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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标准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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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英国政府正式颁布了 《英国高等教育教学与支持学习专业标准框架》。该标准

框架是全球第一个面向高等教育领域教学的专业标准，该文件就 “活动领域、核心知识、专业 价 值”三 大

领域提出了四个层级的标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指导性和开放性，为高等学校选拔 教 师、培 训 教 师、评

价教师提供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是引领教师自身发展的导向，对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高 等 教 育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亦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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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提升大学教育质量的背景下，高校教师专业化问题日益成为国际高教界的关注点。一

些发达国家开始在制定和完善大学教师专业标准方面进行积极尝试，以此作为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水

平提高的重要措施。以英国为例，自２０世纪末期以来，在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把提高

教学质量作为重要主题贯穿始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历经５年研究制定的 《英国高等教育教学与支持学

习专业标准框架》正式颁布。该标准是全球第一个面向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学专业标准，对英国高校教

师的专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也受到国际高教界的广泛关注。
一、专业标准框架出台的背景与过程

从国际上看，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于１９６６年通过了 《关于

教师地位的建议》（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教

师的工作性质作了界定，对教师专业化作了明确的说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运动由追

求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和专业权力，转向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目标。
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近二三十年来，在全球化及市场化趋势之下，以及受高等教育逐渐商业化

及大众化的影响，世界先进国家莫不重视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以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质与绩效，培育

优秀人才，进而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教师发展起步较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经历了重视学术、为教学正名、教师发展专业化和规范化、重视学习研究的四个阶段，现

已发展到了建立起教师发展网络联盟的第五个阶段。９０年代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普遍设立，负责教师

发展任务。其特色包括确立大学教师发展理念，关注教师的个人发展；采取多种策略，激励教师发展

的主动性；建立教师专业发展组织，完善教师发展保障；关注教师教学能力，协调教学与研究的关

系。① 再看日本，日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开始翻译介绍欧美国家大学教师发展经验。通过修订 《大学

设置基准》及 《短期大学设置基准》等法规，推动大学教师发展的制度化。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及大学法人化的实施，大学开始藉由实施教师发展来适应市场的需要，并促进自身的改革与发展。②

英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重视大学教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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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７０年代大多数大学教师发展中心陆续建立起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提供了许多与教学及自身发

展相关的多样化课程，也提供促进发展的实践活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的加快，学生规模急速扩充，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也更加突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人们

认识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不仅要依赖经费的投入、高校内部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同时要更加关

注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大背景下，对大学教师的专业化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高校教师不仅要具备很高的科研水平，同时还要具有从事教学和服务的专业素养。
为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英国政府和一些专业组织、大学相继开始关注

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英国教师和教育发展协会 （ＳＥＤＡ）已经着手实施一个

教师资格认证方案，以满足协会设定的目标和价值观。ＳＥＤＡ支持教师发展计划和引导他们通过国家

认可的奖项。它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反映了对专业价值和学习成果的共同承诺。其包含两种类型

的认可模式：院校认证和课程认证。院校认证是对一所院校所开展的教师发展计划的运行情况进行评

估。一旦通过院校认证，教师个人的发展计划就可以被一个或多个与高等教育职能机构密切相关的专

业奖项认可。

１９９７年７月，英国政府颁布的 《学习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注重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这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 《２１世纪的高等教育》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文件强调卓越的 “教与学”
的重要性，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高等教育专业学习和教学研究机构，负责高校教师培训课程的授权认

证，委托开展教学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激励创新。文件还提出高校应为本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设立相关

机构认证的有关项目和课程。① 英国政府及时采纳了这些建议，于１９９９年６月正式成立 “高等教育

教与学研究院”（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其主要任务是开展

巩固和提高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学生学习质量，促进大学教师发展的有关工作。② ２００４年，该机构与

其他机构整合，组成了高等教育学会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高等教育学会旨在 “支持高等

教育界为所有学生提供最可能好的学习经验”，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高校教师提供专业认证、建议、
支持和发展机会，支持并领导改进学习质量的研究和评估工作，支持所有学科的发展等。③

２００３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白皮书— 《高等教育的未来》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提出，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所有的新入职教师都应该获取教学资格，达到教学专业标准。鉴于此，２００４年，英

国大学联合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ＵＫ，ＵＵＫ）、高校校长常设委员会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ＣＯＰ）和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以及北爱尔兰就业与学习部，邀请高等教

育学会研究开发一个关于高等教育教师教学方面的质量标准框架。该标准框架于２００６年２月正式发

布，即 《英国高等教育教学与支持学生学习专业标准框架》（Ｔｈｅ　Ｕ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专业标准框架》）。此后，
针对该标准框架全英共有１３６个机构或高校实施了３５７项由高等教育学会批准开展的计划。在此基础

上，高等教育学会在高等教育界进行了反复的咨询，以进一步完善标准框架，确保它的适用性，并开

发与其相适应的增强功能。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到２０１１年１月间，高等教育学会还专门就标准框架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了意见征询，９０个高等教育机构、８５个专业人士和３０个部门机构和组织做出了回应，
对报告的修订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④ ２０１１年８月，高等教育学会发布了研讨之后的总结

报告 《认可卓越教学》（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ｉｎｇ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对标准框架的意见征询情

况进行了汇总。
修订后的 《专业标准框架》最终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正式颁布实施。《专业标准框架》充分反映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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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教育当前和预期的变化以及机构使命的多样性；补充了关于发展质量认证体系、外部审查机

制、在线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体现支持教学的职业化，包括机构的认证政策、奖励和学术人员

晋升内容；促进特定主题的方法 （包括通过教学观察法）来发展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鼓励机构期望

或要求实习人员和研究生助教成为认证的教师；促进教学资格信息法规的出版，认证国家和国际认可

的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加强了高等教育学会对各项目实施高校的认证过程的资源提供。

《专业标准框架》是一个灵活的框架，它明确了高等教育机构中负责教学教师的专业标准。该框

架构建了一个基础，高校可以依据其开展相关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和活动，实施高等教育教与学认证课

程，以此证明专业标准得以实现。高等教育学会负责标准的发展完善，并提供基于框架的认证服务。

成功参与学会认可的项目和方案的人员，在通过学院的相应认可后，可以获得高等教育学会认证的不

同等级的会员资格。①

二、专业发展标准框架的主要内容②

根据 《专业标准框架》的申明，该框架的核心是承认高等教育教学的特殊性，尊重高校的办学自

主性，明确高校要为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而不断改进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为他们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

做好适当的准备。③

标准框架实施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个人和机构通过改善教学质量和提供学习支持，寻求提高学生

学习质量的方法。通过激励机制，支持教学人员的专业发展；通过促进创意、创新和持续发展等方

式，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支持；向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展示教学人员支持学生学习的方式；支持持续

性发展和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的方式；帮助个人和机构获得经正式认可的提升教学质量的方法，以支持

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此外还包括支持研究和管理活动等。

（一）三个维度

该框架标准明确提出了 “活动领域、核心知识和专业价值”三个范畴，这三个范畴既可以作为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和效果定位，也可以作为高校教学评估的内容。详见下列各表④：

表１　标准框架 “活动领域”

活动领域 活动内容 相关证据

设 计、规 划 学 习 活

动和／或课程大纲

参与不 同 类 型 和 层 次 的 学 习 活

动，如 个 别 教 学 或 小 班 教 学；

单元 课 或 学 程；高 等 院 校 或 专

业机构的政策制定

－教案

－单元或课程材料

－主课设计／编制开发

－使用个人的学习材料 （如由校内外其他人员提供的）

－根据基准制定计划

教学和／或指导学习

参与运 用 适 当 的 教 学 和 学 习 策

略，包 括 多 样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授

课方式；大 小 班 级 的 教 学 评 价；

根据教 育 方 面 的 证 据 和 目 的 选

择教学策略

－同行的教学评估或教学观察

－学生反馈／评价

－反思性日志

－与学习成果相关的指标

－网络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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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活动内容 相关证据

对 学 习 者 进 行 评 价

和反馈

参与 运 用 适 当 的 评 价 策 略，包

括与学习成 果 相 关 的 评 价 方 法；

对不 同 类 别 的 学 生 进 行 评 价；

参与与 评 价 有 关 的 正 式 质 量 保

证过 程；选 择 并 使 用 适 当 的 反

馈方法

－适当地评价任务

－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

－观察反馈

－学习材料

－调控文档

－外审活动

－评估和反馈的创新型方法

－学生对反馈的反应

创 设 有 效 的 学 习 环

境，发 展 辅 导 学 生

的方法

参与不 同 的 媒 体 和 技 术 （包 括

物理的和 虚 拟 的）；不 同 类 型 的

学习者 如 国 际 的，多 元 文 化 的，

有特 殊 需 要 的 家 庭 背 景 的，全

职 的，兼 职 的，等 等；不 同 模

式 的 学 习，如 远 程、混 合、工

作／实践，等等

－反馈表

－同行评审

－来自学生和同事的正式、非正式／主动的反馈

－教学／学习活动观察

－电子信息，如博客和论坛

致 力 于 持 续 性 的 学

科 专 业 发 展、研 究

以 及 与 专 业 实 践 相

关 的 教 学 与 学 习 评

估

参与 自 我 反 思 的 实 践 活 动；自

主规 划；参 加 一 系 列 的 活 动，

以拓展 专 业 学 习；成 功 参 与／完

成相关教学资格认证

－与学术／专业发展相关的学习成长记录

－反馈表

－正式机构的持续性专业发展规划记录

－参与专业教育活动

－在自身创新学习的基 础 上，主 动 改 变 教 学／辅 导 方 式

的案例

－在初始和／或持续专业发展后有所进展的证明

表２　 标准框架 “核心知识”

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相关素材

学科材料 －适合课程学习的学术或实践知识

－资格证明

－教学学科的广度和水平

－与课程相关的出版物，包括电子类出版物

－参加课程协会

学 科 领 域 和 学 术 课

程 水 平 教 与 学 的 适

当的方法

－关于各种教学方法的知识和理解

－对选择和使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标准的理解

－教、学和评价三者相互结合

－熟悉一般的和学科的教学理论

－正式评价

－自我反馈

－同行审查

－学生评价

－教学出版物
学生的一般性学习方

式以及在自己的学科

领域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的构建

－熟悉与 学 习 理 论 有 关 的 文 献 （包 括 广 义

的或学科相关的理论）

－正式评估

－反馈表

－教学出版物

有 关 学 习 技 术 的 使

用和重要性

－一系列促 进 学 习 的 技 能，包 括 当 前 支 持

各类型学习者 （包 括 有 视 觉／听 力 障 碍 的 学

习者）的革新

－用于个别化学习情境下的效果

－使用说明

－反馈表

－演示如何使用的材料和资源

评 价 教 学 效 果 的 方

法

－评价技术

－对使用 评 价 结 果 的 选 择 和 方 法 原 理 的 理

解

－评价资源的开发

－对学生反馈进行元的分析 （包括ＮＳＳ）

－评价结果的使用说明

－发展的影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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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相关素材

质 量 保 证 和 质 量 提

高，对 学 术 和 教 学

实践的意涵

－在不同 的 学 习 情 境 中 构 建 高 质 量 的 文 化

的意涵

－参与审查和验证过程

－外审活动

表３　标准框架 “专业价值”

专业价值观 主要内容 相关素材

承诺 支 持 并 尊 重 个 体 学

习者 和 多 样 化 的 学 习 社

群

－适当情况下使 用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和 共 同 学 习 的 方 法

来教学

－关注个人发展和成果

－了解一系列可能 会 影 响 学 习 的 背 景 因 素 （如：文 化、

种族、社会经济）

－相关的立法知识，如：残疾、平等和多样性

－提高学生的责任心和自制力

－模块论述和课程评估

－适当情况下反映出上述内容的课程开发

承诺 支 持 学 习 者 接 受 高

等教育并享有均等机会

－具备扩大参 与 议 程，以 及 对 个 人 和 专 业 实 践 的 了 解

的知识

－具备主 动 帮 助 和 拓 展 的 知 识，例 如，学 校 和 兄 弟 院

校

－反映出上述内容的课程发展

致力 于 有 事 实 依 据 的 方

法，并 利 用 研 究、学 术

和专业实践的成果

－课题研究主导的教学

－研究、学术课程教学法主导的教学

－目的性教学

－课程教学法文献的相关知识与使用

－反映出上述内容的课程发展

致力 于 高 等 教 育 的 可 持

续性和全球化概念

－可持续课程 方 法 的 知 识，以 及 对 个 人 和 专 业 实 践 的

了解

－在这个区域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积极主动的方法

－反映出上述内容的课程发展

－同行及学生反馈

－教学材料设计

－教 学 和 学 习 哲 学、策

略和方法

－教学材料和资源

－指 导 性 的 教 学 组 织 和

方法

－网 络 日 志、博 客 和 论

坛

－对 上 述 内 容 的 评 估／反

馈

（二）四个层级

《专业标准框架》设计了四个层级，并针对四个层级分别提出了四种标准，但并不要求申请人必

须按照 “准会员→会员→高级会员→首席会员”的发展轨迹逐级晋升。申请人可以根据各自所处的职

业阶段，对照标准框架的要求，对应直接申请成为准会员、会员、高级会员或首席会员。《专业标准

框架》可以提供给申请人国家认证的高等教育教育家的身份。同时，各高校可以自主决定其应用该标

准的具体方式。

１．准会员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Ｆｅｌｌｏｗ）。这一层级要求申 请 人 能 够 提 供 有 关 他 们 胜 任 这 一 职 业 角 色 的 有

效证据，通常至少包括一些从事教学或学习支持的工作经历。这个角色更多是协助更有经验的老师或

导师的工作。高校中 “准会员”层级的人员通常包括：教学职责的早期职业人员 （如博士研究生、聘

用研究人员、博士后等）、新入职教师 （包括兼职教师）、助教、技术辅助人员等，由于这部分人只有

有限的教学经历，对教学或支持学习还不太熟悉，因而主要承担少量的教学工作或教学辅助任务。
申请准会员须体现个人对教学、学习支持方法和学生的学习特点的有效理解。申请人必须具备以

下素质和能力：成功参与５个领域中至少２个领域的活动；具有成功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有关教学实

践；掌握与教学活动相关的核心知识和教学方法；承诺促进他人学习的专业理想；具有相关的专业实

践和学识，参与专题研究和教育学研究；成功参与相关的教学、学习和评估有关的专业发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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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会员 （Ｆｅｌｌｏｗ）。这一层级要求申请人的教学经历能够对提升学生的学习发挥实质性作用。会

员级别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一个或多个学术团队的成员。高校中 “会员”层级的人员通常包括：早期的

职业学者、具有一定相关学术研究经历、从事过实质性教学和支持学习工作的人员、教学经验丰富但

对英国高等教育还不太熟悉的学者。这一层级的人员指仅承担教学工作职责的人员。
申请会员的个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成功参与所有５个领域的活动；具有相关的知识并对

核心知识完整理解；对所有专业价值的承诺；具备参与到所有这些领域实践活动的能力；具备将学

科、教学研究和上述范围内的学识相结合的能力；具有专业核心知识以及专业价值，能够证明对学生

的学习经历的认识、了解和把握；成功参与教学、学习、评估相关的持续性专业发展活动并指导相关

专业实践。

３．高级会员 （Ｓｅｎｉｏｒ　Ｆｅｌｌｏｗ）。这一层级要求申请人能够提供个人参与教学和学习的持续有效的

记录和证据。高级会员的适用对象多是能够带领学术团队的人员或是已建立的学术团队的成员。高校

中 “高级会员”层级的人员通常包括：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领导、管理和组织能力、在

本学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人员；经验丰富的学科导师，能够对教学工作还不熟悉的人员

给予指导；具有在相关部门和机构从事教学和学习支持咨询经验的人员。
申请会员的个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成功参与所有５个领域的活动；具有相关的知识并对

核心知识完整理解；对所有专业价值的承诺；具备参与到所有这些领域实践活动的能力；具备将学

科、教学研究和上述范围内的学识相结合的能力；具有专业核心知识以及专业价值，能够证明对学生

的学习经历的认识、了解和把握；成功参与教学、学习、评估相关的持续性专业发展活动并指导相关

专业实践；能够有效协调、支持、监督、管理和指导与教学工作相关的其他人员。

４．首席会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ｅｌｌｏｗ）。这一层级是修订后的标准框架的新增内容，这一内容受到业界

人士普遍赞赏和欢迎。修订后的相关表述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个人在高等教育教学和学术生涯的不同阶

段所扮演的角色。① 该层级要求申请人能够提供持续的经历证明和有效的工作记录，能够从战略层面

上影响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并在本机构内或更广泛的群体中作出学术实践承诺。高校中 “首席会

员”层级的人员通常包括：经验丰富、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战略型领导者，能够在教学工作中发

挥关键作用的高级职员；负责与教学相关的战略性制度设计、政策制定的领导者；具有战略影响的领

军人物。
申请会员的个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在制度框架内与学生、教职员工开展发展合作，主动

承诺和支持标准框架所有维度的标准；通过有效的、战略性的领导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重点是通

过制度设计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建立有效的组织政策或策略来支持和促进其他人 （例如通过指导、训

练），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和对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持；倡导在机构内部或更广泛的群体中，通过综合的

方法来开展学术实践 （例如，综合教学、学习、研究、奖学金、管理等措施）；一个持续成功的承诺

并持续参与专业发展的相关实践。
在明确目标任务、主要范畴和专业人员四个层级的基础上，高等教育学会通过以下措施来推动标

准框架的实施：一是会员计划，使申请人作为教师和学习的支持者获得他们的专业角色认证；二是实

行认证方案，使有关机构通过高等教育学会的认证项目和计划为他们的员工提供认证；三是通过开发

项目、讨论组和活动等方式来宣传和支持标准框架的实施。
专业标准框架在体现教师基本素质的基础上，还强调时代对教师专业素质的新要求。在体现教育

新理念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教师的团队合作能力、教师对同事和专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对提升整个学

校的教育教学效果的影响以及在校内外的战略性领导能力。从高级会员开始，教师不仅要是教学能

手，努力寻求自身的专业发展，而且还要为同事和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１５１

①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ＵＫＰＳＦ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ｃ．ｕｋ／ａｓｓｅｔ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ｕｋｐｓｆ／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ｕｋｐｓｆ．ｐｄｆ．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　

　　三、专业发展标准框架的主要特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英国在制定教师专业标准过程中进行了诸多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

英国教师专业标准的改革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专业标准框架》的出台，可以看作是

英国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该框架是目前全球首个大学教师教学专业标准。《专业标准

框架》首次对高校教师的专业标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阐明了高校教师应通过不间断的学习获得

专业发展的观点，同时也为高校教师提出了达到专业成熟境界的要求，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

响。该标准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突出制定主体的权威性。《专业标准框架》的出台是由英国政府主导，并由英国高等教育学

会联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英国大学联合会等多个权威组织机构和组织联合制定的。在制定

和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学会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凭借其权威性召集

高等教育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一线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让他们参与到专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使得每个参与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并针对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研讨会

广泛征集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尽可能地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专业标准框架》促进了各

类高校、教师团体、专业协会在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上达成共识，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职能，规划和指

导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学和学习，设计和制订学科发展计划，开展高等学校教师的认证服务，组织高质

量教学的活动。出于对该框架的响应，同时也是对保障本校教师尤其是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水平的考

量，英国许多高校对 《专业标准框架》的实施基本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参照该标准框架开设了不同形

式的教师发展项目，这些项目为教师研究如何实施有效教学提供了支持，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相应

的渠道。如利兹大学设立了两个项目，要求从事教学助理的研究生以及所有新入职教师都要完成相应

项目的培训。① 伦敦国王学院则设立 “国王学习学院”，开展通过高等教育学院认证的包括 “学术实

践本科证书”、“学术实践研究生证书”、“学术实践研究生文凭和硕士学位”和 “熟练教学证”等一系

列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和课程，以满足标准框架的要求。②

二是注重内容框架的系统性。《专业标准框架》由三个维度、四个层次组成，将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自下而上分为四个层级，并对每个层级的标准从行为领域、核心知识和专业价值这三大方面进行了

具体的规定。《专业标准框架》对教师的要求逐级提高，每个阶段的专业标准都是在前一阶段专业标

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反映了该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的进步，体现了很强的阶段性和衔接性。从

《专业标准框架》对教师专业发展各个阶段的要求来看，其内容反映了教师的知识、专长和经验的发

展性以及他们所扮演角色的逐渐变化。比如，对于准会员仅要求其成功参与５个领域中２个领域的活

动；而到会员及以上层级就要求成功参与所有５个领域的活动。又如对于准会员仅要求成功参与适当

的教学、学习和评估责任有关的专业发展活动；对会员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要指导相关的专业实践；

对高级会员则要求除此以外，还要能够成功协调、支持、监督、管理和指导与教学相关的其他人员；

而对首席会员则更多强调承担管理者的角色。从中可以反映一个基本的趋势：专业发展每上升一个水

平，对团队合作、个人和专业影响力的要求也就越高、越突出。这一点在高级会员、首席会员的标准

中体现尤为明显。

三是体现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性。《专业标准框架》阐明了大学教师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应该具

备的专业素养，为教师在教学和学习领域的持续专业发展提供了导向，从而有效地帮助教师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各个层级指标性的描述也有助于增进教师对每一阶段专业发展要求的直观理解，明确各个

阶段专业发展的重点，使他们能够以标准框架为依据，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准，努力达

到职业生涯中各个阶段的要求，对于促进教师终身学习、专业发展具有有效的激励作用。《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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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四个层级与大学现有的教师职称层级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教师职称晋升是政府、学校评定教

师知识技能水平的基本方式，是一种强制性的标准，而 《专业标准框架》则是非强制性的，其中四个

层级的要求更强调指导性和鼓励性，是对获得认证的大学教师的职业认可。获得不同层级的会员资

格，对参与认证的人员而言有诸多益处，通过高等教育学会认证的会员资格是一种随身财富，全英普

遍适用，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认可。此外，明确四种专业身份，有助于提升大学教师对教学专

业主义的认识，促进教师对专业网络构建工作包括学科中心工作的参与。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高等学校教师的专业标准，而英国高等学校教师的专业标准经过多年的修

订、完善和实践，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开展英国高校教师专业标准的相关研究，对我国高校

教师专业标准的建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结合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主动学习借鉴国外

的先进经验，以积极推进我国高校教师专业标准建设，促进高校教师的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

（责任编辑：丁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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