， 是教师队伍建设所追求的外部公平

取向 。

尽管执行以外部公平为取向 的教师教育政策

非常必要 ， 但并不充分 ， 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 有

研究在评价教育综合实力时提出 了一个概念性公

式 ， 即
“

教育综合实力
” “

教育的硬实力
”

Ｘ

“

教育 的软实力
”

。 其 中 ， 教育 的硬实力 指
“

规

模 、 比例 、 结构
”

等外部指标 ， 取值范 围在 〇 到

１
； 教育的软实力指

“

自 由 、 平等 、 区别
”

等 内

部指标 ， 取值范 围在 １ 到 ＋ １
。 由 于

“

教育软

实力
”

的正负取值可 以影 响到
“

教育综合实力
”

的总体方 向 ， 因而
“

自 由 、 平等 、 区别
”

等指标

就成为公式的关键 。

［ ２ １ ］

我 国教师教育的外部资源

已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 ， 但其内在
“

品质
”

相对

容易被忽视 。 因此 ， 教师教育要进一步 向 内部过

程公平深化 ， 表征为
“

适合
”

的逻辑 ， 即从微观

层面关注每位教师是否具备公平意识与能力 ， 是

否始终保持对学生及其背后文化差异 的敏感度 ，

从而对其
“

差异性对待
”

， 使得每个学生都能享

有更公平的学习机会 。

因此 ， 教师教育要凸显公平取向 ， 关注多元

视角和公平性
［
２ ２

］

， 进一步实现公平转型 ， 在培

养 目标上将社会审辨能力 纳入教师教育过程 中 ，

以识别并帮助那些处于
“

不利境遇
”

的学生 。

［ ２ ３ ］

（
二

） 教师 专业发展要培育公平素养

教师专业发展是各国教师教育改革的主要 目

标 ， 最终指 向教师素质提升和教育质量提高 。 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形成 了专业主义与发展主义两股

思潮 ， 前者从静态角度概括教师作为一种专业都

由哪些要素构成 ， 后者从动态角度强调教师持续

专业发展 。

［ ２ ４ ］

因此 ， 教师专业发展一方面要从教

师教育的课程角度来培养教师的专业知识 、 技能

与信念 ， 另
一方面要注重教师职后的专业学习 和

反思 。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以来 ， 尽管我 国教师教育改

革始终深耕教师专业发展 ， 并取得重要成就 ， 但

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教师进行公平意识与能力

的培养 。 教师是教育公平 的 重要实践者与 推动

者 ［ ２ ５ ］

， 如果教师没有公平 的信念与 态度 ， 没有

对公平的认知和能力 ， 那么他们是很难觉察到学

校教育实践中 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 ， 因而也很难

助推教育公平 ， 促进每位学生的发展 。

教师教育一方面要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教师教

育课程 ， 更新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 ， 让他们提高

公平方面的知识与意识 ， 为学生提供更公平的学

习机会 ；

［ ２ ３ ］

另
一方面 ， 可 以从职后加强教师的合

作意识与反思能力 ， 帮助他们审视教育系统与 自

身的
“

文化偏见
”

， 从微观层面提高教师课堂教

学公平的意识和能力 。

（三 ） 卓越教师 专 业标准要追求过程公平

教师教育改革的根本 目 的是提升教师培养质

量 ，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

“

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

量成为我 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

务 。

”
［ ２ ° ］

而卓越教师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重要 的

目标引领作用 。 因此 ， 教育部陆续出 台
“

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
”

及其 ２ ． ０ 版的政策文本 ， 旨在全面

引领教师教育改革发展 。

卓越教师专业标准是实现这
一

目标引领的基

本保障 ， 它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卓越教师 。 研究

者对卓越教师的理解
一般有两种观点 ：

一是侧重

从教师素养和能力结构等方面定义卓越教师 ，

［ ２ ６ ］

？１ ２ ９ ？



二是侧重从专业精神 、 专业知识 、 专业能力等 因

素框定卓越教师 。

［ ２ ７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 ， 卓越教

师与普通教师的 区别在于
“

程度
”

上 ， 即卓越教

师是在教师专业标准中 的
“

专业理念与师德 、 专

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

等维度的基础上对优秀教师

的更严格要求 。

尽管在
“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

实施过程 中也

面临
“

卓越教师标准不明确
”

［ ２ ８ ］

的 问题 ， 但今后

制定卓越教师专业标准不能仅从
“

程度
”

上来考

虑 ， 还必须在
“

性质
”

上进行拓展 ， 公平理应成

为卓越教师专业标准 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２ ０ １ ４ 年

第 四届 国 际教师职业峰会的主题就很好地丨全释了

公平与卓越之间 的 内在关联 ：

“

不顾及公平的优

质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分裂 ， 而如果公平以优

质为代价 ， 又会使教育 的 目 标荡然无存 。

”
［ ２ ９ ］ 有

学者主张我 国卓越教师培养要吸收国 际卓越教师

培养的成功经验 ， 在重视教师培养的专业原则基

础上 ， 强调教师培养 的教育正义原则 。

［
３ °

］

因此 ，

若要丰富和发展卓越教师专业标准 ， 就必须在卓

越的
“

性质
”

上强调 ： 关注公平正义的教师才是

卓越的教师 ， 过程公平理应成为卓越教师的专业

标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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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０ ２ ）［Ｇ］ ． 海 口 ： 海南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３ ．

［ １ 〇 ］ 何东 昌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重要教育文献 （ ２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８ ）［Ｇ］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 １ １ ］ 国家 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Ｈ ２０２０

年 ） ［ ＥＢ／ＯＬ］ ．（ ２０ １０ ０７ ２ ９ ）［ ２０２０ ０２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ｖａｖｗ ．

ｇｏｖ ． ｃｎ／ ｊ

ｒｚｇ／ ２０ １ ０ ０７ ／ ２ 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６ ６ ７ １ ４３ ． ｈｔｍ ．

［ １ ２ ］ 教 育 部 ． 关于 大力 推 进 教 师 教 育课程改 革 的 意

见 ［ＥＢ／ＯＬ］ ．（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９ ）［ ２ ０２ ０ ０ ２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ｖａｖｗ ． ｍｏｅ ．

ｇｏｖ ． ｃｎ／ ｓ ｒ ｃ ｓ ｉ ｔｅ／Ａ １ ０ ／ ｓ ６ ９ ９ １ ／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 ｔ２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８  １ ４ ５ ６ ０ ４ ． ｈ ｔｍ ｌ ．

［ １ ３ ］ 教育部 ． 关于印发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 》 和 《 中学教师专业

标准 （试行 ） 》 的 通 知 ［ ＥＢ／ＯＬ ］ ． （ ２ ０ １ ２ ０ ９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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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 ２ ４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ｇｏｖ ． 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 ２ ０ １ ９ ０ ７ ／ 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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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７ ． ｈｔｍ ．

［ １ ８ ］ 金生紘 ． 以 教育为 志业 ： 教育 家 的精神 实质 ［ Ｊ ］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 ０ １ １（ ７ ） ：１ ６ ．

［ １ ９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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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 ． ｃｎ／ ｓｒｃ ｓ ｉ ｔｅ／Ａｌ ０ ／ ｓ７ ０ １ １ ／ ２ ０ １ ８ １ ０ ／ ｔ２ ０ １

８ １ ０ １ ０
 ３ ５ ０ ９ ９ ８ ． ｈｔｍ ｌ ．

［ ２ １ ］ 吴康宁 ． 教育 的 品质 ： 教育强 国 的
“

软实力
”

［ Ｊ１

教育发展研究 ，
２ ０ １ ５（ １ １ ） ：１ ４ ．

［ ２ ２ ］ 伍远岳 ， 杨莹莹 ． 迈 向 多元化的教师教育研究

改革开放 ４ ０ 年 的 回顾与展望 ［ Ｊ ］ ． 教育研究与 实

验 ，
２ ０ １ ９（ １ ） ：５ ３ ６ ０ ．

［ ２ ３ ］ 石 艳 ， 崔 宇 ．

“

新 教 育 公 平
”

观 与 教 师 教 育 转

型 ［ 〗 ］ ．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８（ ５ ） ：

１ １ ０ １ １ ６ ．

［ ２ ４ ］ 朱旭东 ．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 ［Ｍ ］ ． 北京 ： 北

？１ ３ ０ ？



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前言 ．

［ ２ ５ ］ 崔卓 ． 教师公平意识 ： 内 涵 、 价值及培养 ［ Ｊ ］ ． 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２（ １ ２ ） ：３ ９ ４ ２ ．

［ ２ ６ ］ 毕 景 刚 ．

“

卓 越 教 师
”

计 划 之 背 景 、 内 涵 及 策

略 ［ 〗 ］ ． 教育理论与实践 ，
２ ０ １ ４（ １ １ ） ：３ ３ ３ ５ ．

［ ２ ７ ］ 柳海 民 ， 谢桂新 ． 质量工程框架下 的卓越教师培养

与课程设计 Ｄ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２ ０ １ １（ １ １ ） ：

９ ６ １ ０ １ ．

［ ２ ８ ］ 王瑛 ， 李福华 ． 关于
“

卓越教师计划
”

实施 的 思

考 基于若干所髙 等 院校
“

卓越教师计划
”

实

施情况分析研究 ［ Ｊ ］ ． 中 国 大学教学 ，
２ ０ １ ３（ ４ ） ：

２ ６ ２ ８ ．

［ ２ ９ ］ 孙云鹏 ， 陈跃 ． 优质 、 公平 、 全纳 ： 为所有学生提

供髙质量 的教学 ２ ０ １ ４ 年 国 际教师职业峰会综

述 ［ Ｊ ］ ． 世界教育信息 ，
２ ０ １ ４（ ２ ３ ） ：２ ９ ３ ４ ．

［ ３ ０ ］ 何菊玲 ， 杨洁 ． 他 山之石 ： 国 际卓越教师培养之成

功经验 Ｄ ］ ． 陕西师 范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
２ ０ １ ８（ １ ） ：１ ６ ２ １ ６ ９ ．

（责任编辑 ： 余宏 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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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 ｒ ｅｃｏｍｐ ｅ ｔ ｅｎ ｃｙ ．Ｈｕｍ ａｎ＾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ｏ ｎｏ ｆｅ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ｖ ｉ ｅｗ ｉ ｓｄｅｖ ｅ ｌｏｐ ｉｎｇａ ｌ ｌｔｈ ｅｔ ｉｍ ｅ ．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 ｎｏ ｆｅ ｃ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ｖ ｉ ｅｗｈａ ｓｔｈ ｒ ｅ ｅ ｌ ｅｖｅ ｌ ｓ

，ｎａｍ ｅ ｌｙ ，ｔｈｅｂａ ｓ ｉ ｃ ｌ ａｗ
，ｔｈ ｅｖａ ｌｕ ｅｒ ｅｃｏｇ

ｎ ｉ 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ｔｈ ｅ

ａ ｃ ｃｏｕｎ 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ｃｏ 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ｅａｎｏ ｒｇａｎ ｉ ｃｗｈｏ ｌ ｅ ．Ｔｈ ｅｓ ｅ ｓ ｌ ｅｖｅ ｌ ｓａ ｒ ｅｓ ｐｅ ｃ ｉ ｆ ｉ ｃａ ｌ ｌｙ
ｉｍｐ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ｅｄ 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ｕ ｌ ｅ

＾

Ｂｉ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

＾

ｏ ｆｂ ｉｏ ｌｏｇｙ
ｔ ｅｘ ｔｂｏｏ ｋ 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 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 ｎ ｃ ｅｐ

ｔ
；ｂａ ｓ ｉ ｃ ｌ ａｗ

；ｖａ ｌｕ ｅ ｉｄ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ｏ ｎ
；ａ ｃ ｃｏ ｕｎ 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１ ３ 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