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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化已成为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中的热

点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教师专业化理论与

实践经验的引入和借鉴。1988年，由范宁编译的《霍姆

斯协会报告：明天的教师（1986）》可能是国内最早引

进的国外教师专业化专题研究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

期以后，教师专业化问题陆续引起广泛关注。2001年，

由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

践》一书出版发行。同年，首都师范大学在国内首开

大学与中小学联姻之先河，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这两个从政府到学校、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行动，直

接推动了国内教师专业化研究热潮的兴起[1]。然而，在

如此众多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关注最多的是中小学教

师的专业化建设，对大学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几乎还是

一个空白。是不是大学教师不需要专业化建设了？抑

或大学教师真的很“专业化”了？

一、认识误区：大学教师不需要专业化建设

大学教师要不要专业化建设？对此，也许有人会

嗤之以鼻：大学教师一般都是由学历层次相对较高的

硕士或博士担任，他们具有深厚而扎实的学科专业知

识，其专业化水平已经很高了，难道还需要专业化建

设？有学者甚至提出：“专业化的核心是专业知识，

这可以从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比较中看出。……

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差别主要在于所教学科的知

识，即大学教师的专业化，主要依赖于明确的专业领

域的‘知识基础’。”[2]很显然，在一些学者看来，教

师专业化其实就是教师学科专业知识的专业化。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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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学科专业知识深厚，因此就不需要什么专业化

建设了。

这其实是教师专业化认识的一大误区。众所周

知，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

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教师

专业化的基本含义是：第一，教师专业既包括学科专

业性，也包括教育专业性，国家对教师任职既有规定

的学历标准，也有必要的教育知识、教育能力和职业

道德的要求；第二，国家有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专

门教育内容和措施；第三，国家有对教师资格和教师

教育机构的认定制度和管理制度；第四，教师专业发

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教师专业化也是一个发展

的概念，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3]。

认为大学教师不需要专业化建设，究其实质是把

学科专业知识作为教师专业的基点，是从所有专业一

般的专业标准演绎而来的，如此一来，就缺失了教师

专业的特殊性维度，无法使教师所需的专业知识中的

特殊性知识得到凸显，而这部分知识恰恰在教师所需

的专业知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把学科专

业知识当作教师专业化的基点，蒙蔽了教师专业的特

殊性[4]。这正是当前教师专业基点确定的失误所在。

基于此，笔者认为，大学教师专业化也应将教育专业

知识即“如何教”的知识和能力作为其专业的基点，

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影响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首位

因素是“会教”，制约大学教师专业化的首要因素是

“能教”[5]。这是因为，首先，教师专业所需的知识大

体上包括“教什么”和“如何教”两类，学科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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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属于“教什么”的范畴，而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等知

识都属于“如何教”的范畴。其次，“如何教”的知识

和能力作为教师专业不可替代的基点，是由教师专业的

特殊性决定的。众所周知，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

践活动，教师以培养人为天职。教师不仅要掌握学科专

业知识，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同时还必须通过教育

学科知识的学习，掌握如何将学科专业知识更好地内化

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如何教”的

问题。因此，教师专业的特殊性要求以“如何教”的知

识和能力作为教师专业化的基点。

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在高等教育大幅度扩

招和一部分中专学校升格为高校的新的形势下，加强

大学教师专业化建设尤其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首

先，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加之连年扩

招，我国高校基本上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各高校人

满为患，大学教师严重短缺，无暇关注自身的专业发

展。为缓解教师短缺的矛盾，有的学校实行“全天候

排课”，从早晨8：00排到晚上9：00，教师教学任务

繁重，苦不堪言，每周20几节课不在少数，几百号人

挤在一间大教室上课已司空见惯。大学教师整天忙于

上课，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势必影响其专

业发展。其次，近年来，一部分中专学校纷纷升格为

高校，这些新升格的高校由于本身起点低，教师专业

化水平都不高，有的甚至连基本学历都尚未达标，加

之教育观念陈旧，基本上还是沿用中专的教育教学模

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的教育教学，是制约其由中

专向大学转变的最大“瓶颈”。再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校源源不断地补充了大批青年教师。这一方面使

高校教师队伍的总体构成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给高校教

师队伍增添了朝气和活力，使高等教育后继有人；另一

方面，又给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为紧迫

的任务。目前青年教师在高校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在有

些新建院校或新兴学科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这些青年教

师的专业学习一般都较出色，知识面广，外语水平高，

接受信息能力强。但许多青年教师未学过教育科学理

论，更未受过高等教育职业训练，因而加强教育专业知

识和能力的学习与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二、实践盲区：大学教师教育基本上名存实亡

自从在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中，我国综合性大学

中的教育系被合并到师范院校的教育系中之后，大学

教师教育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因为师范院校的教师教

育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教师而展开的，它关注的是中

小学教师教育。虽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个别师范大

学里建立了高等学校教师培训中心之类的机构，但其

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大学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和发放机

关而已。

造成大学教师缺乏专门的教师教育的原因很多，

主要原因有：第一，由于人们对大学教师专业化认识

的误区，认为大学教师不需要专业化建设，从而导致

大学教师教育的缺乏，出现了实践“盲区”。第二，

高等教育研究尤其是大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长期空白直

接导致高等教育学科基础的薄弱。尽管目前在许多大

学中都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高等教育研究正日

益受到青睐，但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许多高等

教育领域还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没有涉及，

如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大学教师社会化问题、

大学的真正使命问题、大学教师教育一体化问题等。

第三，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仍然十分缺乏，高等

教育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也还不高，尤其是许多研究者

并没有经过高水平的教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格训

练，经验性的研究仍普遍存在，这必然影响大学教师

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第四，大学教师教育机构缺

乏。目前，大学里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化的人员

为大学教师提供作为大学教师所必需的培训与支持，

即没有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教师教育。第五，大学

教师资格认定不够严格。大学教师走马上任之前仅仅

是接受为期不足一个月的新任教师职前培训，而这种

职前培训往往是“走走过场”，时间短，又没有教育

实习环节，根本达不到培训效果。第六，大学教师继

续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相应的跟进措施来

帮助教师完成在各个职业发展阶段都需要完成的社会

化进程，由此导致了大学教师的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由

于得不到及时更新与重组导致素质下降，严重影响了

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三、对策分析：加强大学教师专业化建设刻不

容缓

无论从大学教师专业化的理论研究来讲，还是从

大学教师专业化的实践需要来看，加强大学教师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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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建设刻不容缓。

第一，要提高对大学教师专业化的认识。一方面，

我们要纠正“只要有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就能当好大学

教师”等错误观念，明确教师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劳动，

教师工作要求教育工作者既是学科知识方面的专家，又

是学科教学和教育知识方面的专家。大学教师必须经过

专门训练，大学教师教育应纳入整个教师教育体系。另

一方面，大学教师自身观念也要转变。大学教师是大学

教师专业化的载体，更是大学教师专业化的主体。可以

针对一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意识淡薄，对职业规范、周

期及专业发展规律、价值等认识不清，重研究，轻教学

等现象，开展新时期大学教师标准的大讨论，帮助大学

教师树立科学的专业发展观。

第二，要建立大学教师的职业标准。建立大学

教师职业标准是大学教师专业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是大学教师培养、培训、任用和管理制度的基本

依据。在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化的实践中，必须制定统

一规范的职业标准。美国卡内基财团组织的“全美

教师专业标准委员会”提出的《教师专业化标准大

纲》，界定了教师“专业化”标准，提出了制定专业

化量表的基本准则和主要内容，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

发意义。该委员会提出的教师专业化标准主要包括：

教师接受社会的委托负责教育学生，照料他们的学

习，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教师了解学科内容与学科

的教学方法；教师负有管理学生的学习并做出建议的

责任；教师系统地反思自身的实践并从自身的经验中

学到知识；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6]在大学教师职

业标准的建设问题上，我国虽制定了一些原则性的要

求，如大学教师的学历标准等，但其科学性、规范性

尚待提高，制定统一的、规范的大学教师职业标准是

大学教师专业化建设急需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三，要完善大学教师教育制度。教师专业化不

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制度。必须建立完善的大学

教师教育制度作为大学教师专业化的保证。我国实行

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不但是提高大学教师专业化的

政策导向，而且更是大学教师专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

成果和最有力的保证。不过，在大学教师资格制度实

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我国大

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还缺乏科学的鉴定，操作过程还

不规范。另外，在大学教师教育课程鉴定制度、为建

立健全大学教师专业的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也有待于

进一步完善。一方面，从大学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上

看，需要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即建立大学教师资格证

书等，使大学教师专业水平得到保障。另一方面，需

要建立健全的管理和法律制度作保证。总之，随着社

会和教育的发展，我国在大学教师制度层面还需逐步

加强和完善，以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第四，构建多元化的大学教师教育模式。高等师

范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中的教育学院应该成为大学教师

培养的摇篮，可以试行“4+2”本硕连读等多种大学

教师培养模式。为此，高等师范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中

的教育学院必须强化其培养大学教师的职能，把学术

性、师范性与服务性结合起来，注重敬业精神和教师

专业信念的培养；构建反映大学教师专业所需要的知

识和技能的课程体系；加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建立有效的教育实践制度。此外，还可以通过新教师

的岗前培训和优化继续教育的模式如“骨干教师进修

班”等提高大学教师的学历水平和教育能力，以促进

大学教师的专业化。

注：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

题“大学教师专业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批

准号：XJK06CGD056)、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

改革研究课题“小学与初中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研

究和实践”（课题批准号：湘教通[2004]344号）、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普通师范院校培

养高素质小学教师的研究与实践”（课题批准号：

FIB04000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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