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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纪之交以来，各国的教育改革呈现出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在此背

景下，改革教师教育、提升教师质量成为教育改革的热点。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成就

卓越”教育愿景的驱动下，自2015年开始进行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为了实现基础教育

质量与公平性的双重提升，安大略省的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培养时

间的成倍增加、培养内容的更新和培养规模的减半。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卓越教育愿

景下采取的教师培养改革举措，也对于我们思考职前教师教育规模设定、时间安排和

课程设置等问题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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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教师教育改革也成为世纪之交以来世界各

国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诉求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以实现

卓越教育为目标推进教师培养改革。例如，英国教育部于2004年开始实施的“卓越教

师计划”（Outstanding Teacher Program，简称OTP），旨在促进教师的卓越发展；随后，

2011年出台、2012/2013学年正式实施的《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把培养卓越教师提高

到了国家战略层面。［1］德国于2012年实施“卓越教师教育计划”，将改善教师教育质量

作为行动目标；［2］美国自2001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颁布后，各高校纷纷制定自

己的“卓越教师培养项目”以致力于为中小学培养卓越教师。［3］我国也不例外，教育部

于2012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根据该意见精神，教育部于 2014年发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的意见》，以

“培养一大批师德高尚、专业基础扎实、教育教学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突出的高素质

专业化中小学教师”。［4］2018年印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的意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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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教育部意在通过培养一大批卓越的师范院校和师范生，从源头提升教师质量。［5］

尽管探索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一股潮流，但是

对于卓越教师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如何培养这样的卓越教师，才能实现卓越

的教育，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在此背景下，考察一下世界其他国

家如何通过卓越教师培养改革实现卓越教育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之所以选择考察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师培养改革，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础教育水平处于世界前列，［6］从各种国际性评价项目，例如2000
年开始的每3年一次的PISA测试可知，加拿大的成绩排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优

异的基础教育质量背景下，2014年安大略省提出“成就卓越”（Achieving Excellence）的
教育愿景，旨在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卓越和公平发展。在此基础上，2015年的职前教师

培养改革也试图呼应卓越教育的目标。而纵观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英美等国。在少数几篇关于加拿大的研究中，研究者并未将基础教育目标与教师

培养目标结合起来探究其关联。那么，为了实现卓越教育，安大略省是如何进行职前

教师培养改革的？安大略省这次的职前教师培养改革对于我国的卓越教师培养提供

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便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①本研究主要基于加拿大安

大略省教育部（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和教师协会（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②

的官方网站上的相关资料进行文献分析。部分数据还来自加拿大国家教育与经济中

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和安大略省总理政府网站（Ontario
Premier' s Office），并对这些来源的数据进行汇编和交叉参照。当某一特定变量的数

据在不同来源之间存在差异时，笔者参照了更多的数据资源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一、成就卓越教育：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培养改革的关键背景与核心诉求

加拿大安大略省对卓越教育的关注始于2004年。时年安大略省教师协会在探讨

关于“卓越教师——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来激发学生潜能”（Teacher Excellence--Un⁃
locking Student Potential Through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主题时，提到

了要通过促进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来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7］其主要目的是将教师

的发展作为依托目标，通过培养掌握熟练教学技术的教师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业

成就，促进安大略省教育质量的发展。2014年，安大略省再次提出“成就卓越教育”的

口号，并以文件《成就卓越：安大略省教育的新目标》（Achieving Excellence:A Renewed

①对于安大略省来说，省内不同教师培养机构之间的教师培养方案类似，因此，本研究以安大

略省为单位进行探讨。

② 1997年，安大略省教师协会（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简称OCT）依法成立。OCT属于非官

方性质，是教师的专业自治组织。在安大略省，OCT主要负责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资格认定、教师教

育项目认证和实习等相关事务。在此次的职前教师培养改革中，由教育部指导实施进程，教师学院

根据部委协商的结果制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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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for Education in Ontario）（简称“成就卓越”）呈现。对于时隔十年之后提出这个

新政策，究其原因，纵有千头万绪，但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范围内对教育质

量的重视。近年来，国际性的学生测试项目层出不穷，如PISA、TIMSS等。这些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广泛的参与性、高度的关注度足以表明世界各国对教育质量

的重视程度，当然加拿大安大略省也不能例外。二是本省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在

2004年之后十年的发展中，安大略省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识字和算术方面

达到省级标准的学生由54%增加到约71%，高中毕业生由68%增加至83%。［8］这一改

变标志着这十年的教育取得了大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安大略省需要设定更高的教育

发展目标来实现本省教育的持续发展。当然，这也是一个审查本省还存在哪些教育

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因此，2014年，安大略省教师协会与安大略省教育部（Ontar⁃
io Ministry of Education），以及来自各方的代表（包括教育、商业、市政、法语区和土著

社区等各领域）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分析安大略省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

展方向。值得指出的是，工作组的讨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依据：其一是各个行业的

代表（包括教育、商业、市政、法语区和土著社区等各领域）在工作组讨论中所反映的

安大略省教育的现实情况，此为安大略省卓越教育目标制定的现实基础；其二是安大

略省教师协会和教育部组织的研究团体和加拿大相关研究者在这十年间所开展的关

于安大略省教育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构成了安大略省卓越教育目标制定的理论

依据。

该工作组认为，尽管安大略省的基础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斐然，但是要确保所有学

生在此基础上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安大略省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总结为

三个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教育公平问题以及教师的教学技能问题。［9］所谓教育质量问

题，主要体现在安大略省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国际测试中下滑趋势初现端倪:从多次PI⁃
SA测试的结果中可发现安大略省的学生数学成绩有所下降；所谓教育公平问题，主要

是指安大略省由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一系列教育问题，包括特殊需求教育等问题；而

所谓教师的教学技能问题，则主要是指教师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对前沿教学

技能的有效运用方面存在欠缺。总体来看，教师的教学技能问题的存在实为安大略

省发展教育质量和提升教育公平的桎梏。

基于以上认识，工作组经多次商讨后，起草并发布了“成就卓越”，其中对安大略

省的卓越教育目标进行了正式界定。安大略省确定了以下四个基本目标。［10］其一，提

升教育质量。安大略省一直致力于使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都取得高水平的学习成绩，

获得宝贵的技能，并表现出良好的公民意识。提升教育质量既是安大略省致力于教

育发展的重要表征，亦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因而毫无疑问，提升教育质量

是安大略省实现卓越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其二，确保教育公平。换言之，要使安大略

省所有的学生（不论种族和地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并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文

化多样性是安大略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因此，平等和尊重是安大略省实现卓越教育

所当然包含的目标。这也体现出安大略省的“成就卓越”的教育愿景不仅仅诉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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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提升，也追求教育的公平性。其三，提升儿童幸福感。这主要是指培养所有的

学生具备健康的心理和身体状态、积极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以及能够做出积极选择

的技能。其中体现的是在追求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提升所有儿童的幸福

感，促进所有儿童积极地、健康地、全面地发展。其四，增强公民信心。安大略省表明

会继续致力于使本省公民对教育系统有信心。在前三个目标下，安大略省的基础教

育更加致力于培养新一代自信的、有能力的和有爱心的公民。总体而言，提升教育质

量和确保教育公平是安大略省教育的基本目标，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基础上，达到提

升儿童幸福感和增强公民信心这两个上位目标。换言之，以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

公平为手段，去实现提升所有儿童的幸福感，进而实现增强公民信心的目标。面对

“成就卓越”计划所设定的更高的教育目标，同时也面临提升教师教学技能的目标，教

师的培养质量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方面。而在当时安大略省教师培养时间紧缩、

教师培养内容落后以及教师培养规模过大等的压力下，为了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性、

培养卓越教师来实现卓越教育，改革职前教师培养项目无疑成为安大略省教师教育

改革的重要组成。

二、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培养改革的主要举措

2014年，安大略省教师协会和教育部根据过去10年的教师教育研究成果和对教

师资格广泛审查的结果，结合“成就卓越”的教育新愿景，决定改革职前教师培养项

目。改革于2015年正式实施，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培养周期倍增、培养内容

改革、培养规模减半。［11］

（一）培养周期倍增：保障卓越教师培养所需的时间

2015年之前，安大略省大部分的职前教师必须接受三年学术课程学习获得学士

学位，另外再进行两个学期的教师培养项目的学习。［12］两个学期的专业学习虽然使职

前教师在教育基础（即教育的历史、哲学和心理学）、教学方法、教学领域中的其他方

法课程（如信息技术能力等）和实习课程均有涉猎，但是安大略省一些教育组织和相

关研究者认为仅一年的教师教育课程所包含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例如，安大略省学

校顾问协会（The Ontario School Counsellor' s Association）和安大略省公立学校董事协

会（The Ontario Public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在教育部组织的职前教师教育研究

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安大略省的职前教师培养项目时间有局限性，通过延长时间才

能实现延长实习时间和容纳更多课程内容的目的。加拿大的相关研究者也曾对教师

培养时间问题有过讨论。如上所述，安大略省在2015年之前大多数教师培养项目时

间仅为一年。①有学者曾指出，安大略省教师培养的最大挑战是在较短教师培养周期

① 2015年之前，安大略省大多数的职前教师培养课程是在一年内完成的，全省只有两个教师培

养项目是为期两年的，都是由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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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综合性的教师培养课程。［13］这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短期的职前培养项目可以

涵盖的专题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因此，有研究便指出，安大略省的教师培养项目不能

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发展职前教师的教学技能。［14］实际上，早在2011年，安大略省的

研究者就对接受一年培养项目的职前教师的知识和能力现状做调查。结果发现，这

些职前教师在应对安大略省的基础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时，知识和能力状况稍显不足。

因此，研究者建议延长职前教师培养时间。［15］随后，加拿大学者埃雷迪亚（Heredia）对

安大略省中接受一年职前培养的新教师和接受两年职前培养的新教师分别进行调查

比较。结果发现，两年制课程的职前教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与安大略省教育有

关的问题，对教学也会有更好的准备。［16］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安大略省意识到，未来的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学习安大略

的基础教育课程，学习课堂管理以及学习如何使用研究数据和新技术。因为更长的

时间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学习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的教学知识和教学方法。［17］这一举

措也是为了“使更多的学生在学校能够取得好成绩，并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培养世

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18］基于这些认识，安大略省从2015年9月起，将职前教师在教

师培养项目中的学习时间增加一倍，强化后的职前教师培养计划把职前教师培养项

目的学习时间从之前的两个学期延长至四个学期（详见表1）。［19］
表1改革前后教师教育项目的时间安排对比

教师教育

课程
比例（时间）

年份

教育基础（即教育的历史、哲学和心理学）

教学方法课程

在任何其他教育领域的方法课程（如政策文件相关

课程、如何使用研究数据和新技术、支持有特殊学习需要

的学生和来自不同社区的学生）

实习课程

课程总时间

2015年之前

20%（73天）

40%（146天）

20%（73天）

20%（73天）

一年（365天）

2015年之后

10%（73天）

20%（146天）

50%（365天）

20%（146天）

两年（730天）

资料来源：该表依据Kitchen，J.，Petrarca，D.. Teacher education in Ontario：On the cusp of change
［M］. T. Falkenberg(Eds.)，. Handbook of Canadia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2015:62-76.Ottawa：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 和 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 Creden⁃
tial Assessment：For Denied Applicants［R］. 2016.这两份文献编制 .

由表1可知，在改革前后，安大略省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类型没有发生变化，增加

的时间主要用于延长“其它教育领域的方法课程”和“实习课程”时长。其中，“其它教

育领域的方法课程”主要是基于卓越教师的素质要求培养教师的卓越技能（具体的培

养目标与内容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除此之外，安大略省还相应增加了实习时间：

由之前的最少40天增加至最少80天。［20］就实习时间而言，职前教师的实习被分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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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为期四个学期的教师教育项目中：第一学期20天（每周一到两天／每周两天半），

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30天。实习学校负责对职前教师的实习情况跟踪记录，如若在

第四个学期之前职前教师完成了为期80天的实习，则可以在第四个学期选择30天的

实习（practicm）或者 30天的实地体验（field placement），也可以是两个 15天的教师教

育课程；反之，若职前教师在前三个学期因故缺席了一部分实习课程而未达到最少80
天的要求，则第四个学期可以用来继续完成实习要求。从实习内容来看，第一学期20
天的实习经常被描述为“教师辅助实习”（techer-assisting experience），这期间职前教

师主要是观察有经验教师的教学活动。在第二学期的实习中，职前教师至少用两天

的时间观察，并逐渐开始进入课堂进行讲课。第三和第四学期的实习还是需要职前

教师先进行两天的课堂观察，并预计在第一周结束后职前教师能够在一天内完成一

到两天的整组课程，他们的教学责任也将从第二周末的40%逐渐增加到第四周或第

五周到 80%到 100%。总体而言，实习课程旨在使职前教师不断增加课堂任务，增加

实习经验。［21］

总之，安大略省在此次改革中，意在通过延长职前教师的总体培养时间和实习时

长等举措来提高教师的培养质量、增强职前教师促进教育质量和公平的能力，进而有

助于实现“成就卓越”的教育目标。

（二）培养目标与内容改革：聚焦卓越教师素质要求

如果说延长教师培养时间为卓越教师培养的外部保障举措，那么，可以说聚焦于

卓越教师素质的培养目标与内容的改革为内部保障的策略。不论是改革之前还是之

后，安大略省教师培养课程都分布在三个领域：教育基础课程；教学策略和方法；多样

性社会和法律法规等其它教育领域的方法课程。［22］但由于职前培养时间的延长，更是

基于对卓越教师素质的要求，此次改革在这三大领域的时间分布［23］上进行了调整（详

见表1）：在职前教师培养时间加倍的前提下，关于教育基础的课程和教学方法课的总

量大致不变，本次改革主要集中于“其它课程领域的方法课程”和教育实习课程。实

习课程在上一部分已有提及，本部分将着眼于新的职前培养方法课程。安大略省在

原有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培养职前教师的四种能力：政策文件的解读能力、进行特殊

需求教育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以及研究能力。

1.政策文件的解读能力

安大略省教育法第347/02号条例“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中明确要求职前教师培养

项目需向准教师提供与教师和学生学习相关的省级政策文件课程，促进其对这些文

件的理解。［24］此次改革教师培养内容中，安大略省强调向参与职前教师培养项目的准

教师提供与省级政策文件有关的课程，以促进职前教师对这些文件的理解。这类文

件包括：安大略省教育法和相关法规、职业健康和安全立法的内容，以及由安大略省

教师协会制定的“教师职业实践标准”和“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的内容。［25］这方面的课

程要求职前教师理解这些文件的规划和设计。安大略省强调，将教育政策相关文件

列入安大略省职前教师培养课程，目的是确保专业教育方案的准教师有机会全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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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课程政策文件，以便了解每个组成部分。教师教育者通过设计学习活动、课程单

元、评估和评价来指导职前教师的教学和学习，这种彻底的参与也将使他们在为班级

和个别学生规划教学和学习时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文件。［26］这一举措的目的是让职

前教师不仅知道任教课程本身的内容，而且要将所任教的课程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知

晓课程背后的理念和思想。

2.进行特殊需求教育的能力

安大略省教育法第347/02号条例－“教师教育专业认证”中要求职前教师培养项

目必须包括为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而制定的政策、评估和做法。这其中对职前教师

的具体要求有：教第一语言非教学语言的学生（包括英语和法语）的能力；对所有学生

进行公平教学和评估的能力；对确定需要特殊需求教育的学生的需求作出反应的能

力以及处理有关学生心理健康等问题的能力。［27］因此，在此次内容改革中，要求职前

教育机构重视对准教师的特殊需求教育能力的培养。安大略省强调，关注特殊需求

教育的目的是确保进入这一职业的教师，不仅拥有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即方案编制、

教学实践等），还具有为所有学生的个性化、精确评估和教学实践制定计划的能力。

通过设计不同的教学策略，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的学习需求。［28］

除此之外，教育法第347/02号条例“教师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专业教育方案促进

准教师对与儿童、青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的知识和理解。这一策略旨在帮助职前

教师了解心理健康、幸福和成就之间的关系，并将学生的健康视为包括身体、认知、心

理、社会和情感健康等多个组成部分。［29］培养职前教师有效应对特殊需求教育的能力

回应了“成就卓越”教育愿景下的“确保公平”和“增强儿童幸福感”的理念。

3.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的能力

将信息技术纳入教学的目的是强调技术在教学中可以发挥的教学作用，特别是

使所有学习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教育学。培养职前教师有效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包

括：数据分析的能力、利用技术作为教学工具的能力和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生评价的

能力。［30］

安大略省认为，为了实现卓越教育，安大略省应该投资于未来教室所需的技术和

基础设施，并投资于创新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方法，使技术能够更好地参与学生的学习

并解决学生的学习需要。这其中包括：用技术进行有效教学需要了解如何使用技术

来表示概念和内容，了解是什么使某些概念和内容成为热点，以及技术如何提供公平

的学习机会并有助于促进和加强每个学生的学习。［31］正因为如此，在职前教师培养计

划中，安大略省十分重视职前教师对教育技术的运用，其目的便是实现技术在教学中

可以发挥的教学作用。可见，培养职前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对于提高教师教

学质量和促进公平两方面均有助益。这也契合了“成就卓越”教育愿景下的“提升教

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这两个基本目标。

4.研究能力

新的项目致力于促使职前教师能够在教学中有效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强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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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师教育研究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安大略省强调，设置这部分内容是为了强调

参加教师教育项目的职前教师要学会利用现有的研究文献和数据（例如，教育质量和

问责办公室（EQAO）的调查结果等）来确定学生练习的方向和下一步的教学步骤，以

促进学生的学习。［32］研究能力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改进的能力，因此，培养职前教师

的研究能力对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升教师的质量均有助益。安大略省也表明，

培养职前教师的研究能力更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而提高教师的质量并实现卓

越的教育。［33］

（三）培养规模减半：实施卓越教师的精英化培养

从2015开始，安大略省教师协会和教育部共同商议决定将职前教师教育项目的

招生人数减少为4 500人，这是之前人数的一半。

一方面，缩小培养规模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更大利用效率。延长职前教师培

养时间势必需要增加相应经费的投入，而招生人数改为原来的一半又使这部分经费

更加集中地用于培养未来教师。基于这两方面，在培养时间加倍的前提下，缩小职前

教师的培养规模这一举措能够更好地实现教育资源的高利用率，以推进精英化培养。

另一方面，缩小培养规模有助于提高入学标准。因为减少招生人数能够导致教

师教育项目入学竞争关系日益激烈。［34］有资料显示，改革之后每年每5个申请者仅有

1人有机会进入职前教师培养项目，［35］由此可知，培养规模的缩小促使了教师入口关

的标准提高，更有利于实现精英化培养，这也符合安大略省培养卓越教师的目标，进

而促进“成就卓越”教育愿景的实现。

安大略省除了致力于教师的精英化来培养卓越教师外，缩小教师培养规模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安大略省毕业生供过于求的问题。

实际上，安大略省一直存在的职前教师培养项目的毕业生的供求问题。自21世
纪以来，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安大略省的劳动力市场面临日益巨大的压力。安大略

省劳动力专家小组（Workforce Expert Panel）向安大略省总理提交的报告中称：在移民

安大略省不到五年的人中，25至54岁的移民失业率最高（10.9%），而80%的最近来到

安大略省的移民中，只有55%的人从事高技能工作。［36］当然，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劳动

力市场的教育领域，安大略省教师协会在2006年的报告称：事实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机构已经开始在加拿大培训和认证教师，从而导致认证教师的增加，这对劳动力市场

产生了重大影响。［37］据安大略省教师协会的调查，在2015年之前，每年从职前教师培

养项目中毕业学生人数约为9 000人，但是只有约一半的人数能够顺利进入教师劳动

力市场。

尽管规模减半有适应教师供求关系的意味，但追求教师的精英化培养是其中的

重要追求。换一个角度来说，之所以能够实施教师的精英化培养与教师供求关系的

变化是有关系，是教师市场的变化为精英化培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安大略省

同样表示，教师培养规模过大不仅造成的资源浪费，亦是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负担。

这一举措可卓有成效地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实现教师的精英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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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反思

安大略省的教师培养改革致力于培养卓越教师，实现卓越教育。如果说安大略

省在卓越教师培养的目标与内容方面强调的四个特殊能力对于我国培养卓越教师有

一定借鉴价值的话，那么，其在卓越教师的培养周期和卓越教师的培养规模方面的调

整策略则为我国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时间

谈到卓越教师培养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培养时间问题。为了更好地培

养未来的教师，加拿大安大略省自2015年起将职前教师教育周期延长一倍。尽管目

前没有数据表明延长培养时间对教师的实际影响，但是在改革后续的相关报告中安

大略省认为延长时间将更有利于职前教师做好教学准备。［38］这也表明安大略省此次

延长教师教育时间有一定的合理性。

实际上，有关延长教师职前培养时间的问题在学界已有多年的争论，也有不断延

长培养时间的做法，如美国，从快速的非师范路径到标准的四年制大学再到五年的延

伸项目或五年以上的学士后项目。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教师在从教之初就对所教学科

内容及其教学法知识有一个很好的把握。［39］在职前教师培养时间方面，我们不可否认

的是，适当地延长培养时间有助于职前教师更好地为教学工作做准备。蔡克纳

（Zeichner）和康克林（Conklin）在2005年总结了文献中主张延长职前教师培养时间的

两个主要观点，［40］其中的生命空间论点（life space argument）便认为短期的职前教师培

养项目不能使教师充分理解教学中的所有问题。这一观点认为教学和课堂具有复杂

性和专业性的特点，职前教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认识到这一复杂性并做好充分的准

备。实际上不论是教师职业，还是教师教育，都是具有复杂性的。正是因为其复杂

性，职前教师才需要较长时间来更好地理解其复杂性并获得专业技能。著名学者达

林·哈蒙德（Darling-Hammond）也曾指出“职前教师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理解教学工作

的复杂性”。同样，教师养成观点也佐证了延长时间这一论点，因为“教师养成”追寻

的是教师作为“人”的外在行为方式和内在品德价值的形成。［41］这就意味着教师教育

强调对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日常行为习惯的“浸润式培养”。而这种培养方式需要的便

是长时间的磨练。在这样思考下，我们便不难理解一些国家的教育政策，例如，芬兰

从教师教育大学化发展为教师教育硕士化，以及我国2018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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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调“大力推动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

增加教育硕士招生计划，”［42］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便是培养时间问题。

但是延长培养时间总有个“度”，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职前教师

培养周期究竟多长时间是合适的？我们认为，教师教育项目的时间长短应该针对特

定项目的特点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来决定，而非简单地模仿别国来延长或是缩短。

蔡克纳和康克林也曾指出“教师教育项目的实质和意义，应该存在于对特定项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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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化和实施中，而不是简单看它们是否存在；并且对于如何寻找到一种普适性的、

最佳的教师教育实践，使之适用于任何一种环境和所有职前教师，这个问题也是毫无

意义”。［43］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职前教师教育的周期长短与经费也是直接相关的，延长教

师培养周期便意味着增加经费投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培养经费大部分由政

府提供，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便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也直接导致安大略省的

部分职前教师培养机构未能按时有效实施教师教育新政策。［44］

总而言之，尽管对于职前教师培养多长时间合适是不确定的，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改革可以给我国检验教师培养周期和思考其与经费之间的关

系提供一个契机。

（二）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目标与内容

职前教师培养内容反映的是教师培养目标。那么，关于“卓越教师培养”，我们可

能应该考虑的是能够实施卓越教育的教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对应这样的素质，

职前教师培养项目内容应包涵哪些内容。安大略省在此次改革后，还设置了监测新

增课程在教师教育方面影响的机构。资料显示，安大略省实施新的教师教育项目之

后，教师能够更好地获得为未来教育做准备的各项技能。［45］

谈及职前教师的培养内容，很多人会认为教师只要掌握与学科相关的知识并能

够以一种使学生轻易理解的方式讲解出来即可。然而，正如达林·哈蒙德所言：“对于

这种形式的教学，通过博雅教育培训教师便可实现”。［46］但是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

背景下，教师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更要学会如何保证使所有学生都能取得成功。这

对于当代卓越教师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有学者曾指出“接受过充分培养

的教师能够更好地运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来回应多样的学生需求和学习风格，同时

也能够激发学生更好地学习”。［47］这里所指的充分的教师培养便不仅仅是重视教师的

学科知识，更要注重教师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正如有关研究者反复强调的那样，卓越教师应有卓越的专业素质。为回应这一

课题，加拿大安大略省此次内容方面的改革在保证教师学科知识掌握的同时，着重培

养教师的政策文件的解读能力、进行特殊需求教育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能力

和研究能力，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拥有卓越教学素质的教师。这一做法

对于同样在进行卓越教师培养的我国来说不无参考价值。依次来看，为应对社会的

急剧变化，我国相关教育部门会根据我国的教育需求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文本。此时，

教师对于政策文本的解读能力便至关重要。这决定了教师是否能够深刻领会政策精

神和我国的教育发展方向，这对于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我国教师是重要的素质之一。

由此可见，在职前阶段培养教师的对于政策文本的解读能力是新时代教师教育培养

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能力对于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正如芬兰学者

汉娜莱·涅米（Hannele Niemi）指出的，“研究和主动学习强化了职前教师的专业能

力，”［48］这种能力促使职前教师时常反思自己，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发展、自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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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我国致力于不断提升教师质量、实现教师专业发展都有重

要作用。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学的辅助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课堂效率，也是评

估和评价学生学习的技术强化策略。OECD在2012年的报告指出：“数字媒体具有改

变学习环境的潜力，并使学习者能够积极参与塑造自己的教育”。［49］因此，强化职前教

师的信息技术能力也是实现教师卓越教学的重要方式。职前教师也应能够灵活应对

有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我国在进入新世纪后，促进教育公平的主题日趋突显，［50］特
殊需求教育也应受到大家的重视。OECD在2012年的关于培养21世纪的教师的报告

中也指出，进行特殊需求教育是强化的教师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51］综上所述，

安大略省此次强调培养的职前教师的四种能力对我国在设定卓越教师培养内容时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规模

由上文可知，安大略省此次教师教育改革将培养规模缩减为原来的一半，究其原

因，是出于安大略省对“精英化”的卓越教师培养的需求。换言之，是解决教师的质量

和数量的关系问题。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各国的教师教育机构均致力于为本国或本地区输送高质量

的教师，这是一项崇高的使命，在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中，这一观点也得到共鸣。但

是这一使命却与教师教育机构的另一使命存在冲突，即为大量空缺的职位输送教

师。［52］要同时兼顾这两个使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便是职前教师的培养规模。因为接

受了职前培养的教师往往没有全部进入教师行业，或者也会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

况，这就要求我们思考教师市场供求为多大比例时，才能在保证教师质量和数量的同

时，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在处理教师市场的供求时呈现多样

化。譬如，芬兰的教师供求比例接近一比一。这是因为芬兰的教师门槛高，中小学教

师必须具备硕士学历，即培养“研究型”教师，这也使教师这一职业更具专业性。同

时，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芬兰属于广受尊重的职业，因此，大学培养的职前教

师毕业后几乎都会从事教师行业。相应的，在教师培养项目的“入口处”便会存在激

烈的竞争，教师教育项目的入学标准也很高。正如萨尔伯格（Sahlberg）在 2011年指

出，较高的入学标准在芬兰使教学成为理想职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芬兰，只有十

分之一的申请人被录取）。［53］当然，当教师供求存在较大比例时不同国家也会有不同

情况。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日本，出现了教师资格证取得者“过多”与

实际录用者“过少”的状况，教师录用的平均比例将近 12.5》。［54］这虽然有利于保障教

师供给，但同时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再比如我国，目前的教师供求大致为三比一的

比例，这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但是这也有利于改善我国存在的“结构性失

衡”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以保证教师

数量为主要目的。世纪之交以来，我国的职前教师培养开始从“数量需求”到“质量诉

求”发生转变，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便指出“要全面

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55］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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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面也面临“质”和“量”两方面的问题。

显然，关于教师培养规模的大小在不同国家难以达成共识。鉴于各国教师教育

项目的背景不同，且路径和成分多样化，这意味着我们也不该奢求以一种统一的标准

一以贯之。我们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教师培养过程中质与量的平衡问题。正

因如此，教师培养仍然面临一个基本困境：一方面，我们需要确定应该吸引哪些人进

入教师培养项目；另一方面，我们应权衡好进入项目的人数与未来从教数量的比例，

以保障教师的供给和质量。实际上，各国在解决教师培养规模的问题时要解决的都

是质和量两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一个国家的教师地位、教师待遇等都是影响教师

培养效果的因素。因此，在培养卓越教师、实现卓越教育的道路上，如何权衡供求关

系、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等问题都是值得讨论和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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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in
Ontario，Canada under the Vision of

“Achieving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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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educational reform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show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this context，reforming teacher edu⁃
cation program and improving teacher quality have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educa⁃
tional reform. Driven by the“Achieving Excellence”，Ontario，Canada has been implement⁃
ing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al reform since 2015. In order to achieving the dual improve⁃
ment of the quality and fairness of education，the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al reform in Ontar⁃
io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doubling of the training time，the update of the
training content and the halving of the training scale. The initiative of initial teacher educa⁃
tional reform in Ontario，Canada，under the vision of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onsider issues such as teacher education scale setting，
scheduling，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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