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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四有”好教师团队实践视域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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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教师发展受制于教师发展观，关乎课程改革，影响教育质量。 江苏为解决传统教师

培训中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指导不足、教师训后追踪和持续引导不力、教师同伴资源开发不畅等教师发

展问题，在全省掀起“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建设。 项目实施三年来，在行动改进方面颇有成效，在省

域层面探索出教师发展路径多样化、教师发展主体校本化、教师发展评估多元化等实践经验。 综合团

队建设实践中的典型问题和现实困境，“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需要进一步强化教师发展目标，激发

教师发展活力，引领教师行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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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是所有教育项目中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教师需要有能力对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过

程实施担负起责任。 教师教育改革实践不断

证明，职前教育只能培养“熟练的新手”或“半
成品型”教师，难以完全造就出一名真正具有

“教育智慧” “教育艺术”的“适应性专家”。
因此，教师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核心链环在

职后培训。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有”好教师、做学生引路人等指示精神，落
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有关部署，江苏省教育厅决

定在全省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
特殊教育学校等）启动“四有”好教师团队建

设工作，发挥团队以师德铸魂、以文化育师、以
研究促教的价值引领，将教师培养成为“师德

师风典范” “教书育人示范” “教育科研模

范” ［１］，以中小学为主体，鼓励学校以“四有”
好教师团队为载体积极探索新时期教师教育

改革的江苏范式。
自 ２０１９ 年起，江苏省要求省市县三级财

政对中小学校幼儿园提供支持，通过学校自下

而上申报，择优批建“四有”好教师省级重点

培育团队 １４０ 个、市级团队 １０１３ 个。 要求团

队建设学校围绕某一特定教育难题开展好

“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工作，通过跨学科教

研的方式，探索综合育人，对基础教育阶段教

师在职培训体制机制改革进行综合探索。 项

目实施以来，江苏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师在职培

训在观念和行动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一些突

破性进展：坚持师德为首，引领广大教师成长

为“四有”好教师的项目定位得到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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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路径多样化应运而生。 但是，“四

有”好教师团队项目也面临着以下实践拷问：
对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四

有”好教师团队项目能否产生且能够产生多

大贡献？
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

教师队伍。 打造一支高水平、创新型的教师队

伍是“十四五”期间江苏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目标之一，也是研制江苏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

的首要依据。 教师发展问题涉及跨学科领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四有”好教

师团队项目的定位。 作为一项教师团队专业

发展的建设性项目，提升教师综合育人能力是

关键。 “教师发展”是“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

的理念之基，也是“四有”好教师团队实践成

效大小的“原点”，更是“四有”好教师团队建

设项目的目的。 所谓目的，就是实践活动的预

期效果、价值前设与意图所指，它是人类实践

活动具有超前性、预见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

体现，标志着人性进化理性坐标［２］２。 显然，没
有目的、目的模糊、远离目的的教师教育不仅

是危险的、短视的，更是令人费解、琐碎无序

的。 抓住了目的和原点，即抓住了事物发展的

根本，抓住了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
因此，评判“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的成败，需
要重点关注团队的“教师发展”理念，它不仅直

接影响到团队建设方向，也会制约团队功能发

挥。 本研究拟总结江苏“四有”好教师团队项

目的实践经验，分析团队“教师发展”理念中存

在的问题，为教师教育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二、服务教师发展目标：“四有”好教师

团队的实践思路
教师发展关乎课程改革，影响教育质量。

江苏“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紧紧围绕服务教

师发展的总体目标，充分赋予建设学校团队建

设的自主权，让学校有机会构建符合学校特殊

情况的教师团队发展体系。 形式多样，只提建

设目标，不做具体细则规定。 以点带面，率先

试行，为江苏乃至国家制定相关在职教师专业

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提供先导性尝试。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的推进是开放式的，

由团队建设学校自主选择建设内容，主动担起

教师教育改革重任。 民主化的团队建设政策

意味着教师教育权利的分享，意味着教师发展

从统一化走向了多样化。 随着“四有”好教师

团队项目在江苏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全面启

动，教师团队发展行动范式百花齐放，春色满

园。 以综合育人为宗旨，以破解难题为导向，
以跨科融合为突破，以项目实施为载体，以教

育科研为支撑，以方法创新为手段，以团队实

践为样态，最终形成学校特点、教师特长、文化

特质的学校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代表作”。
传统培训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一个人

不能承担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因为其能力

不足，那么，我们就要提升其能力，然后在他能

力提升之后就自然可以承担更具挑战性的任

务了。 这一路径强调最多的是“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而真实的境况可能是“学用分离、知
行不一”。 传统教师培训在“外烁型”教师发

展理念指导下往往指向教师某一方面知识或

能力的补偿或提升，教师被习惯性地看作被培

养、被教育、被发展的对象，在封闭的培训环节

设计中，通常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培训效果自然不佳。 从“外烁”转向“内

生”的教师发展，需要建构系统的项目体系和

行动方略，将教师视为发展的主体，为教师自

主发展提供支撑。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秉

承“内生”的教师发展观，强调通过丰富多彩

的自主创建活动激发教师内驱生长动力，引导

团队成员和广大教师针对实际工作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开展团队建设活动，将“解决问题”
和“学习发展”统合为一个双螺旋上升的过

程。 因为，实践中的“难题和挑战”能够推动

成员教师走出熟悉的旧世界，迈向陌生的新世

界，通过“解决问题”带来“学习发展”，而“学
习发展”又为“解决问题”探索出新的路径，最
终带来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和教师团队“成
员成长”。

因此，团队建设实践的起点和关键点首先

是提炼出团队所要破解的难题，并基于如下原

则对团队提炼出的难题进行科学研判。 比如，
该难题是否需要借助项目研究来解决，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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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多学科协同来探索，是否为当前学校发

展中亟待解决的真实问题，等等。 其次，聚焦

团队要破解的难题设计破解方案，即“课题研

究方案”。 设计难题破解方案要遵从课题研

究的相关规范要求，体现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

性、规范性、独特性，同时，关注研究过程对教

师发展的精神引领和能力促生。 因为，难题破

解方案的科学规范关系到难题能否被破解，更
关系到团队“师德师风典范、教书育人示范、
教育科研模范”的“三范”建设目标能否达成。
再次，围绕难题破解方案设计团队建设方案。
团队建设方案要体现难题破解的过程性，在难

题破解的过程中达成团队师德建设和文化建

设目标，在难题破解的过程中优化城乡结对和

辐射引领的功能。 总之，师德建设、文化建设、
城乡结对、辐射引领必须和难题破解、团队建

设融为一体［３］。
同时，为了有效服务教师发展，“四有”好

教师团队在实践中要围绕六个重点内容开展

建设活动，做到有的放矢。 其中，“坚守师德

为先”是团队和教师发展的政治信仰和师魂

筑基，旨在引领团队成员和广大教师践行师德

师风，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四有”好教师，主
要指向教师的精神发展目标。 “探索综合育

人”不仅是团队难题破解的核心领域，也是团

队成员扎实学识、激发仁爱之心的焦点，主要

指向教师的专业发展目标。 “促进城乡结对”
是要引导建设学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牵手同

类型乡村薄弱学校共建“四有”好教师团队，
在江苏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领域进行主动探索，
主要指向教师队伍的均衡发展目标。 “创新

协同机制”则要引导建设学校打破中小学与

高等院校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之间的组织屏

障，探索教育特别是教师教育协同发展的体制

机制，主要指向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

目标。 “建设团队文化”则是要通过塑造团队

文化引导学校育人文化迭代升级，以文育人，
以文化人，主要指向教师的文化发展目标。
“加强引领辐射”是期望建设学校以“四有”好
教师团队项目为契机，打造教师“团队”发展

的江苏样本，引领江苏乃至国家基础教育教师

队伍建设的创新路径，主要指向教师专业学习

共同体发展目标［３］。
三、创新教师发展路径：“四有”好教师

团队的实践样态
传统教师培训重知识技能轻情感体验的

惯常做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职教师的充分

发展、自主发展和自觉发展。 学校传统教研活

动也很难为教师提供足够的空间实践教师自

己的教育哲学和主张，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教

师同伴资源，无法有效引导广大教师积极探索

跨学科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等新课程理念下的

新实践和新要求。 同时，新技术和新理念的不

断涌现对教师在职培训和专业发展提出新的

挑战，但是各级教师在职培训项目未能及时更

新培训内容，未能调整项目体系和培训方式，
难以适应时代快速发展和教师个性化发展需

求。 因此，需要充分激发各级教师发展机构和

建设学校自主开创教师发展特别是教师团队

发展的实践样态，以弥补现有教师职后发展支

持体系的不足。 实践中，团队建设学校在各级

教师发展机构的引领下，积极探索，主动创新，
以灵活多样的行动路径为教师主体性生长创

设空间，在行动改进方面颇有成效，在省域层

面逐步形成教师发展路径多样化、教师发展主

体校本化、教师发展评估多元化等实践经验和

教师发展新形态。
１．指向实践改进的区域教师团队建设

行动范式

经过几年的探索，江苏中小学校幼儿园对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的理解已基本达成共

识，指向实践改进的行动范式在实践中持续创

新。 各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形成了“以破解

难题为导向，以项目研究为载体，以教育科研

为路径，以问题探究为形式，以方法创新为手

段，以优秀成果为评价方式”的区域团队建设

行动范式。 例如，南京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强

调构建团队发展范式，形成团队建设的样本。
围绕学校重大项目或办学理念，积极开展学科

教学、学科育人、综合育人的深度探索，着力构

建学科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学与教育

方式的变革，形成“一团队一品牌”的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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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育人范式。 无锡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形

成了“问题凝练—主题聚焦—项目驱动—文

化建构”的核心行动模式，并且鼓励建设团队

以教师发展研究专项课题的形式深度研究

“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路径，为项目建设提

供规范的实践和研究案例。 苏州市形成了

“师德为先—问题导向—课堂、课程、课题三

课意识—辐射带动—联通高校”的实践模式，
强调团队师德师风建设，聚焦教师实践中的真

问题，凝练高品质学校的育人特色，加强辐射

引领和跨界合作，鼓励建设团队面向教育实践

大胆探索，主动创新［３］。
２．“四位一体”团队管理机制和“三级”

项目梯队基本成型

目前，省域范围内“四有”好教师团队省

市县“三级”项目梯队和政府、高校、教师发展

机构、建设学校“四位一体”的团队管理机制

已基本成型，在项目推进中相关建设主体各司

其职，协同共创，在省域、市域、县域层面形成

各具特色的管理机制和团队建设实施方案。
自 ２０１９ 年“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全面启动

以来，江苏省师干训中心带领设区市教师发展

机构研制省级、市级“四有”好教师团队的建

设标准和管理办法，规范项目申报流程，完善

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指导和组织各级“四有”
好教师团队申报、建设和管理工作。 各级教师

发展机构根据本地情况分类分级设置“四有”
好教师团队建设规模和数量，成立工作小组，
牵头本区域内“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工作，
纵向联动，横向联通，充分发挥纽带和桥梁的

作用，引领省、市、县“四有”好教师团队开展

建设活动，让“四有”好教师团队成为基础教

育攻坚克难的先锋队、立德树人的排头兵，使
教师整体素养显著提升、精神面貌显著改善。

３．在攻坚克难中完善“跨界”的团队合

作研究体系

建设团队已基本形成在突破教育难题的

过程中发展“四有”好教师团队的共识。 努力

发挥“四有”好教师团队成员学科交叉、结构

跨层的组织优势，积极引入高校教育资源，结
合学校面临的教育难题，以“四有”好教师团

队为基础，构建独具特色的“跨界”式团队合

作研究路径。 团队组织内部成员教师学科跨

界、结构跨层、研讨跨域，组织外部大中小学校

际协同，牵手共建，高校专家跟踪指导，在项目

推进中提升成员教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
让“四有”好教师团队成为跨越学科边界和组

织边界的多元学习共同体，为成员教师跨界对

话和深度交流创造条件，为大中小学教师跨界

合作搭建长效协同机制和平台。 如 ２０２１ 年疫

情停课期间，常州市组织“四有”好教师团队

联合高等师范院校开展线上导学活动，结合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实践，在全市精选 ７４
个优秀导学团队，团队共研共建了 ５９２ 个主题

１０００ 多节课程资源，覆盖在线导学全学段、全
学科；同时，在“双减”背景下，多次组织“四

有”好教师团队在线答疑，助推“双减”的落地

落实，回应广大家长的急难愁盼问题，探索

“延时”服务的创新实践［３］。
４．自组织文化引领下的教师精神境界

显著提升

教师从事教育工作，要教书更要育人。 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和教师自身的人文

精神密切相关。 按照周国平的说法，人文精神

包含三个元素，一是人性，即对人的尊重，或为

“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即对真理的思考

和追求，是为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即
对生 命 意 义 的 追 求， 就 是 广 义 的 宗 教 精

神［４］４９。 教师的人文精神既是一个加工器，又
是一个过滤器，决定了教师给学生呈现什么样

的教学内容以及如何呈现，潜移默化中影响着

教师对自身教育者角色的认同度以及教育生

活的体验感。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强调建

设学校通过对团队名称及其内涵的自主建构

来彰显团队文化和教师的人文精神，使团队名

称成为团队文化和教师人文精神的缩影，引导

成员教师升格对教育者的角色认识和精神境

界。 如南京市浦口区新世纪小学“至善”四有

好教师团队，从“四至” “四善”的视角全方位

诠释新时代教育人的形象；江苏省苏州市吴中

区越溪实验小学将教师的身份重新定位为

“文化摆渡人”， 这既是“四有”好教师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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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化表达，又是基于百年办学历史文化积淀

的校本化追求［１］。
四、破解教师发展难题：“四有”好教师

团队的实践反思
综合“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的实践经验

和建设中的各类问题，研究发现传统教师培训

的经验范式和学科思维定式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四有”好教师团队引领教师创新发展与跨

界合作的实效性。 团队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典

型误区和实践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在自

下而上自主申报的“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方

案中，难题理解的深广度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部分建设团队难以聚焦问题，问题意识不清，
难题阐述不清，建设方案思路模糊。 部分学校

将建设“四有”好教师团队与“建立课题”画上

等号。 部分团队建设目标含糊其词，为获得立

项而建立“四有”好教师团队，搞形式主义，找
不到团队建设的抓手。 第二，团队建设缺少顶

层设计，教师发展思路不清，建设路径缺乏创

新，从而导致建设活动虚化，团队工作虎头蛇

尾，教师发展纸上谈兵。 成立之初热热闹闹，
活动时松松散散，活动形式单调乏味，缺乏指

向教师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第三，建设团队对

项目的价值和定位认识不够清晰，对综合育人

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因而难以发挥团队从学

科育人走向综合育人的优势作用，团队在学校

教育工作中的专业引领发挥不足。 第四，未能

彰显地域和学校特色，存在建设活动雷同化的

现象。 团队建设较少考虑文化层面的因素，文
化特色彰显不足，精神引领乏力，导致团队建

设的立意被矮化，建设方案和实际活动两张

皮，教师精神升华的初衷被消解。 第五，四方

协同发展合作不畅，缺少高等院校专业引领和

指导。 建设团队未能与教师发展机构、高校建

立紧密联系，难以充分整合、调用社会资源获

得更多的理论引领和专家指导。 第六，团队之

间差异较大，示范辐射典型不多。 薄弱学校与

优质学校在“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实践中存

在较大差距，在项目理解、建设意愿、动力缘

起、实践推进和团队管理与评价等各个方面均

有较大落差。 首批立项的省级重点培育团队

多集中在优质学校，普通学校和薄弱学校难以

突围，未来需要进一步丰富学校教师发展的样

态，发挥优秀“四有”好教师团队的影响和辐

射作用［３］。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要在实践领域走

出以上团队发展困境，需要以人学发展理念为

统领，关注教师内在生长动力，对团队的功能

结构进行整体设计，进一步强化教师发展目

标，激发教师发展活力，引领教师改进教育教

学行为。
１．强化教师发展目标是基础

教师教育事业直接服务于教师教育者与

普通教师，最终服务于学生，后者才是教育教

师实践的终极价值。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教
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认识、情意、审美等方面

的素养，教会他们自己学会思考、去探究、去求

知。 杜威指出，构成学生探究与思考活动的两

大逻辑是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其中，学科逻

辑的意义主要来自知识领域的形式逻辑结果，
而心理逻辑的意义主要来自学习者的认知活

动及其经验的形成过程。 无论哪种逻辑，都统

一于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他们都对教师提出

了要求，即“激发学生去理解、去解释的动机，
促使他们去把握新学术知识的意义” ［２］５。 就

教师学习而言，真正的学习一定包含行动的改

变，是从“知道”到“悟道”再到“行道”的完整

体系。
行动学习理念强调心智模式的改变是行

为改进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师育人理念到育人

行动转化的关键。 因此，“四有”好教师团队

需要关注学习的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体

系，促使教师掌握如何促使学习者（学生）去

学习的知识和方法，从学习者视角审视教师学

习和发展目标，综合研判团队成员发展愿景和

可行路径。 教师不仅要有育人的知识和方法，
更要有育人的智慧。 建设学校和领衔人需要

系统研究、深入理解不同理论派系提出的具体

的教师发展目标，避免教师发展目标虚化，成
为无源之水。 比如，建构主义者认为，影响学

习效能的主要因素是学习者的能动性、主动性

与想象力，故理想的教师需要掌握如何通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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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习者的能动性、主动性与想象力来促进其

学习效能的提高；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影响学

习效能的主要因素是学习者多样化认识世界

的方式，故理想的教师会利用多样化的方式促

进学习者发展多元智能。
２．激发教师发展活力是关键

建设团队需要进一步理解项目价值，凝练

好主题，设置好核心项目，建立动态的教师考

评和管理体系，处理好“四有”好教师团队和

学校原有教师专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整合校内

外资源，激发教师自主发展、抱团发展、合作共

进的专业成长意愿。 教师发展并非单有意愿

就可以做到，还应该遵循科学的训练和引导方

法。 如果有科学的训练方法，就会事半功倍，
每一份努力都有实打实的路径，获得实打实的

效果。 教师成长的每一步背后都有大量的方

法依据、决策依据、经营方式的支撑，其中，大
多数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成长的

关键是教师想要发展，教师期待成长，当教师

将专业发展作为一种自觉的职业追求时，他们

才可能以一种鲜活的生命样态滋生出由内而

外的专业发展活力。
“四有”好教师团队领衔人和建设学校应

该在项目实践中主动走进教师的精神世界，引
导成员教师将专业发展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

合，注重成员的实际工作所需，以成员教师工

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心。 引导教师

借助相关理论科学审视、分析实践问题，在
“团队建设”活动中以结构化研讨、反思与质

疑等活动形式寻找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以实

践导向的工程思维，系统建构核心项目之间的

相互支撑以及现有资源的融合共建，带领教师

聚焦实践难题，开展建设活动，摆脱传统教师

培训在教师参与上的被动性和活动形式上的

单一性，提升建设活动的问题针对性，激发教

师研究性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团队建设的实

效性。
３．引领教师行动改进是重点

行动学习理念强调通过团队工作的方式，
解决重要的个人、团队、组织或社会挑战，取得

更好的学习效果。 因此，行动学习的关键是人

们一起在行动改进和学习探究的过程中相互

交流、相互支持和相互挑战。 实现这一假设的

基础包括：第一，每个人自愿加入进来；第二，
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个实践难题、挑战、任务

和机遇，并承诺要对其采取行动；第三，组建行

动学习小组，伙伴互助，思考难题，创造更多的

可选方案；第四，采取行动，并从行动中学

习［５］１３。 “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的重点是教

师教育行为的全面改进，团队建设活动要体现

问题导向和任务驱动。 只有当团队破解的难

题源自教师的观察和思考，是困扰教师实践的

真实问题时，才能充分发挥教师思考问题、探
索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在攻克难题的过

程中，教师的科研素养、师德素养、教育教学素

养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因此，难题的提炼和选择非常重要。 团队

建设宗旨是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实现教师队

伍的高质量发展，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是

“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需要达成的目标。 所

以，团队建设要以项目研究为建设载体。 项目

可以理解为研究项目，即类课题，但不是单纯

的教育研究课题和建设项目。 研究课题一般

是有假设有目标，但没有具体路径，需要通过

研究的方式来探索达成目标路径或验证假设

的过程。 而建设项目既有目标也有清晰的路

径或成熟的做法，可以依照现成的路径按图索

骥达成目标。 需要加以区分的是，团队建设中

的问题探究应该是团队建设的具体形式，而不

是课题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方法。 同时，教师合

作和团队学习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就像团队建

设路径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一样。 团队建设中

的研究项目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是
“做中学” “边干边学”的行动研究，重点是以

团队的方式破解教育难题，以研究的方式探索

行动改进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总之，“四有”好教师团队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丰富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样态，发挥优

秀“四有”好教师团队的影响和辐射作用，落
实立德育人，引导广大教师内驱式生长，成长

为“四有”好教师的标杆和榜样。 因此，“四

有”好教师团队项目要努力打破 （下转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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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文 献 ］
［１］汪基德．从教育信息化到信息化教育———学

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之体会［ Ｊ］ ．电化教育研

究，２０１１（９）：５－１５．
［２］孙寅杰．信息化手段在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中

的运用［Ｊ］ ．大众文艺，２０１７（２４）：１７７－１７８．
［３］倪婷婷．高校公共艺术教育 ＭＯＯＣ 课程现状

及对策研究［Ｄ］．南京：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７．
［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 Ｊ］ ．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第 ３ 卷第 ６ 号．

［５］蔡元培．美育与人生［Ｍ］．济南：山东文艺出

版社，２０２０．
［６］张友良．教育信息化对艺术课程中美育的影

响［Ｊ］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２０１２（８）：６４－６５．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２．０ 行

动计划［Ｂ］．教技〔２０１８〕６ 号．２０１８－０４－１３．
［８］安虹钢．信息化教学视野下的高校美育课程

发展策略研究———以“南音艺术”课程为例

［Ｊ］ ．民族音乐，２０１８（３）：９３－９４．

（责任编辑　 南　 山）

（上接第 ４０ 页）传统教师培训指向个体教师

能力补偿的思维禁锢，通过团队自主性创新性

的建设活动，将个体知识融会成集体智慧。 充

分激发不同科学领域教师与不同学历背景的

专家之间建立起责任共享，充满尊重的有足够

心理安全的充满信任的学习和情感环境支

持［６］。 “学习是自愿的。 如果参与者是自愿

的，那么项目就可以继续进行，行动学习就非

常明确。 如果参与者是被迫或消极的，项目中

付出的努力则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 ［５］引言３

“四有”好教师团队成员要在自愿原则下通过

相互支持和相互激励去采取行动，同时，还可

以通过相互挑战和相互提问来帮助彼此深入

学习。 在团队中每个教师都能够得到细微的

帮助，聚焦难题协同工作，把解决组织重大挑

战的任务寓于学习之中，以此来改变现状。
“四有”好教师团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出与之

匹配的建设路径，构建指向教师内驱生长的团

队建设策略，破除路径依赖，鼓励组织中的成

员通过提问、反思、制定决策、实施行动，形成

一种适用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风格，
开创新时期教师专业成长的新局面。

［ 参 考 文 献 ］
［１］韩益凤．“四有”好教师团队项目：功能定位与

建设路径［Ｊ］．江苏教育，２０２２（７８）：２８－３１．
［２］ 龙宝新，李贵安．当代美国教师教育研究

［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

司，２０１８．
［３］韩益凤．江苏“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实践与

省思［Ｊ］ ．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２３（２）：７－１１．
［４］赵希斌．优秀教师的四项核心素养［Ｍ］．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迈克·佩德勒，克里斯蒂那·阿博特．行动

学习催化秘籍［Ｍ］．郝军帅，王金帅，王培

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６］韩益凤．人学视野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

建［Ｊ］ ．当代教育与文化，２０２２（３）：７０－７６．

（责任编辑　 师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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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ｒｏｔｔｏ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ｒ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ｐｈ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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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Ｈａｖｅｓ”
Ｔｅａ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Ｎ Ｙｉｆｅｎｇ１，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２．Ｊｉａｎｇｓｕ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ｅ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Ｈａｖｅｓ” ｔｅ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ｌｉｋ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Ｈａｖｅｓ” ｔｅ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ｉ⁃

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Ｈａｖｅｓ” ｔｅａｍ；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ｐ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１２００，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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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ｏｒ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ｍ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Ｘｉ Ｚｈｏｎｇｘｕ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ｕｔｉｎｙ”
ＭＩＡＯ Ｔｉ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２４０８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ｕｔｉｎｙ” ｗ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 ａｒｍｅｄ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ｕｔｉｎｙ”， ｔｈｅ ＣＰ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Ｘｉ Ｚｈｏｎｇｘｕｎ ｈａｖ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ｕｔｉ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ｒｍｙ，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Ｚｈｏｎｇｘｕｎ； “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ｕｔｉｎｙ”；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ｕｔｉｎｙ”

—４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