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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重构与教师教育改革必须同步
———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经验及启示

丁笑梅
（华东政法学院 教务处，上海 !"""?!）

’, -& 文章在简要分析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及其兴起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其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明

确学校重构必须与教师教育改革同步，进而对当前学校教育改革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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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系统，且运行于

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单一的、局部的改革显

然无济于事。美国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D76E23F
3164+< G2H2<6IJ24. -:K66<3 简称 DG-）就是在教

育改革过程中为促进学校与大学合作而寻求解决

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我们认识学校重构与教师教

育改革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旨在 “探索一种教

师教育发展和学校改革的新模式，使之成为教育

改革的范例、专业知识的研究所、教师专业人员交

流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不是一所专门的独立学校，而是在已有学校建制

内进行的功能性建设。它是融初学者的专业训练、

有 经 验 者 的 继 续 发 展 以 及 教 学 研 究 和 发 展 为 一

体，所能考虑的最佳的学校形式是把理论、实践和

研究结合在一起，以促进教育改革的实践场所。它

通过由大学教育系或教育学院与所在学区的一所

或多所学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教师教育

改革与学校革新同步的目的。

美国从国家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对个人还是

对国家，教育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基础。学校有义务

培养公民对自治制度的理解。通过教育，美国公民

必须对国家公共事业承担必要的义务，必须能对

!" 世纪末 !% 世纪初发达经济所反映出来的生活

所特有的复杂问题和事件做出明智的判断。如果

做不到这些，美国传统的民主制度将逐渐受到削

弱。而事实上，美国的学校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此

目标。

学校教育通常使人更为顺从，更加循规蹈矩，

学校内部大量充斥着杂乱无章的控制手段和激烈

的竞争，强调等级观念和个体在其中的位置。而学

校组织的运行以严格的制度为界并把僵化的程序

视为工作导向。由此，学校教育就削弱了个体与生

俱来的天性，也使人的精神更加衰弱，与此同时，

却加强了依赖性、消极观和单调划一性。许多有辨

别力的学生甚至怀疑他们在学校中到底能够获得

什么，或许辍学是最好的选择。

面对现实，美国教育界一致认为，要实现“使

人的生活更有生机，并赋予个体发展能力”这一目

标，学校改革势在必行。鉴于教师的特殊位置，优

秀的教师是创建有效学校的关键因素，高质量的

教 师 教 育 可 以 造 就 高 质 量 的 教 师 和 高 质 量 的 学

校 。 正 如 全 美 教 学 与 美 国 未 来 委 员 会 （>+.164+<
L6JJ133164 64 M2+:K148 N BJ271:+’3 5/./72）所

指出的：“每当我们谈到大范围的改革，我们总是

依赖国家、州或地方的指令，就好象这些行政性指

令是一股带魔力的风，可以横扫整个学校，给其带

来奇妙的变化。可是所有的批文和官方命令充其

量不过是一阵飞扬的、看似带有仙气的尘土。当学

校里的教师根本不知从何入手并缺乏获取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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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任何教育改革项目都不会成功。由于不被

理解或无法得到广泛的学校现实生活的支持，天

方 夜 谭 似 的 新 课 程 规 划 在 课 堂 里 也 变 得 平 淡 无

奇。而且，如果教师不知道如何从学生的需求出发

促使其学习，那么提高毕业标准和考试要求只会

导致更多的学生失败。”［!］在此背景下，美国教师专

业化运动被正式提上国家日程，并进而形成一场

席卷全美的改革运动。此改革运动突出体现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的卡内基促进会的《国家为培养

!$ 世纪的教师做准备》和霍姆斯小组的《明天的教

师》这两份报告。他们同时指出：公共教育质量只

有当学校教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专业时才能得

以改善。教师专业要保持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

专业发展模式必须发生改变。它不仅要改变教师

的知识、态度和工作方式，还要改变教师的工作环

境和组织结构，并要关注变革的连续性，从而使结

果驱动教育 （不是依据学生所学科目或成绩来判

断学校的成功与否，而是根据学生真正知道了什

么、能够做些什么来判断的）、系统思考（基于“整

体原则”，专业发展不仅要传播系统思考思想，让

校董会、管理者、教师、学生了解制度的作用，而且

要知道偏离目标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局限以及教师

专业发展在学校改革中的作用）和建构主义（学习

者能够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影响美国学校

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导观点。

显而易见，教师专业发展中传统的知识传输

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教师教育提出的要

求 。 早 在 $%&’ 年 ， 全 美 教 育 研 究 协 会 （()*+,-).
/,0+1*2 3,4 *51 /*672 ,3 8760)*+,-）就提议学校和

学校的所有员工应该结为合作者，以支持在职教

师的继续教育，然而直到现在，教师仍常常是教育

改革的目标，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只能起到些微的

控制作用。当前，教师角色呈现多元化趋向，教师

专业发展必须与日常生动的学校生活相交织。为

此，教师的工作现场，即学校环境必须变革，其变

革不仅要指向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业成就，更

要使学校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最佳场所，而这正

是创建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初衷。

正如《学会关心：!$ 世纪的教育》中指出：“我

们需要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整体化的求知方式。把

求知集中到寻求我们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次上面

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是实施这种整体化方

式的最好办法。”这必然牵涉到对教师专业发展学

校的历史回顾，也就是“学校与大学结为合作伙伴

（/05,,.9:-+;14<+*2 =)4*-14<5+>）”的改革历程。在整

个 !" 世纪，美国教育改革从来未停止过对学校与

大学合作的探索与追求。

$#%" 年 ，查 尔 斯·埃 利 奥 特 （?5)4.1< 8.+,*）在

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上做了题为 “学校与学院之

间的代沟”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认为，高中应该在

培养造就高质量的学生方面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

力，为大学提供优质的生源，同时大学应该提高入

学标准，以达到促进高中课程改革的目的。$#%!
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大会上，查尔斯·埃利

奥特当选为“十人委员会”［@］（>A@BB）的领导者。该委

员会建议，此次大会应该致力于让大学与学校的

教师共同讨论和参与到教育改革的事宜中。与会

者提出，学院要更多地涉足到初等和中等学校的

改革中去。

杜威可以说是最先发起改革教育的现代教育

运动的人，他为新世纪建立了崭新的学校模式，提

出了现代学校模式的“三中心理念”。同时，他还创

办了多所实验学校，开展现代教育研究，掀起了以

美国为首的世纪学校重建运动，使学校问题首次

受到广泛关注。二战后，随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

化，教育受到广泛的重视，被赋予解决各种问题的

新职能，由此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浪潮。

“实验学校的成功运作需要大学与学区的共同支

持。对实验学校的高期望值与其现实存在价值的

不一致，使实验学校很难获得有力的支持。因此，

实验学校从 B" 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路。”［C］

随着战后高新科技的兴起，学校教育中传统

的教育方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

给学校提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要求

学校职能从单纯选拔升学转向多元化发展，担负

更多的社会发展责任；!）要求学校从知识教学转

变为发展人的智慧，培养健康的、德才兼备的新型

人才；@）要求学校从传统堡垒转变为变革传统文

化和旧社会体系的重要工具，传播文明、发展文明

和推动社会以及民族的发展。美国哈佛大学校长

康南特为此提出学校的四大任务，即满足人的生

活要求、求知和发展智慧的要求、增进健康和快乐

生活的要求以及职业的需求使得学校的功能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美国民众认为 !" 世纪 B" 年代

的教育改革制造了不平等，发展了只适应少数人

需要的英才教育，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发展需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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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发起了回归基础运动，并伴随美国教育政策的

调整，由此，美国开始了 !" 世纪第三次学校重建

运动。

!" 世纪 #" 年代，随着高科技的兴起，新一轮

教育改革又重开战端，学校再次成为教育改革的

核心问题。各种教育团体和专业组织纷纷提出要

建立专门的学校与大学合作的教育机构，通过教

育机构的改造来改善教师的专业背景，专业发展

学校应运而生。“专业发展学校设想为教师提供各

种机会，使他们献身于专业知识的发展，在校外建

立学术上的同事，在专业成熟的同时追求智力上

的发展。这种合作场所设想的提出，还意味着使以

大学研究为基础的教育学知识的教学，深深根植

于教学实践，以保持理智上的活力和专业上的可

靠性。 ［$］”

回顾专业发展学校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

的目标有三个：%）为职前教师提供示范教育，为在

职教师提供继续专业发展教育，并为参与的学校

和大学提供合作研究的机会；!）促进专业知识与

实践的发展。为了不断改进并完善教学和学校教

育，专业发展学校将提供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检

验不同的教学设计的机会，不断考察最新的学术

成果并有选择性地加以在实践中运用，形成最富

有创造性的专业实践；&）将成为初任教师、专业教

师、终身专业教师、大学教研人员和行政领导之间

创造性组织联系的楷模。由于此次改革关注的焦

点扩展到整个教育系统，系统观点成为始终指导

这次改革的核心理论（见图 %），正如富兰（’())*+）

所说的，教育改革不仅需要有好的思想，更需要有

指引整个过程变革的理论。

据统计，全美至今已经建立了至少 ,&- 所教师

专业发展学校。同时，加拿大、以色列、希腊、日本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也开始创建教师专业

发展学校，通过分析可得到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

经验如下［,］：

.!/"#$%&’()*+,-.
在致力于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组建过程中，

美国的许多学校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教

师专业发展的条件，即学校中的教师围绕着提高

专业实践能力和学生成就问题，通过研究、选择并

指定共同承诺的新的教育行动纲领。研究表明，实

施专业发展学校一开始主要从事的行动准备表现

在五个方面：文化的准备、观念的准备、人员的准

备、行政的准备和资源的准备。当专业发展学校准

备工作开始时，它将是长期的，是与专业发展学校

的整体行动密切相关的，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围

绕着学校教育与管理的内外部机构、人员进行全

范围的动员并使之在行为上参与进来；!）学校充

分依赖和信任周边社会资源，不仅使物力的，更是

对人力的依赖；&）组织学校教师开展多样化的交

流活动，使教师专业发展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同

时，相应的行动方式有：%）研究小组；!）组织行动

小组；&）组织“野外旅行”；0）邀请访问小组；$）确定

批评领域；,）撰写反思性文章。

.// 01"#$%&2345678459
:

以教师工作情景的变革为前提，遵循“教学活

动———反思性实践———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合

作———形成专业发展的情景氛围———建立专业发

展学校”的学校改革流程图，教师发展学校有六点

组建原则：%）为理解而教。教师必须精通本专业的

学科知识，教师的职前培养必须加强学科知识传

授，大学教育学院要提高入学标准，并严格教师资

格认证的要求；!）学习型组织。教师首先必须成为

学习者，要能够理解学生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激发

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话，善于处理由于文化不

同而导致的误解；&）为每个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

机会。教师要担负起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建立良

好关系的责任，应该多关心家庭贫困的学生，与家

长、社区和政府一起为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条件，

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和获得成功；0）所有参与

专业发展学校的成人为学生树立专业学习榜样。

教师要实现自身专业的持续成长，就要加强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教研人员必须改变远离中小

学实际的状态，把研究和教学的基点放在活生生

的中小学教育情景中；为实现合作研究必须改变

学校———大学传统的合作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 ；

$）对实践的反思与研究应该成为专业发展学校显

著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之成为教师和研究者对有

专业

发展
大学

知识

发展

教师专业

发展学校 政策

发展

学校

图 %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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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教与学知识的最新研究成果的结合点；!）构建

新型机构。相应的组建过程为：形成阶段，开始意

识到实际中的问题；概念化阶段，界定任务和目

标，勾画学校责任；发展阶段，合作的远景规划，合

作的任务要从哲学层面转向实践层面；实施阶段，

实现合作进程的关键点；评价阶段，作为改进阶段

的参考依据；结束 " 改进阶段，通过总结找出问题

与不足并加以改进。

#!$"#$%&’()*+,-.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基本模式是以合作小组

形式进行的———由 %&’ 名学校资深教师、(&) 名

大学临床教授、’&*+ 名实习生以及个别的学科专

业人员，围绕学校实际问题组成小组，通过共同努

力实施教育改革，设计组织行政改革计划，重新设

计教师教育的培养方案。当前，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中通常存在以下几种组织管理模式：*）学校内部

的管理模式———“学组”，即把参与教师专业发展

学校项目的中小学教师组织在一起，共同探索教

师专业发展学校现场中的实践活动，剖析同一个

班级的教学场景，努力构建专业发展的氛围，为学

院式教育、教学标准的确立提供支持，并努力创设

学习化社会氛围；(）联络小组，即通常由一名大学

教师和中小学某一班级的教师组成；)）指导委员

会，由参与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各方的代表和支持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项目的投资者共同组成，包括

一名或多名大学教师、联络组成员、几个学校管理

人员和教学人员、一名学区行政长官、家长以及几

个自愿者。它导致出现了全新的负责联络的教师

角色———促进教师和咨询教师；%）多方协作委员

会，是为适应多所学校、多个大学和多个学区发

展，由每所学校的教师、校长、学区负责人以及有

关教育官员组成。

我们所讲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是在现行

中小学建制内进行的功能性建设，是为了发展、丰

富和完善现行中小学的功能，强调中小学的教师

发展而进行的内部建构。它强调学校也是教师发

展的场所，学校应当具有使教师获得持续有效的

专业化发展的功能，而教师的专业发展，又能够与

学校的发展有机结合，教师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

导致学校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教师发展

功能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才能

使所有参与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人都得到发展，

自身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教师专业发展学

校在教师发展的意义上也意味着对教师的重新发

现。

#/$0123()45678()&’9:
“学校需要适应环境，但它还必须成为社会中

一个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因素。因为与其他任何组

织相比，学校更多地代表着未来。［,］”马克斯·韦伯

曾经区分了两种行为准则，即意图伦理和责任伦

理。前者只关注目的，而忽视手段的公平性，而后

者忽视目的，而更关注实现目的的手段。当然，这

两者是不可分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学校改革本身

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推进人的才能

的发展。考虑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我们应该寻求正

确的方法探求改革，从而提出独立探索的合理途

径，并促进结论的成立。《学会生存》这份著名的研

究报告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

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

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

教育。”“未来的教育必须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

这个整体内，社会的一切部门都从结构上统一起

来。这种教育将是普遍的和继续的。”面对问题重

重的现行教育体制，我们只能采取“辨证的探讨方

式”，一方面对现行的教育体系加以改进，一方面

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也就是说，除了对教育

体系进行必要的检验外，还要继续前进，达到学习

化社会的境界。

#;$7<=>?@*#A"BCD6EF"#
$%&’

教师专业化已是世界教师教育的发展目标和

行动原则。以此为依据，有学者指出，国外教师教

育模式的几种转型，即教师教育和培养的空间由

以大学为本的模式向以大学为本和学校为本相结

合的空间模式转变，由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教师

教育转变为以认知科学和质量研究、建构主义、反

思型研究为基础的教师教育，教师由过去的“作为

技术员的教师”转变为“作为专家的教师”，教师教

育的教学模式由“训练模式”向“发展模式”转变 ［-］。

同时，(* 世纪的教师教育面临着诸多两难困境，诸

如：全球化、教学职业化、为理解教学和教师自我

职业形象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实施对师范教育策

略的选择。它有注重内容和注重能力之分（如表 *
所示［.］），在专业化背景下，我们倾向于后者以促进

教师教育一体化进程，实现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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