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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旨在促进大学教师的成长，使大学
教师获得并增强他们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
专业活动的能力。 大学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从一个
专业新手发展成专家型教师。 [1]罗兹玛丽·凯福瑞
拉（ Rosemary Caffarella）等学者认为,当前美国大学
教师专业发展包括了自我主动式发展、同行协作
式发展、大学指引式发展和社会参与式发展。 [2]本
文将从原因、内涵、特征、意义四个方面分别对美
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四种类型进行诠释与解读。

一、自我主动式发展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是大学教师的个体
主动发展。 自我主动式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从主
观方面讲，在一定的背景下，大学教师的个人特
征，如态度、认知和能力决定着大学教师的专业发
展是否能真正发生；从客观方面讲，只有每个大学
教师成为了专家，大学教师作为整体才能谈得上
专业发展。

自我主动式发展是大学教师作为个体明晓自

我专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并采取相应行动的过
程。 它包括绝对自我主动式发展和相对自我主动
式发展两层内涵。

1.绝对自我主动式发展表现为大学教师能独
立判断专业发展需要，制定专业发展目标，明确有
利于专业发展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选择恰当的专
业发展策略，并对专业发展成果进行评价。

2.相对自我主动式发展是大学教师在外界环
境影响下的自我发展过程。 研究表明，不管是何种
方式的发展，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都离不开外界
环境的影响。 大学教师通过外界环境的影响，明晓
自身专业发展的缺陷，进而制定相应的发展目标
和策略，有的放矢地提升自我的专业发展水平。

自我主动式发展具有如下的特征：（ 1） 从自
我看，自我主动式发展具有差异性。 大学教师的知
识和能力影响了他们专业发展的侧重点。（ 2）从主
动性看，自我主动式发展是在模仿、实践、反思和
探究的层层递进过程中进行的。 大学教师首先要
模仿他人专业发展的成功做法，接着在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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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服务中不断地实践。 面对实践出现的问题，
大学教师通过自我反思，明确了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的盲区，从而走上正确的专业发展道路。 最
后，大学教师要有自我探究的精神，探究精神既是
他们专业发展的目标，也是专业发展的手段。（ 3）
从专业发展看，自我主动式发展分别经历了依赖
他人、独立、影响他人和领导四个阶段。 在依赖他
人阶段，大学教师往往通过模仿或在他人的监督
下促进自我的专业发展；在独立阶段，大学教师知
道自我的专业发展内容和方式 ；在影响他人阶
段，大学教师以身示范，指导和管理他人的专业发
展；在领导阶段，大学教师作为专业组织的代表，
通过制订和明确组织的学习任务，系统性地促进
群体的专业发展。 [3]

正如拉尔夫·布罗凯特（ Ralph Brockett）等人
所指出的：“ 自我主动式发展的关键是大学教师对
专业发展的主动控制，是大学教师为自我发展承担
责任的行为。 ”[4]自我主动式发展使大学教师认识
到自己为什么要学、学什么、如何学，这表明他有
明确的专业发展规划，有高度的自信和成熟的心
理，使大学教师敢于承担风险，应对挑战。

二、同行协作式发展

威廉·沃勒（ William Waller）的调查指出，当前
美国高等教育危机的核心依然是大学教师工作的
孤独感，大学教师普遍认为他们和同行之间缺乏
有机的联系和密切的协作。 [5]为此，美国通过加强
同行之间的协作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 朱迪斯·
利特（ Judith Little）等学者也认为，参与同行协作
式发展的大学教师将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6]

当前美国大学教师同行协作式发展有两种：
基于人员（ cohort-based）的同行协作式发展和基于
话题（ topic-based）的同行协作式发展。

基于人员的同行协作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
教师之间的协作。 例如，哈佛大学的新大学教师协
会（ Harvard’s New Faculty Institute）通过举办大学
教师专题讨论等活动，使新大学教师有机会认识
自己的同事，尽快地融入哈佛学者社团。 [7]卡利斯
特学院（ Macalester college）和卡尔顿学院（ Carleton
college）通过项目合作方式，鼓励资深大学教师带
领年轻大学教师参与科研，以此培养年轻大学教

师的科研能力。 [8]

基于话题的同行协作旨在解决大学教师专业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是新发现或是
早已存在的，范围涵盖了他们感兴趣的所有学术
领域。 当问题解决后，同行协作的关系不再存在。
例如，大学教师职业增强拨款计划（ Faculty Career
Enhancement Grant Program）发起流动性的研讨会
（ Floating Seminars） ，促进跨校的同行协作。 [9]

同行协作式发展的特征表现在：（ 1） 从同行角
度看，同行协作式发展具有平等性。 在同行协作
中，大学教师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彼此相互尊重，
拥有自由地表达观点的权利。 （ 2）从协作角度看，
同行协作式发展具有包容性。 同行之间的协作既
可以发生在正式的会议和研讨会中，也可以发生
在虚拟时空中。 同行之间的协作既可以是对话与
交流，也可以是出版物和电子文献。同行之间的协
作既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也可以学习外部的先
进经验。正因为同行协作的包容性，同行之间的影
响已成为促进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 （ 3）从专业发展角度看，同行协作式发展具有
开放性。 在同行协作中，大学教师可以肯定和批评
他人，同时也接受他人的肯定和批评。 正是在开放
性的环境中，大学教师既可以学习他人的先进经
验，同时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罗伯特·布兰格（ Robert Bringle）认为在同行
协作中，大学教师不仅更加深刻地了解学科领域
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我，拓
展大学教师的人际交往、管理和组织技能。 这些能
力正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10]

三、大学规划式发展

当前，美国大学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为大学
教师创造良好的专业发展条件，因为大学教师是
完成大学职能使命的关键。 同时，随着问责制的推
行，大学只有通过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才能提升自
身的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为此，詹姆斯·弗朗西
斯（ James Francis）认为，“ 专业发展是大学试图寻
找改变大学教师的态度、技术和行为的过程，目的
是使大学教师更有能力满足学生、教师自身和大学
的需求”。 [11]

在大学规划式发展中，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被

— 35 —



2012年第 9期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No．9，2012
（总第 272期）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General No．272

纳入到大学的战略规划中，大学不仅为大学教师
专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且还创造各种
条件鼓励大学教师到校外实习。

从内部看，大学通过开展职业规划和再培训
行动促进本校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1）职业规划
计划 （ Career Planning Projects） 。 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个人能
力和目标的详细分析。 大学鼓励大学教师制订详
细的职业规划项目，并参与相应的评价。 （ 2）再专
业化计划（ Respecialization Projects） 。 再专业化指
大学为教师提供专业领域之外的培训，帮助大学
教师拓宽专业活动范围， 发展大学教师的新技
能。 再专业化减少了兼职大学教师的数量，提高了
大学教师的整体质量。尤金·莱丝（ Eugene Rice）指
出：“ 再专业化计划比大学制定的某些单个的节省
策略更加有效。 它既满足了大学对高质量人才的
需要，又为拓宽大学教师专业领域提供了机会。”[12]

从外部看，大学为大学教师到校外实习和工作
提供条件。（ 1）大学教师实习（ Faculty Internships） 。
大学教师实习指大学为教师提供到非学术场所的
工作经历，这些经历有利于大学教师获得新知，
并将所学的技能带回到课堂。 例如，雷吉斯学院实
施的大学教师职业中期变革方案，允许大学教师
有3 年时间到企业中带薪学习一些非学术领域的
技能。 如果教师所从事的非学术工作的薪水较低，
大学将会给予一定补贴 。 （ 2） 大学教师交换
（ Faculty Exchanges） 。 交换项目使大学教师能够在
不同机构或领域中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它扩大
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经历和服务范围，并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了大学教师的职业选择能力。

大学规划式发展的特征表现在：（ 1）从大学
角度看，大学规划式发展具有组织性。组织性表明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由大学确定，同时大学
还要解决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如
场所的安排、必要的资助以及技术帮助。 （ 2）从规
划角度看，大学规划式发展具有目的性。 尽管不同
大学开展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目标不尽相
同 ，但总体上都是为了增强大学教师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 3）从专业发展角度看，大学规划式发展具有综合
性。大学在制定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战略规划时，除

了要考虑大学教师的参与性，还要注重其他方面
的问题，例如适合大学教师的发展理念、恰当的宣
传、充分的资助、奖励的政策、管理部门的支持等。
此外， 许多大学也建立了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评价
系统，例如，夏威夷大学专业联合会（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ofessional Assembly）根据大学教师、系
主任或院长共同递交的书面专业发展规划评价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质量。

总之，“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效依赖于大学
教师专业发展目标是否与大学的使命相关。 那些
自发的、无组织的、孤立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活动
不可能带来大学内部真正的变革”。 [13]当大学把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纳入到组织规划中时，大学和大学
教师的目标才能一致，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也是大
学自身的发展。

四、社会政策调节式发展

从外部看，美国社会只有从政策上不断地指引
作为科学技术和信息技能的创新者———大学教师
的专业发展，才能保持其国际竞争的领先地位。 从
内部看，如果不从政策上调节大学教师的专业发
展，政府———产业界———大学三螺旋结构就无法
良性地运转。 通过社会调节，美国大学增强了对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减少了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的盲目性。 社会调节式发展不同于大学引
导式发展，它是外在于大学的社会部门通过确定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从而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 按照政策的来源不同，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
主要受到来自专业组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政策
调节。

专业组织是面向大学教师的学术组织。 专业
组织制定的政策卓有成效地保护了大学教师自由
探究的专业权利，提升了大学教师的专业地位，扩
大了大学教师专业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为大学
教师谋取专业福利 。 例如 ，美国大学教师联盟
（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深入大学 ，调查侵犯大学教师权利的行
为，制定了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政策。一名杜
克大学教师因为在课堂上发表改善种族关系的言
论后，杜克大学要解聘该教师。正是 AAUP的协调
工作，该教师才能继续自己的学术聘任。 [14]专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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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政策之所以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于专业组织
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不违背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
的传统，另一方面密切地保持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的联系，所以其政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
社会支持。

尽管各州政府调节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
不尽相同，但这些政策具有一些共性：[15]（ 1）建立质
量监督机制。 州政府致力于建立指导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的标准，提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并
建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机制，以此监督大学
教师专业发展的质量。（ 2）确立专业指导计划。 例
如科罗拉多州、密苏里州和新泽西州确立了专业
指导计划，要求大学教师根据该计划不断地加强
学习。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州政府通过
建立质量监督机构，例如新泽西州高等教育委员
会建立了新泽西大学教学机构（ The New Jersey Ins-
titute for Collegi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评价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效果；[16]另一方面，州政府委任
中介机构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 作为“ 过滤器”，
中介组织保证了州政府的政策切实可行。

联邦政府通过如下的政策调节大学教师专业
发展：（ 1）收集有意义的数据并确立切实可行的发
展策略。 联邦政府每年都会收集各州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的数据，并及时向学生家长和公众公布。 通
过问计于民，联邦政府再制定相应的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策略。（ 2）开展海外学习计划。 联邦政府鼓
励大学教师去海外学习。 例如，联邦政府每年通过
富布莱特计划（ The Fulbright Program）资助大批大
学教师到国外从事教学和开展研究。（ 3）实施拨款
项目。 联邦政府为各州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
项目提供拨款。 例如，布什大学教师发展项目资金
（ The Bush Foundation Faculty Development Project
in Minnesota）支持包括明尼苏达州在内的多个州的
大学教师发展。 [17]

社会政策调节式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1）从社
会政策角度看，社会政策调节式发展具有宏观性。
宏观政策是社会各部门指引大学促进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的政策，它通过营造舆论、拟定制度甚至颁
布行政命令来干预或调节大学教师专业发展。（ 2）
从调节角度看，社会政策调节式发展具有持续性。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通常不会在短期内更改，

它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力。 例如，AAUP 制定的学术
自由制度一直被奉为圭臬，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 3）从发展角度来看，社会政策调节式发展具有全
局性。 社会组织制定的政策包罗了大学教师专业
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职前培训政策、终身教职政
策、进入和退出政策、薪水结构政策、教师退休政
策等。 例如，AAUP 每年举办的三天集中学习暑期
班吸引了美国上百名大学教师代表，他们聚在一起
讨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改进措施。

总之，大学之外的社会政策对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 通过社会政策的调节，一
方面，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得到了美国社会的重视；
另一方面，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能获得来自整个社
会的各种资源的支持。

五、结语

从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类型看，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大体上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大学教师专业
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体的发展，即在关注大学教师社
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争取资源与权利的分配的
同时，更强调大学教师个体的、内在的专业性的提
高，关注大学教师如何形成自己的专业精神、知识、
技能、专业心理品质等；二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是
大学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即大学教师专业发展
是大学教师职业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应有的专业
地位的过程，强调大学教师群体的、外在的专业性
的提升。 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彼此不可或缺。 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建立在个体的专业发展基础上，
没有个体的专业发展，谈不上群体的专业发展。 实
现大学教师自我主动式专业发展，是每一位大学
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应有之意和应然之求，它
对于提高大学教师个体的素质， 建设高质量的大
学教师队伍及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
意义。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同行协作式发展，还是大
学规划式发展和社会政策调节式发展， 都以促进
个体的专业发展为旨归。 但是个体的专业发展需
要群体专业发展的支持，没有群体的专业发展支
持，个体的专业发展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个体会
失去专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正因为如此，美国大
学非常强调大学教师自我主动式发展要在同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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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 lopment in America， which are active
self-development， co-operational peer development， university designed development and policy guided
development. Self-development means faculty can decide their goals and measures of development
independently. Co-operational development is a type by which faculty can work together to facilitate their
development. Meanwhile， University brings faculty development into their strategy and society departments
guide their development through relevant polices. All of these relate with each other and promote faculty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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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学指引和社会政策调节中进行。 同行协作、
大学指引和社会政策调节之间也是环环相扣，不
能彼此割裂开来。 同行协作离不开大学的规划和
政策的调节， 大学制订的规划需要促进同行协作，
同时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社会调节是为了让
同行更好地协作， 让大学更科学地制定战略规
划。 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美国大学教师专业
发展类型是自我———同行———大学———社会这四
个层级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的排列，实际上是
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
依存， 相互联系， 共同促进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 可见，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个
体化和群体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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