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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小学教师教育培养机构比较研究 

邱晓红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中小学教师培养机构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基地，本文通过对中关中小学教师培养机构的比较研究，以期得出对中 

国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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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中小学师资培养机构 

(一)大学或师资培养培训机构 

美国从 19世纪 20年代的中等师范学校开始，到 19世纪末， 

师范教育的雏形已初步形成。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等教 

师教育体系逐渐形成，接受四年或五年制的高等教育已成为中 

小学教师的要求。从4o年代开始，又出现了高等师范院校升格 

或归并于综合性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一个组 

成部分的新发展趋势。到了60年代以后，美国各州独立的师范 

院校基本上退出了教师培养的舞台，绝大多数师范学院演变成 

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许多综合性大学又相继建立了教育研 

究生院。到了80年代，美国3 Off)多所大学中，有近1蝴 f公私 

立大学和学院以及一些由教会创办的大学提供专门的教师教育 

计划。在 1995—1996学年，60％的私立学院具有教育学士学位授 

予权，74％的教育学位由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授予uj。其中在师资 

培养方面实力最雄厚、贡献最显著的是规模巨大并拥有博士学 

位授予权的州立大学，它们培养的教育专业学生占未来教师总 

数的71％[z]。美国的大学或师资培养培训机构不但承担职前教 

师的教育，还承担在职教师的职后培训的任务。 

由此可见美国的大学或师资培养培训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 

的发展：师范学校时期；师范(教育)学院时期；综合大学中的教育 

学院、研究生院时期。 

(二)教师专业团体 

在美国的教师教育中，教师专业团体起了巨大作用，不同的 

机构在教师教育改革、政策制定、监督、管理、立法、调控等方面履 

行各自的职责。 

1．全国教师教育认定委员会(Natmsa GxlndlfortheAccredi． 

tation ofTether E【hlI ，NIⅪ E) 

成立于 1952年的NC_~E，作为—个对培养中小学教师和其 

他教育人员的教师教育机构进行鉴定认可的机构，所制定的认 

定标准对于教师教育机构及其教育课程计划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和引导作用。NC_．,KI'E目前已发展成为33个专业团体参与的鉴 

定认可组织。在 90年代中期NC,AIE与专业学科委员会合作(如 

全美数学教师委员会)修订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并日益被大学 

接受。在美国目前近 1 300个教师教育机构中，已有500多所学 

校得到NC2aE的鉴定认可，并另有 100所左右的学校正等待鉴 

定。目前已有45个州与N0缸E建立合作关系，有 l5个州已经 

把NC2flE标准当成了州的政策决定的基础。 面对 NC,q／E的压 

力以及政策命令，一些教师教育机构组建了另一个新型的鉴定 

组织——教师教育鉴定委员会(ahehev Ed1．1O~orl Aeem：litafion 

Cour~，1EAc)与之抗衡。到2oo0年 'IEAC有 个参与机构L3J， 

许多小型学院由于 NCKrE鉴定过程付费太高而投向'IEAC。 

'IEAC鼓励教育机构严格执行教师教育课程质量标准，承担自我 

评价，并通过外部审计进行评价确认。 

2．全国专业教职标准委员会(N 0rI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adler Stardards，N】3PIS) 

全国专业教职标准委员会于 19盯年成立，负责制定专业教 

学的标准，并为达到标准的教师颁发资格证书。委员会及其认 

可的教师标准在美国的教师教育及教师资格认可方面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经其认可的教师称作“全国委员会资格教师”(№． 

tionalBoardCertitledTeae~ ，N~crs)。此外，美国“州际新教师评 

价与支持联合体”( Sc)主要针对新教师L5J提出了一套基于 

工作表现(pe】 r眦l。e—hsed)的初任教师证书的颁发标准 。 

目前，NC．,AIE作为美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领头羊”，正 

联合 INTASC和NBPIS一起制定师资预备与发展—条龙(dbe COn- 

tinue ofte．ad~ 舯 Ⅺr 0rI and development)的系统政策，即把确保 

美国教育质量的教师教育机构或项目的鉴定(由NCArE执行)、 

初任教师资格证的核发(由 INTASC执行)和高级教师证书的颁 

发(由NBPIS执行)整合成为教师职业生涯必须经过的三个阶 

段：职前教师预备(I)、临床预备的扩展与评估(r,xtn~ Clinical 

n1epar瞰i0rI and 骶s嘣 t)(Ⅱ)和专业发展的连续型(Ⅲ)L5J。 

3．全美教学与美国未来委员会(the National Catm／~'on 0rI 

Tem~hlng&Art~c,lt’s Ftaure，NCTAF) 

成立于 1994年的NcD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公司 

资助，是—个常设的非赢利性机构，其主要成员包括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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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士、社区人士、社区领袖、教育专家等，办事机构设在哥伦 

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4．制定各学科标准的机构 

美国教师教育在各 自学科有各自的专业学科委员会，制定 

各专业学科的标准，如全美数学教师委员会(the Na6onal c0lI】n ． 

sion∞ 瑚tllE删 )规定执教数学的教师要达到的数学学科标 

准。还有全美科 学教师协会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88~a- 

在∞) 国科学发展协会(AⅡlerican As ∞ for the Advancement 

0f Scj∞ce)等机构。 

5．从事教师考试制度的机构：教育考试服务中 a,(Ers) 

9o年代以后美国极力推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考试制度， 

在 1998年 一1999学年只有 7个州没有教师资格考试要求。EIS 

向社会开放4种类型的考试制度：(1)教学实践I( I)：阅读、 

写作和数学基本技能考试 ；(2)教学实践Ⅱ(P sⅡ)：由学科领域 

内考试组成；(3)核心知识综合(嘶 sⅢ) 考核普通知识、专业知 

识和教育技术知识；(4)传统国家教师考试(NIE)，少数州一直沿 

用的教师考试制度。各州在教师教育考试制度中，一个普遍的 

模式是教学实践I=被视为教师教育专业的入学考试，教学实践Ⅱ 

被视为毕业考试或者资格考试。 

6．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机构 

CEO教育技术论坛(CEO Fea~m∞ E血 ∞ and ) 

是美国工业和教育界的执行总裁于 1996年秋季创办的，每年对 

教育技术的内容及其整合进行评估，来衡量公立学校的进步，并 

发布报告，帮助美国学生掌握21世纪所需要的技术和其他重要 

能力。国际教育技术协会( eIl1吐i∞al SocietyforT~mology inE,- 

duca止i∞， IE)是—个专业教育组织，它的重大贡献在于制定了 

主要分为中小学和教师培训两大系统的全国技术标准：教师教 

育技术审查标准、教学单位技术基建标准、全国教育技术标准。 

7．各州进行教师教育管理的教师专业团 

如威斯康星州_6J的公共教育部门(tIle Depa】加er吐0f Ptl~C In． 

8tllction，PDI)，主要制定州教师需求计划，同时制定一系列政策和 

提供奖学金来吸引优秀学生从教。21世纪学校委员会(the Coil]- 

mi~on oil SdlD0l for 21st Cer蜘 )，主要制定全州学校的专业、课程 

标准。其它还有学校和社 区委员会 (SdlD0l and Co．mmity Corn． 

~ttee)，学校组织委员会 (Sd ()q弘 )，学校财政委员会 

(Scl100I Fmanee Ca )，技术、科学、数学委员会(强蛔0l0 ， 

Science and地thcm证∞C呲 tIee)，教师提供和质量管理委员会 

(TeacI】er／Ad I1ish丑 Supply and Qt|al C~-,,；ttee)，教育评估委 

员会(FAv,~on ŝs豳锄er吐c咂 tIee)，课程和标准委员会(cur． 

rieulum and StaMa~ ttee)。这些委员会在各自领域起管 

理、监督作用，并形成制度化的政策，使得威斯康星州的教师教 

育制度化，体现了教师教育—体化的管理模式。 

8．各州的州级高等教育委员会 

在计划编制、经费预算评审、学术项目评审和政策分析上卓 

有成效地工作，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很大。 

(三)教师在职的中小学校 

美国中小学在教师培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培养专 

业化教师的基地。未来教师( 即 ve teac|ler)后阶段实习，新 

教师(bq 瓜Ilg teacI】er)、在职教师6-一8鲫ioe eacIl盯)的培训都要 

在中小学进行。值得一提的是专业发展学校( ∞al I)eve1． 

0 吐SdlD0l，m s)，到 2O0O年 1月，美国 NCRIE认证的 525所教 

育学院，有 166所已经建立了自己的 PD 。全美的 PD6已发展 

到1 00哆 所-8J。PDS是—个扩展的以学习为中心的社区，任务是 

支持中小学学生、实习生、指导教师及其他专业人员的学习与发 

展，在中小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由中小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共同确立中小学教师培 

养计划，培养合格教师，共同负担培养职前教师、在职教师和中 

小学生的责任和义务。PDS需要工作职位、相互联系、教育思想、 

教学实践以及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大变革。一方面，重新建立完 

整的管理机制和合作机制，以保证在组织、计划、资源和决策等 

方面服务于 PDS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 ，学生、实习生、教师、领 

导和其他专业人员都将被赋予新的角色，实践、空间、人员、技术、 

公共关系、社区联络以及激励机制、思想观念等教学资源都将实 

现新的整合。 

二、中国中小学师资培养机构 

(一)教师教育体 系 

我国中小学师资培养机构主要是师范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 

教育学院，目前已从师范院校单独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封闭式培 

养体系，开始向以独立设置的各级各类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教 

育机构共同参与的，多渠道、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教师教育 

体系发展。 

1．开放的非定向培养体系 

师范院校由封闭定向体系转向开放非定向体系是国际教师 

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向，也是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1996 

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大力提高师资培 

养质量。调整院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 

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 

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实行开放性师范教育，让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都可以培养教师，有利于中小学教师素质的 

提高。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模式主要有师范院校并入综 

合性大学、其他学院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大学设立教育 

学院三种。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共有 13 

所师范院校并人综合性大学或和其他学院升格为综合性大学。 

2．培养机构的层次结构调整 

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在从封闭定向式到开放非定向式的同 

时，还出现师范院校层次结构提升的现象。迄今为止，我国师范 

院校的层次结构依然以低层次为重心，这与我国中小学教师数 

量和质量需求的变化不相适应。近年来，我国不少地区，尤其是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纷纷开始推进由三级师范院校(中专、大 

专、本科)向二级师范院校(专科、本科)过渡。同时应该看到，由 

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在全国范围 

内高等院校的布局不均匀-9J。师范院校的层次结构调整要在一 

片地区、二片地区、三片地区0oJ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协调发展。 

在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中教师学历已上升到研究生层次， 

而在西部地区，由于高等院校缺乏，基础教育师资缺乏，在相当 

长时期内中师仍有存在的必要，并逐步从“三级向二级”发展。 

随着高等皂晴 的进一步发展，师范教育最终会以新的三个层次 

“专科、本科、研究生’．来代替旧的“中专、大专、本科”三个层次。 

(二)专门的继续教育机构 

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存在严重的职前、职后培养割裂的现 

象。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的阵地主要在师范院校和—些综合性 

大学，教师 晴 职后培养主要在地(市)教育学院进行，而师范院 

校和独立没置的教育学院互不往来，在培养课程设置上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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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割裂，没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教育学院由于长期办学经费不 

足，师资比较欠缺，学科、专业、课程建设 匕根本不能与师范院校、 

综合性大学相比，却承担着教师一体化培养中重要的职后培养 

的任务，在教师一体化培养过程中，出现了教育水平倒置的现 

象，所以调整教育学院的布局结构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 

教育学院与高等师范院校合并，可以依靠更强大的师资阵 

容，更好地和教师职前教育衔接，实施教师—体化培养。教育学院 

布局结构调整的没想：(1)本地无师范院校的，教育学院应抓住机 

遇寻求高等教育资源组合，争取改制为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地 

有师范院校的，而教育学院又承担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和 

校长培 II，应积极推进其与师专、师院合并。(2)合并后的院校要 

做好融合工作，更好地促使教师职前、职后课程教育—体化。 

三、研究结论 

(一)建立教师专业团体机构是 当前要务 

和美国相比，我国目前对教师一体化培养的机构合成还没 

有形成系统，甚至很多机构述很欠缺，特别是教师专业团体机构 

几乎是空白，建立教师专业团体机构迫在眉睫，可以考虑：(1)建 

立国家和省级教师资格评定机构或专业团体，制订相关的评定 

制度、程序；(2)建立从事教师资格证考试、制订考试标准的机构； 

(3)建立全国和省级制订教师教育机构标准的机构和评估机构； 

㈤ 建立全国和省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评估机构；(5)建立全国 

和省级教师需求预测机构，减少师范院校招生和培养的盲目性； 

(6)建立由师范院校、中小学、地方政府、社区共同参与的未来教 

师实习基地，真正打通教师一体化培养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教 

师教育改革是一个大工程，必须要求政府、地方、有关教育机构 

共同参与，同时，让企业参与教师教育改革，为改革提供一定的 

资金保证。 

(二)建立开放的教师培养机制是发展方向 

开放的教师培养机制有以下三个前提：一是教师在数量上 

已经基本上得到满足，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培养教师，教师 

职业可以由具有学历资格的人员公开竞争；二是教师业务水平 

需要提高；三是教师职业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吸引力 ，优秀的青年 

愿意当教师，应该允许各种专业人才参加教师职业竞争。同时 

还必须具有另外—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实行教师资格证制度。 

这兀l爪前提在我国逐渐成熟，因此教师教育走向开放是时代和 

发展的需要。我国教师教育起点水平较低，许多师范学院师资 

队伍较弱，学术水平较低，设备条件差，和综合性大学无法相比。 

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具有许多潜在优势：(1)学科门类多，教 

育资源丰富，有利于提高师范生的综合素质；(2)学术水平高，有 

利于提高师范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水平；(3)J~fi"较强的内部调 

节功能，能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专业设置、招生规模， 

而不影响学校的生存和发展；(4)综合性大学规模大，社会声誉 

高，有利于吸引优秀高中毕—ql~—el：，逐步实现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良性循环。但是同时要看到有些综合性院校办教师教育不如 

师范院校有经验，在办的过程中，规模不易太大，要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可以考虑利用师范学院的教育资源，联合办学，教 

育学课程学分互通等手段发展自己的教育学院。同时要充分利 

用综合性大学的学术优势，以培养需求日益增加的高中教师，参 

与教师的职后培训，并且可以以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为中心 

和有关部门建立教师专业团体。 

(三)建立开放的教师培养机制要结合国情 

教师教育体制的存在是以每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为背 

景的，比如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经费投入，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的发展状况等等，不能割裂教师教育与该国横向和纵向的 

发展依据和背景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之所以在 2I)世纪 4o年 

代开始出现综合性大学培养中小学教师，是因为第三次技术革 

命到来，美国经济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在 1940 

年进人大众化阶段(入学率 15．68％)【lII。强制性义务教育已发 

展到十二年级学制，时代要求更高标准的教师来充当基础教育 

的教师，综合性大学以它难以抵挡的优势加入教师教育的队伍 

中来。但是从美国的教师教育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在经济、文 

化、教育高度发达的美国，综合性大学代替师范院校培养中小学 

教师，足足用了4o年才完成。应该看到我国现有国情，综合国力 

还比较弱，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教育规模非常宏大，在不远的 

将来义务教育将向高中阶段延伸，高等教育刚进入大众化，所以 

在很长时期内，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体制将是以师范学院为主、 

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混合型模式。 

(四)强化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 

在高等教育进一步市场化的今天，师范院校开始努力发展 

非师范专业，提高学术水平，走综合化的道路。但师范院校在发 

展非师范专业时，不能疏忽师范教育。师范院校在加入非师范 

专业的新鲜血液时，要使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并存，教育、科 

研与高技术产业并存，拓宽师范教育队伍的视野，丰富学科资源 

和课程资源的环境，更要保证对师范专业的发展，努力发展教育 

学科建设，发展新型教育学科，改革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 

以完成“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融合，从狭窄的师范教育转向以综 

合性为基础的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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