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卷第 1期
Vol . 38 l . 1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 um . & S oc. Sci. )

2010年 1月
Jan. 2010

教师专业标准:理念、构成与建设*

段兆兵,王守恒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关键词: 教师专业标准; 理念;构成

摘  要: 教师专业标准应该是一种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具体性、文化性的标准, 也是一种

底线的、有遗憾的标准。教师专业标准由内部标准与外部标准、体制标准与机制标准、微观标准与宏观标

准、纵向标准和横向标准几个方面构成。教师专业标准不能过高、过于抽象、过于泛化、过于笼统, 也不能

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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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s pr ofessional standards should be synthetic, o verall, dynam ic, lev el, concr et e, cultural

as w ell as basic w ith some reg ret. T eacher. s pr ofessional standards ar e composed of standards o f inside and

outside, instit ution and mechanism, macroscope and micr oscope, ho rizon and long itude. T eacher's pr ofes-

sional standards could not be too high, abstractive, ex tensive, g ener al o r unclear.

  伴随教师教育的发展, 我国教师短缺的状况

已经得到根本改变, 提高教师质量, 建设专业化

的教师队伍已经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任务。

为此, 就必须要制定科学的教师专业标准。前苏

联教育学家卓娅 #阿列克耶夫娜 # 马尔科娃指

出, /标准是教育部门产品必须达到的知识、技
能、习惯与价值水平的一组参数0。可以说, 教

师的专业标准应该是教师必须达到的知识、技

能、习惯与价值水平等的一组参数。教师专业标

准的建设应该确立什么理念? 教师专业标准应包

括哪些组成部分? 在教师专业标准建设中应注意

什么问题? 本文试做初步探讨。

一、关于教师专业标准建设的基本理念

(一)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一种底线的标准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一种质量标准, 并且是一

种底线的或起码的标准, 也就是最低的标准, 体

现的是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与个性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在我国, 教师的底线标准主要以学

历来衡量, 小学教师要具有中等师范学校学历,

初中教师具有专科学历, 高中教师要具有本科学

历, 大学教师需要更高学历。这个标准保证了教

师具有履行教育工作职责起码的知识、技能, 能

够胜任基本的教育教学工作。我国有些偏远地区

的代课教师, 其中不少人虽然没有国家规定的身

份和学历等条件, 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教育教学

知识和技能, 能够胜任基本的教育教学工作, 说

明这些教师达到了教师底线的质量标准。但我们

也应该看到, 教师的质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程, 教师的质量提高没有终点, 没有最高境界,

而只有更高境界。有些教师经过努力会达到很高

的质量标准, 而有些则只能达到一定标准。就是

著名的特级教师、专家型教师, 也不能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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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就达到了不可继续提高的水平, 达到了质量

的终点, 任何一个教师都具有不断提高的可能性

和无限性。但教师至少应达到一定的标准, 教师

专业标准应该是最低的标准。

(二)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一种综合性、整体

性的标准

教师专业标准是多种素质的综合, 从教师个

体质量标准的角度来看, 教师专业标准是教师知

识、能力、品德、人格等的综合, 是由各个方面

构成的一个整体, 一个方面符合标准, 不能代替

所有方面符合标准, 不代表综合质量高。教师专

业标准不仅表现在教师教育教学的质量, 还表现

在教师的课外辅导、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质

量。从一个学校教师群体的质量标准来看, 教师

专业标准应是教师群体专业结构、职称结构、性

别结构、性格结构、年龄结构等的综合, 某一个

方面结构的合理性和高质量不能等于其他结构

的。从一个国家教师的整体质量标准来看, 不仅

表现在某一个地方教师质量的高低, 而且表现在

全国各地教师质量的高低; 不仅表现在某一个层

次、阶段教师的质量, 而且表现在各个层次、阶

段教师的质量; 不仅表现在某一个类型、某一学

科教师的质量, 还表现在所有类型、所有学科教

师的质量上。例如, 我国城市、发达地区、重点

学校的教师比农村、偏远地区、民族地区和一般

学校的教师质量高。我国教师整体质量不高, 正

好印证了教师质量标准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

特点。

(三)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一种动态性的标准

教师的专业标准具有动态性, 一方面, 从每

一个个体来说, 教师处于不断成长、发展和变化

的过程之中。由新教师到比较有经验的教师, 再

到经验很丰富的专家型教师, 是一个动态的成长

过程。虽然有的教师随着职业技能的熟练, 失去

了以往的进取心, 遇到高原期的困惑, 可能存在

质量的暂时稳定, 甚至下降, 但从教师个体的成

长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看, 教师的质量不会是静止

不变的, 总是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也给

教师专业标准的判别带来了不确定性, 有的教师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标准, 但

发展后劲不足, 有的教师可能在初为人师时表现

并不特别出色, 但随着岁月的流失和经验的增

加, 教师的质量可能会逐步提高。我们不仅要关

注教师现有能力的强弱, 更应关注教师职业能力

的持续发展。一位刚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 其职

业能力可能较弱, 但如果好学上进, 就很有可能

成为优秀教师; 而一位职业能力强的优秀教师,

如果满足于现状, 停止发展, 就有可能逐渐淡出

优秀教师的行列。因此, 我们不能用一个固定的

标准去衡量所有的教师, 而应制定不同教师、教

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标准。另一方面, 教师质

量标准是一种历史的标准, 具有时代性, 不同时

期的教师有各自具体的、体现时代特点的质量标

准。因此, 教师专业标准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

调整。

(四)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一个具有层次与类

型特征的标准

教师的层次构成使教师专业标准也具有层次

性。教师由幼儿、小学、中学、大学等层级的教

师等构成, 他们分别承担学前、初等、中等和高

等教育的任务。不同层次的教师在知识、技能、

能力方面有不同的要求。教师的职业素养决定其

职业行为的有效性, 而职业行为又是其职业素养

的体现。职业素养包括职业精神与职业能力, 职

业行为包括职业创新与职业效能。职业精神、职

业能力、职业创新以及职业效能较为全面地反映

了保障教师职业行为有效性的因素。我们不能用

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教师, 培养适合所有教育职

责的教师, 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必要的。另

外, 教师质量的层次性还表现在既有非常优秀

的、质量很高的教师, 也有质量一般, 能够比较

好地胜任教育工作的教师, 还有基础薄弱, 能力

较低, 只能勉强担任教育工作的教师。教师的职

称也应该成为区分和衡量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标

准, 因此, 应该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称号、不同

职称的教师的相应标准。

美国联邦政府的 5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6 明

确提出: ( 1) 对于所有公立中小学教师来说, 高

质量教师是指那些持有州政府颁发的教师资格证

书、具有坚实的任教科目的学科知识的教师, 其

中包括那些通过选择性通道获得资格证书的教

师。( 2) 对于新的小学教师而言, 高质量是指至

少获得学士学位, 通过一级的教师考试而展示出

其具有学科专业知识、具有教授阅读、写作、数

学和其他小学基本科目的教学技能。( 3) 对于新

的中学教师而言, 高质量指至少获得学士学位,

主修任教学科目, 通过州一级的任教科目考试而

展示出其在该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平。[ 1]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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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定教师专业标准具有借鉴作用。

(五)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一个具体性的标准

教师的专业标准是具体的, 我们认为教师质

量是教师适应教育教学要求的程度与状况, 是教

师所具有的知识等素质与教育教学要求之间的适

应程度。如果教师及教师结构符合教育教学的要

求, 则是高质量的, 反之则是低质量的。对于中

小学教师来说, 一方面要有一定的专业学科知识

和能力, 另外又要有一定的教育知识和教育教学

能力, 特别是小学教师, 由于学生学习能力有

限, 教师教育教学的知识与能力显得尤其重要,

对教师专业知识的要求不像高中和大学教师那样

深厚、全面, 甚至对于教育教学技能的掌握比学

科知识、技能本身的掌握更重要, 小学教师学科

知识一般, 但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能力强, 仍然

能够成为好教师。在高中和大学, 由于学生学习

能力的增强, 更强调教师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和

基本理论素养, 没有深厚的学科素养, 没有科学

研究能力,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高中教师和

大学教师。初中教师界于二者之间。因此, 要通

过对学术性与师范性的适当区分, 明确不同层次

的教师的发展目标。对于高中教师和大学教师来

说, 科学研究能力应成为专业标准的重要指标

项, 对于初中教师则应教学科研并重, 加强教育

教学能力的训练, 对于小学教师应强调教学基本

功。对于一个学术性强的课程与专业的教师来

讲, 自然要求要具有高深的学问和专业素养, 而

对于职业技术院校的教师和技能类课程的教师,

如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的教师, 则要求教师

要具备熟练的技能技巧。因此, 教师的质量标准

应该是具体的, 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学科的教师

应有不同的要求, 新教师、有经验的教师、专家

型教师 (如特级教师) 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

高级、中级、初级及见习期的教师也应有不同的

标准。教师专业标准之间有时没有可比性, 例

如, 既不能说一个本科学历的教师质量肯定比一

个专科学历的教师质量高, 也不能说一个数学教

师的质量肯定比一个语文教师的质量高。我们不

能直接看出究竟是知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或者

是道德重要。当然, 只要是教师, 都应具备一个

教师共同的、基本的素质。

(六) 教师专业标准是一个文化性的标准

无论哪个国家, 教师的专业标准都有共同的

要求和特点, 但是教师专业标准也体现了文化特

征, 折射出不同文化对教师的不同要求。例如,

在西方国家, 教师必须要具备能够与学生进行有

效交流的能力和素质, 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学习,

帮助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等是基本要求, 目的是

帮助学生掌握各种经验。在我国, 教师首先必须

要会讲课, 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大量的知识, 有人

还提出, 教师要成为知识的活头源水。在不同时

期, 社会对教师的质量要求也是不同的。不同的

文化背景对于优秀教师也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

在职业精神方面, 优秀教师对教学、对学生具有

较强的正向情感, 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等无私

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表现出很强的情感性与贡

献性; 在职业创新方面, 优秀教师具有追求高质

量的意向与确保高质量的行为品质, 具有持续追

求创新的意识与精神; 在职业效能方面, 优秀教

师能够把握现代社会的节奏, 具有合乎社会要求

的行为效果期望。

美国卡内基财团组织的 /全美教师专业标准

委员会0 提出的 5教师专业化标准大纲6, 界定

了教师 /专业化0 标准, 主要包括: 教师接受社

会的委托负责教育学生, 照料他们的学习, 促进

他们的健康发展; 教师了解学科内容与学科的教

学方法; 教师负有管理学生的学习并作出建议的

责任; 教师系统地反思自身的实践并从自身的经

验中学到知识; 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我国

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应该考虑我国的教育文化,

也应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的一些好的做法, 防止

简单地盲目照搬。

(七) 教师专业标准是一个有遗憾的标准

教师专业标准是一种相对的、可测的标准,

在目前, 教师标准只能是教师在某一个阶段所具

备的标准, 表现为教师与自己所从事的当前职业

相适应的程度。就是说, 教师的专业标准只能表

示教师完成某一个阶段工作所具备的素质。因

此, 教师标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任何一个教师

的标准都会随着工作年限的不同, 根据自己努力

程度的不同, 随着自己工作的性质不同而表现出

来。教师的标准只能在与他人比较、与工作的职

责标准比较、与自己的以前和以后比较中才能表

现出来。同时, 教师质量的提高不会停止, 也不

可能发展到最高的水平, 只能是某一个时间发展

的水平, 从教师个人来说, 发展总有空间, 总有

不满意的地方, 因此, 教师的专业标准只能是一

种有遗憾的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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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专业标准包括的基本内容

(一) 教师专业的内部标准与外部标准

标准是衡量质量的指标体系, 教师质量常常

与一定的专业标准有关。教师质量标准具有两方

面的含义, 我们可以称之为教师专业的内部标准

与教师专业的外部标准。所谓教师专业的内部标

准, 指的是根据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要求决定的

指标与标准。例如, 教师的知识、技能、能力、

个性等。教师质量更重要的是一种外部的要求和

规定。质量是指与 /众人期望相符合的程度0。[ 2]

所谓教师质量的外部标准, 指的是从外部表现出

的能够体现教师质量的标准。虽然不同层次的教

师质量有所不同, 但教师必须具备哪些知识、哪

些技能、哪些品德等都是外部标准决定的。这些

标准主要有学历、职称、学科专业、荣誉称号、

教龄、年龄、性别等。当然, 外部标准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反映教师的专业水平, 但更应关注教师

内在的素质。

(二) 教师专业的体制标准和机制标准

教师专业标准分为两个方面, 具体划分为教

师个体专业标准和教师的培养、选拔、任用和使

用的制度标准, 即体制设计和机制的合理性标

准。首先, 教师专业标准是一种体制的标准, 即

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标准。就是说制度本身内容的

合理性, 如教师名额分配方式、教师培养的经费

使用方式等, 应该符合一定道理和实际, 有一定

的科学性; 其次, 教师专业标准是一种机制的标

准, 即教师形成的制度设计过程应该是合理的,

即制度是否是公开的、开放的, 是人民群众广泛

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 形成过程是经过一定合法

和开展的程序的, 并有严格的实施机制来保证。

在这样一个合理的制度范围内, 教师质量就可以

达到基本的保证, 达到起码的标准。为保证教师

职业的专业化水平, 我国需要从学历制度、专业

资格证制度、职业准入制度、考核制度、进修制

度、工资制度等入手, 建立系统的、科学的职业

标准, 从而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和和职业

声望。[ 3]

(三) 教师专业的微观标准与宏观标准

教师专业标准分为微观标准和宏观标准。教

师的微观标准主要是指教师的个体质量标准, 即

教师个体的知识、技能、道德与个性等的准备状

况, 主要是指教师个体的素质能否适应教育教学

的需要。目前社会上对教师个人素质和质量的评

价, 往往更多的指这方面的要求与期望。所谓教

师的宏观质量标准, 就是教师群体质量标准, 指

的是整体的教师发展状况与水平能否适应教育教

学的要求和期望。在这里又往往以教师结构的质

量为代表, 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教师结构能否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 包括能否适应不

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学科、不同

学校和不同学生发展的需要的状况。这种宏观的

教师质量往往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 但不一

定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关注。教师这一职业的标准

和教师作为个人的质量标准是紧密相连的, 教师

职业质量标准的提高有赖于作为个人的教师的质

量的提高, 并对教师个人的质量形成和提高提出

要求和奋斗目标, 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和质量提

高, 又有助于促进教师职业群体质量的提高。

(四) 教师专业的纵向标准和横向标准

教师专业的纵向标准指的是不同层次的教

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具备不同职称的

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教师专业的横向标准则是指

在某一个阶段、某种层次、某种类型的教师的质

量标准。有学者提出中小学教师专业构成的五个

具体内容, 即教师的文化质量、工作质量、生活

质量、社会交往质量和流动质量。[ 4] 我们认为,

教师专业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 1) 学。这是指教师的专业水平, 是教师的学

历、学位、职称等反映教师术业的可测质量。中

等师范逐步减少以后, 教师已经基本高等教育

化, 他们皆须接受高等专业教育。专业水准的高

低, 能够体现教师个体之间的质量。( 2) 艺。师

艺质量是指教师的教育教学艺术水准, 其中可测

与不可测质量皆有。 /教师生活是艺术生活, 其

职务是一种手艺, 应当手到心到躬亲实行者。0[ 5]

教师应学习与掌握教育科学, 懂得教育规律, 讲

究教育方法。有学者将教师比喻为一支箭 ( /教

师之箭喻0) 隐含着教师劳动具有艺术性的特性,

因为射箭本身可视为一种手艺, 一种技艺。 ( 3)

品。师品即教师人格, 包括教师品格、品质, 涵

盖教师品德、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尤以教师品

德为核心, 事关教师声誉、名誉、信誉。既有教

师群体的职业精神, 又有教师个人的德性、职业

态度。( 4) 绩。这是教师的工作质量, 主要是教

师的教学绩效。因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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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和能

力, 如果教师转化不过去, 其知识能力就反映不

到教学效果上来。在这种情况下, 就如同一支供

人欣赏的好箭, 射不出去或射不中的, 这箭又有

何用呢?
[ 6]
一个教师要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转化

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单有知识能力是不够的,

他必须懂得教育规律, 讲究教学方法。既有师学

又有师艺的教师才算一把有用的好箭, 才能 /一

箭中的0。教师能 /一箭中的0 指的就是教师工
作绩效。( 5) 乐。有学者认为, 乐是一个教师的

生命质量标准。教育, 究其实质是一种生命与生

命的相互对接与交融, 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

互摄养。这种生命间的对接、交融、摄养, 也是

人的生命之本性。没有教师高的生命质量, 就没

有学生的高质量。没有教师的幸福, 学生的幸福

是很难想象的。教师生命质量标准就是教师的快

乐幸福。教师生命质量的基础是物质生活, 然后

才是精神生活、职业生活。

三、教师专业标准建设应注意防止的

几种倾向

一是标准过高, 过于理想化。教师素质包括

德、才、学、能、体及心理等各个方面, 从言到

行, 从内心到外表, 从理性到非理性。这种高标

准的要求, 未免太理想化, 使不少中小学教师感

觉到有些 /可望而不可及0。[ 7]应该制定多样化的

标准, 不能只根据城市学校教师的标准制定全国

教师的标准, 否则有些地方就没有达标的教

师了。

二是标准过于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如 /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0、/热爱

教育事业, 热爱学生0、 / 有扎实牢固的专业知

识0、/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0 等等, 这种要

求过于抽象, 具体操作起来困难较大。

三是标准过于泛化, 没有突出教师特色。教

师素质除了 /教育科学0 方面的素质较有特色

外, 其他方面的素质似乎适用于各行各业。教师

的素质应有与其他行业相区别的要求。

四是标准过于笼统, 缺乏层次性。教师素

质, 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 又有知识技能方面

的, 既有身体方面的, 也有心理方面的。这些素

质依次排列, 无主次之分, 使教师有无所适从

之感。

五是标准模糊, 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如何

评价教师, 目前还缺乏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评价体

系。但我们应该制定教师专业的标准, 并不断修

改使其达到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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