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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教育大学化、专业化是当前许多国家教师教育体制改革的焦点。通过对斯坦福大学教

育学院的发展轨迹与办学理念的探讨，可以看出其教师教育项目及课程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这对我

国教师教育的发展、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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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简称SUSE)成立于1917年。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现已发展为美国一流的教育学院，为教师教育专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教师教育理论建构

和教育管理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SUSE在2009年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排名中位居第二，在大学教育学院

排名第一，其中，教育政策专业研究生排名美国大学第一。SUSE的发展轨迹及其办学理念对我国教师教育

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SUSE的发展概况及其办学理念

SUSE是由人文艺术教育系发展而来。早在1891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人文艺术教育系，与斯坦福大学

最初建立的21个系一样，将“功用”、“人性”和“公民”作为本系的办学理念，但因为人文艺术教育的功

用性、公民性不像别的系那么强，且因斯坦福大学地处美国西部，西部经济、教育等没有东部发达，因此，

人文艺术教育系兴盛了几年后就失去了发展势头，到1898年仅剩3位教授。此时，被新聘任的艾勒伍德-卡

伯利(Ellwood P．Cubberley)临危受命，出任系主任。当时的戴维·S·乔丹(Da、Sd S．Jordan)校长要求他在三

年内重振该系，否则就要关闭。卡伯利确定了把教师教育提升到专业教育层次的发展战略，他为教师聘任和

学生录取制定了新的标准，要求新教师既要有宽厚的学科学术知识，又要有较高的专业教育技术，并能够胜

任研究生层次的教学工作；招生录取要考查申请者在教育和另一个学科领域两方面的成绩。经过卡伯利的一

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改革，在三年之内人文艺术教育系声名鹊起。1910年，推孟(1ewis M．Te册an)受聘到人

文艺术教育系任教，开始了他对天才儿童所进行的35年不问断的著名研究。1916年，教育学获得博士学位

授予权；同年，人文艺术教育系组建了专业与职能更为广泛的教育学院，由卡伯利担任首任院长。卡伯利继

续坚持在聘用教师和录取学生方面的高选拔性原则，奉行“小即好”的方针，建立了追求优异的名声，

SUSE自此走上了创造一流的道路。学院金日制学生规模保持在400名左右，教授45名左右，每年招生录取

率在3％左右。学院坚持在学生录取中并不以成绩为唯一标准，正如其招生主任所言：“如果我们想要录取

的新生全部是高中成绩排名第一的，我们可以做得到，但那不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我们要寻找那些具有某种

闪光点和某种不寻常东西的学生。”“重要的是聪明才智、独立精神和创业精神。”卡伯利正是在秉持其传统

优异观的基础上又从本院的文化特色出发，积极倡导“独立精神”和“创业精神”，使SUSE得到了快速发

展。卡伯利也成为了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

1954年，詹姆斯(1．James QuiUen)接任SUSE院长，他继续坚持高标准选拔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者，

并开始把社会科学家引入到学院进行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学院的办学视野。学院先后创办了一系列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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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开展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项目，如1959年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建立了”斯坦福大学师资

培洲计划”(STEP)；1965年由美国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成立了斯坦福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中心

(SIDEC)；1972年兴建了全国性的网络教育研究中心——斯坦福教育研究中心(CERAS)⋯⋯这些都为教育

学学科发展及教师教育专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提供了经费保障，使SUSE从一个地方性的优秀学

院发展成了美国的明星学院。今天的SUSE一直处于美国教育研究领先地位，它积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改

革创新，追求卓越，致力于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使其服务社会的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注

重开发新知识，积极改良教育，致力于美国及全球教育的更加公平。

二、SUSE的教师教育项目特色分析

SUSE开展的教帅教育项目很多，目前，主要包括四大类：教育博士培养项目、教育硕士培养项目、教

学证书项目、本科生教师教育项目。除此之外，还有较多的社区交流项目，并提供一些非学位课程和一些教

育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对促进教师教育人才的培养和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教育博士培养项目

该项目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保证准博士生开展教育科研。SUSE有45名教员，每年招收约35名博

士，保证学生与教员有紧密的联系，学生在4年的学习时间里能获得一半时间的助学支持。教员带学生进入

研究团队，让他们承担更多的研究任务，促使其独立研究。第二，SUSE通常带学生实地考察其他学院或社

区，或举办有关讲座和开展协作活动等，以提高学生在教育专业领域方面的研究兴趣，鼓励学生与教师及他

人合作，公开发表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交流其研究成果。第三，为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学院鼓励并要求学

生跨院系选修一些同源硕士学位课程，如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课程，并

积极与其他院系师生开展研究项目。

教育博士学位课程包括：行政管理与政策分析、青少年发展研究、课程研究与教师教育、教育心理学、

英语教育、一般课程研究、高等教育、历史与社会科学教育、国际比较教育、科学技术设计、数学教育、组

织研究、心理学教育、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政策和教育实践、师范教育等。

(二)教育硕士培养项目

该项目主要通过教育项目为准硕士生提供具体的教育研究机会，使他们了解过去和今后教育经验的理论

背景，并发展教育方面的专业技能。它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项目组通常较小。SUSE每年招收约80名非

教师教育硕士，这些学生被分成6个不同的项目组，每个项目提供特别的、个性化的智力及教育训练，大部

分课程由本院普通教职员工和项目成员中的准硕士生讲授。第二，硕士生有机会和博士生一起工作，可与博

士生编入同一个班级学习或在同一项目组开展研究。第三，许多硕士生通过参与有关实习项目和在学院周边

地区、青年组织、研究机构或公司实践等获得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教育素质，并为他们从事教

育事业作好准备。第四，SUSE与其他科研机构、学院、地区、社会团体及决策者建立了深入和持久的联系，

也与校友们建立了广泛的网络联系，这些为学生就业提供了重要资源。

教育硕士学位课程主要有：课程研究与教师教育，定向培养的硕士学位项目，国际比较教育，国际教育

管理与政策分析，与商学院联合培养的硕士学位班，与法学院联合培养的硕士学位班，学习、设计与技术，

政策、组织与领导能力研究，社会科学教育，个别化的硕士学位课程，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

(三)教学证书项目

教学证书项目主要是通过斯坦福大学师资培训计划(STEP)来实现的。STEP特别强调学生的教学实习

与实践。实习合格，并修满了一定的学分，即可获得相应的学位教师资格证书。STEP有五个重要特点：第
一。STEP项目不像未来师资培训计划一样，学生很少在教室里，而是从参与项目的第一天起就让学生们从

项目研究中获取教学经验。第二，STEP学生的教学安排不是分散在各个学院教室，而是大多集中在专业发

展学院，在那里他们能得到斯坦福教员关于教育改革措施等方面的督促与指导。第三，STEP的很多学生被

安排在斯坦福东帕洛阿图——以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为主的社区进行教学与研究。作为SUSE教师培训和

专业发展的一个示范项目，该项目通过研究、实践，不断促进与社区间的协作，探索有效方略，以满足低收

入者和少数民族青年的教育需求。第四。STEP培养的学生丰要是为中小学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优秀教师、

教育督导及有关领导者。第五，STEP毕业生因其丰富的教学与领导体验、能创造较高的学业成绩和积极的

研究成果而广受用人单位欢迎。

SUSE每年只对90名左右的初级和中级教师进行培养。为r吸引那些有才华、忠诚而坚定的学生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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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中来，SUSE设立了强大的经费资助项目，包括给学员提供巨额奖学金和贷款减免等。目前，SUSE主要

提供下列三种证书：初等教育硕士学位证书、中等教育硕士学位证书、高级研究证书。

(四)本科生教师教育项目

本科生教帅教育项目是为美国各级各类学校提供高素质教师而设立的，主要招收学术能力强、具有服务

意识、擅长人际交往并且乐意到学校任教的本科生。其课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教学实

习。

(五)其他项目

SUSE与社区教育工作者、社区领导等有着广泛的交流活动，或联合组建相关研究机构，或支持教师、

学生、决策者等个人与其他专业或其他领域人员开展相关项目的合作与研究。目前与社区开展的互动项目主

要有：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所约翰w．加德纳青年及社区中心，全国理事会资源中心，斯坦福青春期行为研

究与指导增产中心，斯坦福创新学习中心，斯坦福慈善与民间社团中心，斯坦福教育领导培养研究所，学生

综合素质强化项目。此外，还开设了一些非学位课程和开展了一些个性化教育项目，如博士后研究课程、单

纯的研究生学习项目、教师教育专题学习项目、职中培养项目和多层次的个性化远程教育项目，等等。

三、我国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发展途径

20世纪末以来，我国在对传统的教师教育模式进行综合化改革的同时，鼓励综合性大学和非师范大学

参与培养、培训教师工作，积极探索在综合性大学中开设教育学院的相关途径。目前，我国综合性大学教师

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发展很不平衡，成效也不突出。通过对斯坦福教师教育项目及课程、办学特色

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教师教育层次的不断提高，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在教师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教师教育越来越注重理论研究与学科专业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加强跨学院、跨学科专业发展

按斯坦福大学要求，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在9个领域完成必修课，其中包括文化与思想、自然科学、

科技与实用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思想等。除此之外，学生们的写作和外语必须达到一

定标准。斯坦福近年还把非西方社会作家的作品加入到其全年的“西方文化大纲”中。课外活动方面，斯坦

福几乎面面俱到，学校生活丰富多彩，校内经常有不同聚会举行，这些都对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有着良好的

影响。而SUSE在促进跨学科发展中作了有益的制度创新尝试。SUSE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大飞跃，使

其跻身于一流之列。引发这一飞跃的重大决策是建立新的聘任制度，要求教育学科所有的聘任决定都要与另

一学科领域同步，也就是说教育学科要与英语、社会学、人类学、艺术、法学、管理学、数学等学科一道评

审和聘任教师。这样就解决了教育学科发展中与生俱来的、内在的矛盾，促进了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融合。改变了教育学科不能融人大学主流文化的状况。

(二)强调教师教育的教学与科研体验

SUSE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生活一学习一实习”一体化模式试验，强调学生与教师的经常性接触，要求

给学生提供更多与教师在小组环境中一道工作的机会，使教师可以与学生分享他们在智力探究中的感受，使

学生“从与有教养的人建立活生生的、坦诚的关系中受益”，在“一个点头、一个警告、鼓励和适时的反对”

中改变学生的生活态度，并通过参与项目，经历不同的学习方法，同时充分利用斯坦福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

的优势，扩展学生智力探究范围，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寻求新知识，使之成为有个性特征的创新型人

才。

(三)强化教育学院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关系

与大多传统的师范院校所承担的职能不同的是，SUSE不主张提供本科生教育(本科生的辅修专业除

外)，而主要承担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学位教育，其定位不仅仅为中小学校直接提供师资储备，而是更注重培

养和培训教育部门的领导者，为其他教师教育部门输送高水平的学术人才，为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提

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咨询。随着学校内部评价制度的变革，传统师范教育注重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优势在综合

性大学教育学院被削弱了，即使是教育学院中的教师也由于其工作被绳之以通用的学术标准，因此他们对知

识和智趣的偏爱远胜于专业实践技能的探索，教师们似乎更乐于去建构理论、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而无暇

顾及对未来教师实践层面的能力和技能培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有教育专家指出：“在大学取向的教

育学院中通过学术专门化的道路的教育专业化，既分散了这个领域，也松散了专业实践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联

系”。如何使综合性大学的教育理论学习与中小学的教学实际相结合，或说理论与实务相连接，是我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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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改善教师职

前培养水平，并能促进大学与中小学共同研究感兴趣的问题。

(四)有效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

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综合化的办学格局已初步形成。根据SUSE的成功经验，为了在综合化基础上提高

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教育部决定整合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在有条件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建立一批专门

从事教师教育的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教师教育基地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承担其任务的办学实体——教师教

育学院进行教育专业化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其一，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师专业化的要求越来

越高，传统教师教育模式中学科知识与教育教学知识之间的冲突迭起，迫切需要教师教育模式从过去的学历

教育转变为在较高学历教育基础上的资格证书教育，突出教师教育的资格性与职业性，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

化水平。也就是说，教师专业化愈来愈依赖于教师教育专业化。其二，我国实施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建设计

划，旨在从根本上探索教师教育模式改革，试行把学历教育与教师资格证书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提高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水平。因此，大学教育学院要根据各级各类教师培养和教师终身发展的需

要，从教师教育专业化视野设计相关的学科与专业，引领教师教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五)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模式

斯坦福及国外的实践表明，综合性大学在教师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建立自

已的教育学院，并使教育学院和法学院、医学院一样成为大学中的一个专业学院，主要进行专业教育和实

践。而大学里广博的知识资源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则为师范生提供了通识教育的机会。同时，综合性大学的研

究功能和研究条件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师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便利。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所

言：“如果大学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复杂的社会中去的话，那么我们就既需要专业方面的高深学问，也需要

研究方面的高深学问。经验即历史表明，当这两方面相互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各自都得到繁荣并发展。专

业学院通过利用大学其他部分的研究指导自己的实践，而研究则可通过在实践中的验证更加充实自己的成

果。”综合性大学具备专业教育和研究两个方面的功能，因此，在教师教育中比独立的师范学院更具有优势。

我国在教师教育方面一直坚持封闭式的教师教育的模式，教师主要由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培养，课程设

置单一，培养出的教师知识面窄。综合能力不高。因此，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模式是我国今后教帅教育工作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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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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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iversiti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now眦the focus of the reformation of teacher educa-

tion system in many countries．111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ex，elopment history and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of Stanford Uni—

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SUSE)，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eacher education projects and curriculum，and pro-

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comppehen-

sire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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