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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高等教育研究●

美国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ＮＢＰＴＳ）
优秀教师标准及其启示

时　芸１　杨川林２

（１．滨州学院 美术系，山东 滨州２５６６００；２．陕西理工学院 教育科学系，陕西 汉中７２３０００）

　　［摘　要］　美国全国教学专业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以五项核心主张为内容提

出了优秀教师所应达到的专业发展要求，即教师应该知道和能够做到的。对这一专业标准内容的

介绍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对于促进和构建我国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ＮＢＰＴＳ；优秀教师；标准

　　［作者简介］　时 芸（１９８２－），女，滨 州 学 院 助 教，主 要 从 事 各 国 教 育 制 度 比 较 研 究；杨 川 林

（１９８３－），男，陕西理工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各国教育制度比较研究。

　　１９８６年，卡内基 基 金 会 发 表 的 报 告《国 家 为 培 养２１世

纪的教师作准备》呼吁建立全美教学标准委员会。在此份报

告的呼吁和全社 会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努 力 下，１９８７美 国 全 国 专

业教学标准委员会（ＮＢＰＴＳ）产 生 了。它 是 一 个 非 赢 利 的 独

立的组织，由一个６３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其中大多数人是

有实践经 验 的 教 师。美 国 全 国 专 业 教 学 标 准 委 员 会（ＮＢ－
ＰＴＳ）的 主 要 职 责 有 三 项：第 一，建 立 更 高 而 严 格 的 标 准，使

优秀教师了解 他 们 应 该 知 道 和 能 够 做 到 的 并 努 力 做 到；第

二，对达到标准的教师进行全国性的评价和认证；第三，推行

相关的教育改革，使这种资格与美国教育成为一体并使教师

专业得到发 展。它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认 定“全 国 委 员 会 证 书 教

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也 称 为“优 秀 教

师”（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１］

　　一、ＮＢＰＴＳ优秀教师标准的内容

（一）五项核心主张

１９８９年ＮＢＰＴＳ公布了它的政策声明，即教师应该知道

和能够做到的（Ｗ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ｏ），这项声明也是ＮＢＰＴＳ制定各项标准的基础。时至

今日，这项声明仍然是 国 家 委 员 会 资 格 证 书 系 统 的 基 石，并

为学区、州、学院、大学以及其它强烈想要提高教育质量的教

师提供指南。ＮＢＰＴＳ所承诺的是成为各级教师自我反思的

刺激物和积极辩论的催化剂，进而在各个教学领域形成一种

新的优秀专业教学的舆论。［１］

在《教师应 该 知 道 和 能 够 做 到 的》这 篇 政 策 性 文 本 中，

ＮＢＰＴＳ陈述了教师应 该 知 道、能 够 做 到 的。它 确 信 教 师 深

入领会其应知、应会的 是 有 价 值 的，也 是 在 教 学 中 应 该 被 推

崇的，同时对于这个理念的 阐 述 和 理 解 也 引 导 了 ＮＢＰＴＳ的

标准和评估过程的制 定。它 认 为 对 于 专 业 优 秀 教 学 来 说 相

对清楚的基本要求是：教师拥有有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

面广阔的知识；拥有所 教 科 目 的 专 门 知 识 及 所 包 含 的 技 能，

如怎样组织课程和怎样组织和体现知识内容等；拥有一般的

教学知识和特殊科目的教学法及评价学生学习的知识；拥有

有关学生和人类发展的知识；拥有对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社

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实施有效教学的技能；拥有从学生的利益

出发理智地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等。［２］

《教师应该知道和能够做到的》文本中规定：教师应该对

学生及学生的学习负责；教师必须对自己所教的科目有深入

的了解并懂得怎样传授学科知识；教师应该负责管理和指导

学生的学习并 能 系 统 地 反 思 自 己 的 教 学 实 践，从 经 验 中 学

习；教师应当是学习化社 会 的 成 员。即 ＮＢＰＴＳ制 定 的 各 项

标准都是以五项核心主张（ｆｉｖ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为 基 础 制

定的。

１９９８年，ＮＢＰＴＳ为各年龄阶段学生的优秀教师和各学

科优秀教师 制 定 了 专 业 化 教 学 的 标 准。到１９９９年 ＮＢＰＴＳ
己经完成３０多个不 同 教 学 领 域（如 外 语、数 学、健 康）、四 种

资格类 型（幼 儿 类、少 年 类、青 年 类、成 人 类）的 标 准 的 制

定。［３］２００１年，ＮＢＰＴＳ修订发布 的《优 秀 教 师 专 业 教 学 标 准

（第二版）》作为全国证书委员会２００１到２００２年度评估的基

础。ＮＢＰＴＳ的信念是：高 质 量 的 教 师 对 学 生 的 学 习 至 关 重

要。他们的口号是“更好的教学、才有更好的学习，进而有更

好的学校”（ｂｅｔｔ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二）以五项核心主张为基础的优秀教师标准案例［４］

ＮＢＰＴＳ为３６个学科领域制定优秀教师标准，供国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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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证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使 用。这 些 领 域 的

划定根据，一是学生 的 发 展 水 平，二 是 教 学 的 学 科 分 类。第

一种划分办法代表的是学生发展的四个水平：儿童早期（３－

８岁）；儿童 中 期（７－１２岁）；青 春 早 期（１１－１５岁）；青 年 和

成人前期（１４－１８岁以上）。第二种划分 办 法 表 示 教 师 在 教

学实践中的实质性定位，便于大多数教师在特定的学科证书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或普 通 证 书（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
ｃａｔｅ）中选择其一。例如，在 青 春 早 期 水 平，教 师 可 以 选 择 普

通证书，也可以在英 语、数 学、科 学、或 社 会 研 究———历 史 中

选择其一。在某些学科 领 域，发 展 水 平 是 融 合 在 一 起 的（例

如儿童早期及儿童中期／美术），以便认可在这些学生发展水

平上的教学的共同性。出于借鉴的目的，以青年及成人前期

（１４－１８岁）科学优 秀 教 师 标 准 为 例 介 绍 ＮＢＰＴＳ优 秀 教 师

的标准。

１．了解学生。知道学生如何学习，尽力了解作为个体的

学生，确定学生 对 科 学 的 理 解 情 况 以 及 每 个 学 生 的 学 习 背

景。

２．科学知识。拥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及科学教育知识，了

解它们的最新发展，对 特 定 科 学 分 支 学 科 有 深 入 的 把 握，一

般为学生制定重要的恰当的学习目标。

３．教学资源。选择、运 用 并 且 自 己 创 造 包 括 技 术 的、实

验室的以及社区的教学资源支持学生积极学习科学。

４．学习参与。引导学生发现和体验科学技术的兴趣，使

学生持之以恒地参与科学的学习活动。

５．学习环境。创设安 全 的、支 持 性 的 学 习 环 境，在 这 样

一个学习共同体里，教 师 对 学 生 持 较 高 的 期 望 值，学 生 能 体

验到科学实践的固有价值。

６．平等参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所有学生，包括来

自历史上不被鼓励进 入 科 学 学 术 领 域 或 与 科 学 相 关 的 教 职

群体的学生参与科学学习。

７．科学探究。发展学生科学探究过程应有的心理定势、

思维习惯和态度。

８．概念理解。运用各 种 教 学 策 略 加 深 学 生 对 重 要 科 学

观点的理解。

９．科学背景。创造机会让学生考察科学的人文背景，包

括科学发展史，科学与 技 术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科 学 与 数 学 之

间的联系，以及科技对 社 会 的 影 响，以 便 学 生 建 立 起 科 学 与

其它学科领域的联系。

１０．评价。通过各种与学习目标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的

学习进行评价。

１１．与家庭、社区合作。积极地与家庭和社区合作，服务

于每一个学生的最高利益。

１２．共事与领导。与同事互助合作，相互虚心学习，力求

做学科教学的带头人，为 自 己 及 同 事 教 学 上 的 改 善，为 学 校

教学项目及更广大的教职群体的工作贡献力量。

１３．反思。为提高学 生 学 习 的 质 量，不 断 分 析、评 价、提

高教学实践。

　　二、对我国构建优秀教师标准的启示

（一）教师资格认证 标 准 要 与 优 秀 教 师 标 准 相 结 合 来 保

证和提高教师质量

美国教师队伍质量 控 制 的 三 个 阶 段：职 前 培 养、职 业 录

用和优秀认定表明了教师标准应该划分两个层次：合格教师

和优秀教师。作为合格教师来说，其评价标准是作为能否从

事教师职业的参照。在 师 资 培 养 和 教 师 入 职 方 面 我 国 已 经

有一定的规定，在实践 中 也 积 累 了 一 定 经 验，但 在 在 职 教 师

专业发展方面没有明确的标准，这不仅不符合教师教育改革

的一贯性要求，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对于教师职业的进一步认

可，因此我国急需制定在职优秀教师的专业标准。我国整体

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多优秀的教师，而建立系统科学的评

估标准是一个大前提。在人们呼唤高质量教师的今天，加快

制定统一的优秀教师 标 准 对 于 我 国 教 师 教 育 体 系 的 完 整 和

教师专业化发展具有 重 大 意 义。它 不 仅 是 科 学 评 估 优 秀 教

师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提升我国教师质量的重大举措。

（二）标准要体现出对教师发展的要求

从ＮＢＰＴＳ优秀教师标准的 内 容 来 看，它 非 常 重 视 对 教

师发展的要求。这个要求不仅是对教师的知识水平的要求，

也是对教师实践能力 的 要 求。教 师 的 教 学 实 践 只 有 符 合 学

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才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良好的效果，因而

优秀教师标准内容中应当反映出教师对本学科知识、教育学

和心理学理论的新进 展 的 学 习 和 掌 握 程 度。如 教 师 对 认 知

理论、智力发展理论、学习心理理论的前沿发展有何认识，在

教学实践中能否把它 们 与 其 教 学 行 为 结 合 起 来。在 知 识 与

信息社会中，只有紧跟 时 代 的 发 展，学 会 学 习，终 身 学 习，才

能适应现代社会的 要 求。“教 育 既 应 提 供 一 个 复 杂 的、不 断

变化的世界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的指南

针。”［５］（Ｐ７５）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必须通过教师的教学行为

去达到，这就要求教师 更 多 地 参 与 社 会，使 学 习 成 为 一 个 终

身的过程。

（三）标准应突出教师反思的理念

ＮＢＰＴＳ优 秀 教 师 标 准 中 强 调 教 师 应 该 善 于 反 思 教 学、

反思学生的表现和本 学 科 领 域 的 进 展，不 断 地 拓 宽 知 识、改

进教学、探究新的教学方法，使自己对同事、学校和本学科领

域都有所贡献。教师应该把反思视为他们的专业职责，这种

反思能够强化他们的 创 造 力，激 励 他 们 的 专 业 发 展，加 强 他

们的专业性质。对于教 师 来 说，反 思 是 一 个 内 化 的 过 程，他

需要把各种知识、经验、思想和观点有机组合，把它们吸收消

化成为自己的东西。比如在改进教学技能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从各种资源中寻求 与 教 学 相 关 的 信 息、观 念，利 用 来 自 学

生、家长、同事和教学专 家 的 反 馈，充 实 他 们 的 思 考，为 今 后

工作的改进提供更多 的 依 据。教 师 应 该 善 于 反 思 来 自 各 种

正式的、非正式的与多 方 交 流 的 信 息，帮 助 自 己 做 出 科 学 的

教学决策。学会反思会使教师的教学技能更加精益求精。

（四）标准需反映教师的合作精神

ＮＢＰＴＳ优秀教师标准对于教师合作的要求在第五项核

心主张“教师是学习 化 社 会 的 成 员”中 突 出 表 现 出 来。众 多

研究也证明：教师与学生的合作与学生学业水平提高有密切

的关系。教师和学生共同创设的文化氛围，使教师把提高学

生的学业水平、行 为 和 态 度 的 目 标 融 合 在 融 洽 的 师 生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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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形中学 生 和 教 师 共 同 承 担 起 了 个 体 发 展 的 责 任。此

外，教师与家长、同事和 社 区 的 合 作 也 是 优 秀 教 师 标 准 中 的

重要内容。ＮＢＰＴＳ优秀教师标准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是多

方面的，他不仅要成为 学 生 成 长 的 指 引 者，而 且 要 担 负 与 多

方合作时的领导，为 学 生、学 校 和 社 区 作 出 贡 献。教 师 应 当

理解，他们与同事的合作是改进其教学工作实效性的有利手

段。同事之间的合作，可以拓展彼此对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认

识，进一步深化彼此对 于 学 科 领 域 和 相 关 领 域 知 识 的 理 解。

教师可以主动地与同 事 展 开 讨 论，互 相 观 摩 各 自 的 教 学，利

用同事的知识和技能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案。

ＮＢＰＴＳ优 秀 教 师 标 准 的 颁 布 使 美 国 教 师 质 量、教 师 专

业发展都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该标准对于教师职业来说是质

量保证的必需条件，制定该标准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教师专

业准备的有效性，促进教师的学习与提高。高水平的标准将

促使更多的教师投入到更加有效的专业学习中去，最终为促

进学生的学习做出贡献。ＮＢＰＴＳ优秀教师标准为我们展现

了美国优秀教师的范本，通过对该标准的分析和解读也有助

于我国教师的专业成长。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促进和构建我

国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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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１３５页）　　６．消 费 生 态 意 识 教 育。让 学 生 了 解 消 费

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消 费 与 生 态 平 衡、消 费 与 环 境 保 护 的 关

系，深刻认识生态需要 的 极 端 重 要 性，引 导 大 学 生 关 注 社 会

消费问题，提高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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