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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优秀教师到底是怎样炼成的?难道他们有什么

秘诀吗?

    这本小书基于美国教师师资培养与继续教育的

经验，从优秀教师应该把握的三个关键点切入，探

讨优秀教师的成长之路，为广大教师尽情演绎优秀

的职业角色提供了中肯的指南。

    《优秀教师是这样炼成的》没有所谓的秘诀.

只有优秀的理念和方法。

作者简介:

    琳达 ·达林一哈蒙德

    斯坦福大学查尔斯.〔.杜科蒙学院教育学教

授.从1998年以来一直主持斯坦福师资教育计划，

并担任美国国家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委员会主席。她

的研究、教学和政策工作集中在教学质量、学校改

革以及教育公平方面，发表和出版了200多种作

品，其中《教学是终生的学习》获得美国职员发展

委员会2000年的 “优秀图书奖”.《学习的权力》一

书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1998年的“优秀图书奖”。

    琼 ·巴拉茨一斯诺顿

    曾担任过美国职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副主席.负

责教育政策、改革和评估的问题研究。现为美国教

师联合会 (AFT)教育问题司的主任，负责该司与

出版、技术支持和其他向会员提供的服务有关的工

作。她的研究探索了标准化测试在中小学和大学的

影响及应用、对教学和其他职业新入行者的影响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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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及致谢

    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所有职业都会致力于围绕

职业必修课程的关键要素来达成共识。这些课程是所有新

人为步人某行业必须接受的预备性训练。医学界在 19世纪

末20世纪初采取了这项举措，时间是在批评医学教育良芳

不齐的弗莱克斯纳报告①出炉之后。此后不久，法律行业也

着手规划法律教育的一般必修课程。诸如工程学和建筑学

等行业也在20世纪中期着手开展了这项工作。

    在过去的20年间，教育行业同样开始修正专业实践的

知识基础，为从业者确立人行标准。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展这

项工作，是因为对学生学习和发挥辅助作用的教学实践的

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本书由美国国家教育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主持编写，以先前的成果为基础，重

点回答了如下问题:怎样把对教学实践与教师学习方法的

理解结合起来，使其对师者自身的教育产生启发。

美国国家教育学会的教师教育委员会 (The National

①弗莱克斯纳报告 ((Flexner Report)，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866-1959)于1910年提出此报告。他所建议的医学教育改革蓝图施行
落实后，几乎在一夜之间使美国成为全球医学王国。— 编注



Academy's Committee on Teacher Education)由学者和研究

人员、在岗教师和具有广泛专业知识的师资教育工作者组

成。本书的建议以学习、有效教学、教师学习和师资教育的

研究成果为基础。除了回顾学生学习、发展、评估、教学和其

他领域的研究工作外，委员会还借鉴了相关协作大学的代

表成员的知识和经验，其中包括纽约市立大学、迪拉德大

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佐治亚大

学、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和泽维尔大学，他们为委员

会的建议提供了实地反馈。

    本书是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之一。它概述了贯穿于教师

初期预备性训练阶段 (无论在传统环境还是非传统环境当

中)的核心概念和法则，以及确保所有教师获取这些知识的

方针。本书建议的重点并非现有预备性训练课程会向未来

的新教师传授哪些知识，而是教师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和手

段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委员会的重要报告《教师

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Preparing Teachers for a

Changing World: What Teachers Should Learn and Be Able to

Do,2005)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上述问题，这篇报告也是本书

研究成果的基础。其姊妹篇《辅助阅读教学的知识:打造与

时俱进的教师队伍》(Knowledge to Support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Preparing Teachers for a Changing World,2005)则



探讨了有关阅读教学的知识之于师资教育的含义。

    委员会的工作由美国教育部教育研究与改革办公室

(The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拨款编号为R215U000018)

和福特基金会资助。我们感谢这些资助者的支持，但本书并

不代表上述机构的观点。

    委员会同时还很感谢罗伯特·弗洛登、迈克尔·弗兰、索

尼娅·涅托和西摩·萨拉森。他们围绕上述研究报告撰写的

评论文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我们感谢莫琳·哈利南，作为国家教育学会的代表，她出色

地履行了报告主持者的职责。最后，我们感谢其他多位教师

和师资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帮助，而且日

复一日地投身于教学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们最大的期望莫

过于本书会对他们的艰巨工作有所禅益。





如何善用本书

    每年秋季，美国各地共有 10万余名新教师走上讲台。

有些教师接受了严格的预备性训练，教学能力强，自信能够

帮助学生学有所得。然而，还有许多教师并没有做好准备来

迎接他们面临的挑战。每年有越来越多的新教师踏人美国

的校门，他们上岗之初具备的技能和经验千差万别，他们为

承担教育美国年轻人的艰巨任务而接受的正规预备性训练

也各不相同。大多数人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学习

过正规的师资教育课程。越来越多的人是改行担任教师的，

他们接受预备性训练的情况差异极大，有的只学习了数周，

有的学习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有些教师是在取得代课

教师资格之后匆匆上岗的，根本没有接受任何预备性训练。

大批新教师(尤其是在低收入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极少或根

本没有接触到关于儿童、课程安排或学校的基本知识。而在

接受了正规师范教育课程的新教师当中，许多人并没有围

绕一些基础知识接受严格的教育，也没有接受实地培训，而

这一切原本都有助于他们在课堂教学中取得成功。

    情况为何会这样?我们怎么会听任许多没有做好充分

准备的个人在社会中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我们为何要让

一些准备最不充分的教师来教育在最艰苦环境中生活的最



贫困的孩子?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其中至少包括以下

因素:

        .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在儿童(尤其是贫困儿

    童和少数族裔的儿童)身上做足够的投入。教育他

    们的是准备最不充分的教师。

      .关于教学的常规看法过于简单化:人们认为

教学只不过是讲授固定课程，让教师把知识传递

给儿童。

    .许多人不了解成功的教学需要哪些条件，不

知道教学是需要严格训练的艰巨工作。

    .还有人认为，只要了解儿童应该学习的科目

知识就足够了，不需要讲授其他东西。

    .许多州的发照制度也体现了这种态度，其发

照条件降低了标准，尤其降低了向贫困生和少数

族裔学生授课的教师的从业标准。

    .直到最近，研究人员和师资教育工作者才围

绕走上讲台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以及获得此类知识

和技能的手段达成共识。

    尽管有些在岗教师准备不充分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我

们充分了解了有效教学的重要性和优秀教师采取的做法。

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教师站在教室前面照本宣科，每周结束



时做一次测验。实际情况则大相径庭。我们如今知道，如果

学生能够取得出色的成绩，那么他们的教师必然开展了更

多的工作。优秀教师借助多种不同手段评估学生的学习方

法和现有知识水平。他们利用这些信息帮助所有学生在现

有基础上逐步提高一步。他们根据学生的现有知识和发展

水平认真组织活动、材料和授课，以期所有学生都能取得成

功。他们知道学生本身对某一科目有哪些了解，以及哪些误

解可能会使他们产生困惑。他们在设计教学的时候会力图

消除这些误解，调整课程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为

照顾仍在学习母语的学生和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而降

低教学内容的难度。

    除了听讲、阅读、观看演示和练习技能之外，优秀教师

还组织学生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学习，如:辩论、讨论、研究、

写作、评估、做实验、制作模型、写论文和制作作品等等。他

们明确表示期望学生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他们展示符合这

个标准的学生作品样本。他们还不断提供反馈，帮助学生根

据这个标准持续做出调整，从而取得进步。他们构建并管理

着一个机能良好、秩序井然的课堂，让学生们取得良好的学

习效果。最后，他们让家长参与学习过程，帮助在家庭与学

校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以减少学生面临的障碍，为他们的

学习争取更多的支持。在采取以上所有做法的同时，他们还



与其他教师和行政人员展开协作，在学校确立无懈可击的

课程安排并营造充满鼓励的校园环境。

    很显然，有效教学的含义远不只是站在教室前面向学

生讲授知识。为了出色地开展教学这项错综复杂的工作，教

师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在这里阐述的内容包括:教师

在走上讲台之前需要掌握哪些知识;为了确保能够成为上

面描述的那种优秀教师，他们在首次走上岗位的时候需要

哪些支持。

            本书的重点和组织结构

    尽管我们对于人的学习方法和有效教学的理解远远超

过了以往，尽管许多人(也就是当前在学校里负责带动全体

学生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的教师们)迫切需要借助这

些知识开展工作，但他们也只是在偶然间掌握其中的许多

内容。

    本书的重点内容是新教师的预备性训练。本书的基础

是国家教育学会主持编纂的另一份篇幅较长的报告— 《教

师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该报告总结了关于学习、教

学和师资教育的研究成果。基于该报告的建议，我们在本书

中提出了新教师必须具备的一整套核心理念、技能和意识。

其中包括:



        .介绍了新教师在走上讲台之前必须掌握的

    知识 。

        .讲述了获取这种知识的最有效做法。

        .列举了确保新教师能妥善教导他们的第一

    批学生的方针。

    除了讲述教师应该学习的核心概念和技能之外，我们

还讨论了获取这种核心知识的手段，同时兼顾了未来教师

群体的经验差异和教师接受预备性训练的多种途径。我们

承认，需要积累多年的经验才能形成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我

们集中探讨的是初期的预备性训练，这些训练使得未来的

教师们能够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他们教导的第一批多种多样

的学生，能够在工作岗位上或者从同事那里继续学习。我们

讨论了所有类型的初步预备性训练课程，包括传统的本科

和研究生师资教育课程和为在大学和校区学习本科以上课

程的新教师所设计的非传统课程。我们的重点不是师资教

育的形式、课时或场所，而是其内容— 新教师需要学习的

知识，以及他们有效掌握这些知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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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应该知道怎样探索自

身的文化假定，以了解这些假

定影响自己常规做法的出发

点，同时还要知道怎样发掘学

生的长处、兴趣爱好、交流和行

为方式。由于授课对象是一批

学习方法各不相同的学生，教

师需要掌握一整套针对不同学

习方法和手段的教学策略。



优秀教师应把握的三个关键点

    具体说明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够采取的措施并非

易事。如同所有行业(包括医学、法律和神学)一样，教师的

正确行为方式不止一种。有些优秀教师具有超凡的魅力，还

有些教师则比较腼腆;有些容易动感情，有些则不苟言笑;

有些显得严厉，有些则比较温和。专业人士可能在诸多方面

存在差异，但仍然非常优秀。不过，在这种差异的范围之内，

还是存在普遍的常规做法，其基础是对鼓励学生学习的手

段的共同理解。

    我们对研究工作的回顾表明，优秀教师的普遍常规做

法以三个广泛领域的知识为基础。为了成功地教育学生，新

教师必须获得这三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

    .了解学习者及其在社会环境中的学习和发

展 状况 。

    .基于教育的社会 目的来理解即将讲授的科

目内容和技能。

    .基于教学内容和受教育的学习者来理解教

学方式，借助评佑获取的信息，让富有成效的课堂

环境发挥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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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解教与学的框架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有关教学、学习和科 目内容的

各种知识是相互依存的。作为专业人士，教师致力于学习帮

助所有学生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知识。专业教师不能再幼稚

地声称:“我的课教得很好，可没有人能‘领会’。”正如约翰·

杜威曾经说过的那样，教学就像销售商品一样，如果没有人

买，那就没有卖出去。如果没有人能掌握，教师就不是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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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1.1的专业教学图示把教与学联系在一起，要求教师

能够注意到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表现。它还要求教师注意

在民主环境中教导学生的含义，以期他们作为公民能够充

分参与政治、城市和经济生活。

    我们借助图1.1的框架来阐述新教师成功实施教学所

需获取的知识。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是基于学生的学习方

法和优秀教师为帮助他们学习而掌握的知识和采取的做法

的研究成果。我们将阐述新教师需要了解的有关学习、人的

发展、语言、课程、科目内容，针对多种多样的学习者授课以

及评估和课堂管理的知识。

            了解学习者及其发展状况

    图1.1的第一个圆圈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关于学习者及

其学习、发展和语言习得的知识和技能。

黝翼:篡龚

    首先，新教师应该知道儿童是怎样学习的。如果想了解

这项规模宏大的研究工作，国家教育科学院的报告《人的学

习方式:大脑、思维、经验与学校》(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s, and School,1999)可谓是一项重大成果。

该报告从如下角度分析了儿童的学习方式:

          .学习者以及他 /她的长处、兴趣爱好和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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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见。

    .我们希望儿童获取哪些知识、技能和态度，

以及如何加以组织，以便使他们能够运用和传递

他们学到的东西。

        .通过学习评佑来揭示学习状况，了解学生

    的想法，借助反馈来指导学生进一步的学习。

          .开展学习时所处的课堂内外的群体。

    就新教师必须掌握的知识而言，上述内容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教师必须学会规划和结合这个学习框架内的所有

四个构成部分。如果想了解学习者和学习过程，就需要知道

少L童是怎样发展和学习的，以及怎样把他们的经验和文化

背景与教学材料结合起来。新教师需要知道这些概念:

          .认知过程的主动性:我们都主动地试图根

    据现有的技能、知识和发展水平来解读世界。也就

    是说，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和看法，能够

    在学生的旧有经验与新知识之间架起桥梁。这包

    括预见到学生在特定领域会产生误解，以便能消

    除这些误解。

          .认知处理:人们怎样觉察、理解和处理信

    息，怎样把它存留在短期和长期记忆中并反复利

    用。知道有必要在组织信息的时候把它与其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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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结合在一起，合并成为一个学习新信息的计划，

并在必要时反复加以利用。

    .元认知:人们是怎样学会监控并调节自己

的学习与思维的。这包括知道怎样教学生思考他

们理解的内容，他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和他们用来

获取所需信息的策略。

      .积极性:怎样鼓励学生专心学习。这包括知

道哪些任务、辅助手段和反馈能鼓励学生努力取

得进步。

    此外，如果希望辅助学生开展学习从而准备好在错综

复杂的世界里生活，教师就必须考虑他们试图传授哪些知

识。除了关于授课内容的决定(国家、州和地方的标准可以

发挥指导作用)，教师还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传授一

些特定的主题和理念。这需要教师了解科目结构(组织形式

和中心概念)，并且知道怎样讲授这些理念才能让不同年龄

和阶段的学习者理解。

    无论学习内容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率的概念还

是短文的写作方法，教师都需要知道怎样帮助学习者围绕

这些内容形成意境地图，以便他们知道概念是怎样彼此关

联的。教师还要能选择生动的例子并生动地表述他们讲授

的概念。这些例子和表述都应该与学生业已掌握的知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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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联。这些例子往往需要直接针对学生基于旧有经验产

生的误解。教师需要知道怎样在每一步认知阶段提供必要

的协助，从而搭建学习的框架，促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成绩

有所提高。

    新教师必须能够做到以评估为中心，从而把他们对知

识的理解和对学习者的理解结合起来。通过评估，教师能够

知道怎样通过奏效的手段实现课程目标。评估和由此形成

的反馈其实不是对学习的单纯评定，而是另一种学习资料。

教师需要知道怎样安排、挑选和运用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

手段，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业已掌握的知识水平，从而

得以做出积极的反馈，指导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并贯穿于授

课过程当中。

    最后，学生在课堂、家庭和社区中的互动状况会对学习

产生影响。教师需要知道怎样营造信息丰富的课堂环境和

社会网络，让学生互相学习并通过环境中的资料学习。他们

需要把学生所处社区中的“知识储备”作为基础，把学生在

校外的旧有经验与课堂内的经验结合起来。

豁蒸嘿薰翼蒸

    了解学生，要了解他们的发展方式和他们的学习方式，

这对有效授课至关重要。教师对发展的了解能够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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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管理课堂，选择恰当的任务，指导学习过程并保持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如果不具备这种知识，教师往往会选择不

I哈当的学习任务，令学生感到厌倦或沮丧，或者难以对学习

产生辅助作用。如果任务与发展水平不一致，不仅会导致学

生在学习上遭遇挫折，而且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助长他们

的捣乱行为。

    为了理解并辅助学生的学习，教师必须能“从发展的角

度看问题”，包括了解发展是通过多种不同途径完成的:生

理、社会、情感、认知和语言等等。教师需要知道怎样支持所

有这些方面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习中不断进步。他们需要知

道这些层面是怎样相辅相成的。教师尤其需要知道，并非所

有孩子都会在同一年龄达到同一发展阶段，同一个孩子也

未必会在各个层面得到均衡发展。了解这一点的教师知道

学生会具有不同的发展需求，而且能弄清怎样帮助孩子在

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学习合适的内容，从而使其获得

尽可能显著的进步。

    为了备课，教师需要了解普遍的发展过程和发展中的

个体差异，以便确定孩子是否准备好以特定的方式学习特

定的知识，在他们接受新任务的时候怎样向他们提供帮助。

除了了解不同的发展阶段 (比如从具体思维发展到比较抽

象的思维发展)之外，教师还需要了解他们布置的任务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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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以及这些任务提出了哪些要求，以便选择学生能够

胜任的任务，并且讲授学生成功完成任务所需掌握的知识。

    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能够认真地观察学生，不仅

要评估他们业已掌握的知识，而且要评估他们的学习状况

和表现优劣。如果教师能够评估孩子的发展水平，布置的任

务就会与孩子接下来准备学习的知识紧密相连，同时能够

为学习提供必要的辅助，帮助孩子以自信和不断增强的能

力面对新挑战。有了这些知识，教师就可以帮助年幼的孩子

不断产生成功的感觉，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如果不具备这

些知识，他们可能会对孩子短期内的学习形成障碍，妨碍他

们未来的成功。

    教师还需要知道怎样通过授课来辅助发展。旧有观点

认为，发展是遵循严格的步调完成的，而这一步调决定了孩

子学习的“准备状态”。目前取而代之的观点是，学习可能会

影响发展，教师可以安排促进发展的体验。例如，在语言丰

富的课堂上提供听、说、看和使用书面材料的充分机会，让

缺乏不同语言体验的学生在语言方面得到发展，从而更加

充分地准备好学习具体的阅读技能。如果得到适当的辅助，

学生能够成功地掌握比他们现有水平更高一级的技能。

    学习影响发展(反之亦然)。学习和发展都与文化背景

密切相关。上述两个事实表明，如果教师想帮助所有学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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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就必须理解和体察孩子的经验差异，能够了解并借

助孩子的个人经验和文化优势。如果了解孩子的文化和家

庭经历，还可以减少错误交流和产生误解的机会。

    最后，新教师需要知道怎样帮助学生形成作为学习者

和贡献者的正确身份认同，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稳固价值观

和品格的个人，因为这种认同决定了学生的行为方式以及

他们消耗时间和精力的方式。如果孩子觉得自己只要努力

就能成功，则更有可能付出努力，帮助自己和他人。如果学

校和家庭的所有成年人齐心协力打造共同价值观和支持网

络，辅助这种发展的难度就会大幅度降低。因此，教师应该

知道怎样与家长和同事合作，为协同辅助孩子的发展与学

习建立共同的基础。

黝薰翼纂

    无论学生来 自什么样的语言背景，所有教师都与语言

直接且密切相关。无论他们讲授哪个科目，无论他们的教学

对象是幼儿园的孩子、初中生还是高中生，教师都要在所有

教学活动中通过多种方式运用语言。教师借助语言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传授知识，强调重点，带动讨论，展开表扬，启

发更准确的答案，做出解释，有时还要训斥。然而，对大多数

教师来说，运用语言几乎完全是无意识的。很少有人注意到

自己在运用特定方式来表达语调或传递含义时做出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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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也很少有人记得自己是怎样掌握这些方式的。尽管他们

能够熟练地运用语言，但是，如果不围绕学生掌握语言技能

的方式接受具体培训，他们就不太可能知道怎样辅助学生

学习语言。

    新教师必须掌握以下这些关于语言和语言差异的重要

理念:

          .如同讲其他任何语言的人一样，讲英语的

    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和阶层，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

的类别或 方言 。

    .这些类别的英语在发音、词汇甚至语法结

构方面有所不同，都错综难懂并蕴含着复杂的规

则。依照讲话者使用的类别，(faln      ,  Hain t也许并不构成

错误。相反，它的用法表明讲话者学习了复杂的规

则。教师希望帮助学生掌握得到广大社会接受的

标准英语。与此同时，教师有必要意识到，使用

11 ain't"等词汇只是在响应群体惯例，而不是因为

智力欠佳造成的。它是微妙的内隐学习的结果，而

不是学习障碍的结果。

    .踏入校门时，大多数孩子在家中和社区中

都能熟练地运用他们的语言，即便这种语言不是

“标准”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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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讲其他任何语言的人一样，无论标准

与否，讲任何变异形式的英语的人在 日常生活中

使用多种不同的语体和风格。无论孩子们使用哪

种类别的英语，他们与密友交谈的方式与他们面

对诸如教师或宗教领袖等权威人士时的说话方式

是不同的。他们在家庭、学校、操场和其他地方以

不同的方式运用语言。如果教师理解这一点，就能

帮助学生扩展现有技能，掌握不同教学常规(比如

书面论文或口头表达)的风格，同时又不必要求学

生放弃适合于其他环境 (比如征求教师的意见或

者与朋友交往)的风格。

    .只有当家庭使用语言的方式与学校的风格

非常相似时，孩子才会预先掌握课堂式语言的规

则。没有接触过此类语言的孩子最初可能难以理

解学校环境中提问或展开其他交流时使用的语言

的多种不同含义，必须从头学习这些新形式和新

词 汇。

    作为帮助学生发展语言的基础，教师需要了解语言的

基本成分，包括发音体系(音系学)、词汇结构(词法)和句子

结构(句法)。他们需要了解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习得(在家

庭和学校环境中)、语言变化、语言与读写能力的关系，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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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合课堂实践的前提下研究这些课题。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加快语言发展就必须扩展现有语

言技能，从而掌握学生在学校的正确讲话和写作方式，以期

讨论观点，理解课文，单独或者分小组和大组展示个人所

学。在课堂环境中，这意味着来自非主流语言和文化背景的

学生需要得到练习和反馈的额外机会，以符合学校要求的

方式运用教学语言。无论面对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还是第

二语言的学生，教师都需要知道怎样做好明确的示范和讲

解，告诉学生怎样提出和回答某些类型的问题，阐明观点，

寻求信息和解释说明以及使用学科术语。

    对于英语并非母语的学生来说，除了直接用英语授课

之外，新教师还有必要向这些学生提供与英语流利的学生

展开频繁互动的机会。新教师应该知道怎样对英语语言学

习者开展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能听得懂

课堂讲解，理解练习题的要求，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读

作业等等。新教师需要知道怎样评估不同的英语语言学习

者(以及英语是母语的学生)对特定课程的掌握情况，设法

在课程内容和语言不打折扣的情况下让他们更好地掌握课

程。例如，他们需要知道怎样妥善选择并清楚地讲授词汇，

使用精心挑选的课文并且结合以图解阐明理念的手段。他

们还需要知道怎样评估学生对授课内容的了解程度，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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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方法不至于使英语语言学习者由于口头或笔头英语水

平的限制而处在不利位置。他们需要知道怎样在授课过程中

提供大量笔头和口头语言的范例，以便学生模仿。当他们在

解释怎样撰写实验报告、模拟出色的课堂演示或者讲解词汇

语法错误时，教师会促进所有在座学生的课堂语言的发展。

了解科目内容和课程目标

    除了了解学习者之外，教师还必须了解他们将要讲授

的科目内容，知道怎样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学校的教学目的

来组织课程。“课程愿景”兼顾在民主环境中开展教育的社

会目的，在确定教学内容和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

的指导作用。教师借助这种愿景挑选、调整、规划教学材料

和课程，以期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课堂里，新教师必须能够规划并实践一系列的学习

机会，让所有学生了解关键概念和技能，帮助他们沿着以上

讨论过的不同发展途径(认知、社会、语言等)实现发展。能

够让授课规划满足学生的需求和授课内容要求，从而做到

有的放矢并转化成为学生发展良好的重要能力— 大多数

人无法凭直觉知道怎样做到这一点，也无法从缺乏指导的

课堂经验中获取相关知识。即使教师拿到了在课堂上使用

的课文和其他教学材料，也必须弄清怎样利用这些课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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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来实现目标并达到标准，要考虑到学生的特定需求，此

前的学习经验及其群体的资源和需求。根据学生的学习需

求，教师必须做出多种多样的课程决策，比如评估和挑选教

学材料，规划并按顺序安排任务、作业和活动，评估学习状

况以指导下一步的教学。

    基于标准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利用关于学生学习的数

据来帮助学生获取他们缺乏或者正在努力学习的技能。实

行这一改革后，上述针对教师的要求有所增加。为了指导课

程决策，新教师必须了解关于学生学习的国家、州和地方标

准。为了理解并运用这些标准，教师必须能够识别作为基础

构成部分的核心概念，评估学生业已掌握的知识，围绕关键

课题组织授课，其组织方式必须适合他们面对的具体学生。

    新教师对课程的初步了解还应该包括知道怎样制订并

实施连贯一致的课程计划。计划的目标应当明确，能够在活

动和评估中得到充分反映。学习体验应该经过精心安排，以

期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应该知道怎样开展卓有成效的课程

决策，包括挑选合适的教学材料并选择有助于学生理解关

键概念的授课手段。在当今的世界里，教师必须能够借助技

术手段帮助学生获取信息和资源，培养技能，表达理念。

    教师还需要能够平衡诸多争夺时间和精力的课程 目

标，以期带动学生深人理解关键概念，提高他们把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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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贯通的能力，强化他们与别人合作并奉献于社会的社

会技巧。新教师必须注意需要不断关注课程安排问题:平衡

其广度与深度，兼顾学习的认知和情感目标，避免支离破碎

的课程安排，努力做到中肯而严格。

    在谋求这种平衡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知道学校的各种

目标: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从职业角度让学生做好准备承

担民主社会的公民需要承担的责任，培养个人才能。他们还

应该知道自己对孩子和家庭负有的专业责任:包括关于课

程安排、教学和评估的方针，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有特

殊需求的学生、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学生等)，孩子的保护

和福利，学生参与特定活动和接受特定服务的途径。

    总而言之，新教师需要知道他们的目标，知道他们为何

要让学生实现这个目标以及他们和学生怎样实现这个目

标。他们必须能够做出连贯一致的课程安排，一方面满足学

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打造一个“课堂社区”。在这个社区当

中，“隐含的课程安排”能够培养相互尊重的关系并促进平

等的学习机会。

了解教学的真谛

    图1.1的第三个圆圈是巧妙地展开教学，让学习者得以

从课程中学到知识。除了对科目内容的了解之外，至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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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关重要:了解该

科目领域特有的学科教学知识;知道怎样向多种多样的学

习者授课;知道怎样开展评估;知道怎样管理课堂活动，以

便学生们能够有目的地展开活动并取得良好效果。接下来，

我们将逐个讨论这些内容。

凳篡豁翼】翼

    教学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预先为学生

理解科目内容做好了准备。如果想要为讲授科目内容做好

充分准备，就需要深人了解内容本身，学习这些内容的过

程，了解学生在科目领域的思维、分析、理解和绩效的特点。

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帮助学生掌握授课内容时必不可少的

知识。上述因素是学科教学知识的基础。

    教师需要灵活理解科目内容;他们需要知道怎样解决

他们向学生提出的问题，需要知道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多种

不同方法得到解决。但是，这样的能力还不够。教师还必须

能够预见学生在特定内容领域内的典型理解和误解模式，

并且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必须知道怎样预见并分析此类误

解，怎样在发现这些误解的时候予以消除(范例见例 11)0

他们应该能够以多种方式举例并表述关键概念，从而让多

种多样的学习者掌握授课内容。这些表述应该把学生感到

陌生的新概念与他们业已了解或体验过的概念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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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学科教学知识的范例:

    假设你是一位二年级教师，要与一组学生阅读

一篇篇幅不长的童话故事。你担心胡安的阅读水平

太低，于足把他带到一边，要他大声读出这个故事的

以下片段:"Once upon a time, an old man and his wife

lived in a little house in the woods. They were very

poor. The man was going to cut wood for the fire. His

wife gave him a little rice cake to take with him. It was

the last bit of food they had."

    胡安读道:"Once upon a time, an of man and his

wif lived in a little bus in the wuds. They were very

poor. The man was going to cut wud for the fir. His wif

gave him a little ras cak to tak with him. It was the last

bit of f.f.f.food they had."

    作为胡安的教师，你在授课过程中将专注于以

下哪两项内容?

      .围绕经常出现的词汇下功夫。

      .练习阅读理解。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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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授“辅音+元音十辅音十不发音的e”的模式。

      .围绕辅音下功夫。

    .运用背景知识。

    基于胡安阅读的情况，称职的教师会注意到，这

个简短的故事片段超出了胡安的阅读水平，所以不

适合让他独立阅读。胡安的错误次数和类型表明，教

师需要给他找一篇比较容易的文章。尽管很难通过

阅读一篇难度过大的文章来准确了解胡安的长处和

需求，但称职的教师会知道胡安的表现表明他在阅

读的过程中不可能理解意思。他在第一句里就读错

了好几个词(wife, woods, house)，用一些毫无意义的

词取而代之(wif, hus)。这表明他不仅弄不清拼写与

读音的关系，而且没有意识到他的猜测在句子中毫

无意义。种种情况表明，胡安在阅读当中并没有自我

监控，也没有借助上下文来重复阅读以理解含义。

    尽管胡安似乎还不知道阅读应该是有意义的，

但鉴于胡安是个英语语言学习者，所以这一结论变

得比较复杂。从现有情况来看，我们不知道他的英语

熟练程度如何，我们无法确知他读错的词(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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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fire   )    T,  '(t},  of k)ff33. 1   1 1ol 7C
‘了砰的阅读水冬他读错了许钾一所以越发难“
靶灯呼林监控~ 个问A要教)fi  --
步探究。

    称职的教师还会注意到，胡安读错的许多词都
        - -- - -

"肺  A +元音干料环发音朴”模式的词汇。大多
鲜妙畔邵针妙终种模式卜舰
牛鲜107 i1 (wife, bite, kite, mate等’通常发长元今
布赞叮，e一竺况下发”元‘(bit, kit, mat等一
辫娜畔音赶确吟但把这些”‘〔中间”元
音错误地读成了短元音，他还没有掌握标志长元音

一患井-mil       R 0
                                            问题授课，

                                            然后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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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需要了解特定领域的学习过程，例如，人们通常是

怎样掌握成为熟练的数学家、读者、作家、科学家、历史学

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所需要的关键概

念、思维方法和行为能力的。他们还需要理解科目结构:该

科目的主要理念和探究模式包括哪些?例如科学课的实验、

历史课和社会科学课的观点和根据、语言艺术课的含义和

表达、数学课的逻辑和解题等等。

新教师应该能够回答关于自身科 目领域的如下问题:

    .我们如何界定该科目内容?掌握该科目内

容涉及哪些核心概念和过程?围绕该科目内容是

否存在相互矛盾的定义?国家和州的标准或框架

是怎样界定其内容的?了解这些内容有什么意义?

    .讲授该科目内容的不同目的何在?学生为

什么有必要学习该科 目?该科 目的哪些方面最为

重要?讲授该科目内容的目的是否视学生年龄的

不同而存在差异?

      .就该科 目内容而言，理解透彻或绩效突出

的标志是什么?理解和绩效具有哪些不同层面?学

生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对该科 目内容达到怎样的

理解水平?学生的理解和熟练程度是怎样发展的?教

师的教学会为这个发展过程提供怎样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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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授该科 目内容的基本课程包括哪些?课

程材料中包含哪些关于该科目的定义?课程安排

是否与国家和州的标准相一致?怎样根据年级的

不同而做出不同表述?教师怎样有效地利用课程

材料来辅助学生的学习?

      .教师怎样评估学生在该科 目内容领域内

的理解程度和绩效?哪些手段最有助于评估学生

的能力?教师怎样把这些评佑结果体现在授课过

程中?

      .讲授特定内容时的典型常规做法包括哪

些?在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哪些常规做法和手

段是卓有成效的?是否存在对某些群体的学习者

尤为有效的常规做法?哪些表述、举例和类比尤其

有助于学生理解特定概念或理念?

蒸罐署攫瑟纂赘矍赘

    在当今的学校里，教师必须做好准备给多种多样的学

生授课。如今，少数族裔学生占到了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的

40%，有 10%以上的学生是正在学习英语的新移民。除了多

种多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之外，课堂上的学习能力差异也

有所增加，因为更多具有独特需求的学生加入到了主流学

生当中。在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 13%的学生当中，有一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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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间在普通课堂上听课。在备课和授课的过程

中，新教师必须准备好兼顾各种学生的不同经验和学习

需求。

    为了在所有孩子身上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

知道怎样调整课程安排和授课方式，让学生投人具有针对

性的学习。学习的基本原则是:人们需要从他们业已掌握和

有过经验的知识起步，把这些知识与他们试图学习的新信

息和新理念结合起来。因此，新教师需要知道怎样了解学生

的经验，从而根据这些经验和学生先前的知识设计课程和

教学。

    新教师应该做好准备深入了解每个学生及其群体和家

庭。如果教师熟悉学生的家庭和群体的价值观、准则和经

验，就可以帮助促成许多学生必须在家庭与学校之间完成

的“跨越行为”。他们还可以促使学生家长更多地参与学校

的工作。

    教师应该知道怎样探索自身的文化假定，以了解这些

假定影响自己常规做法的出发点，同时还要知道怎样发掘

学生的长处、兴趣爱好、交流和行为方式。由于授课对象是

一批学习方法各不相同的学生，教师需要掌握一整套针对

不同学习方法和手段的教学策略。他们需要借助适用于不

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学生的多种正式和非正式评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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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学生的学习方法和现有知识水平。他们还应该了解包

含不同群体特色和视角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材料。

    除了大多数课堂里存在多种语言和文化之外，另一种

多样性表现为学生的学习差异，其中包括大多数课堂里日

益普遍的特殊教育需求。针对具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开展教

学时，教师必须了解不同人学习和处理信息的差异，包括常

见学习障碍的特点，比如诵读困难症、发育迟缓、自闭症和

注意力缺陷障碍。教师应该知道许多症状可能非常轻微(不

易察觉)，也可能非常严重。就常见的障碍(比如听觉和视觉

障碍)而言，教师应该展开基本的评估和调整并制订基本策

略，帮助学生掌握他们讲授的教学材料。教师至少要知道，

他们应该怎样随时为具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做出适当调整，

比如任务的规模或难度，所需提供的协助(包括技术支持)，

授课方式(听觉和视觉等)和回应方式(学生怎样展示自己

的学习效果)。对许多诵读困难的学生而言，教师应该掌握

辅助基本教学和常规调整的可行策略。

    此外，新教师还应该对特殊教育的条件和安置程序有

一定了解，知道怎样在这些过程中与其他专业人士和家长

展开合作。他们需要知道从哪里获取关于特定诊断、障碍和

服务的额外信息。新教师应该知道怎样为本班学生制订和

实施个性化的教育计划。简而言之，教师应该对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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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认真研究，知道怎样辅导学习差异，从而做到因材

施教 。

    如果教学的中心任务是让经验、学习方法和起点各不

相同的学习者共同获得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教师就必须

通过多种手段了解学生的想法，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授课

方式。评估学生的学习状况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二三十年前，人们认为教师知道怎样根据学习目标安排

考试就足够了。如今我们知道，用于了解学生在某个科目领

域的理解程度和分析能力的评估方式是一种调整授课以促

进学习的有效手段。我们必须把教、学、评估看做是相辅相

成且循环往复的环节，例如，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应该有助

于改进教学及随后的学习。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三者是互不

相干的活动。

    新教师必须了解在授课过程中展开的，以改进教学或

学习为目标的发展评估。他们必须巧妙地运用各种评估策

略和手段，比如观察、学生会议和面谈、书面作业、讨论、考

试答案和补习任务。此类评估应该贯穿于整个授课过程，从

而有助于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想法，获取关于他们的

学习状况的反馈，利用这些反馈调整他们的想法和表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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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需要了解的知识和他们的学

习方式 。

    教师需要具备的一种关键技巧就是知道怎样做出清楚

而丰富的反馈，此外还要知道怎样帮助学生学会 自我评估。

教师不仅必须围绕答案的对错做出反馈，还必须把反馈与

明确的绩效标准挂钩，向学生提供改进的策略和调整的机

会。教师应该知道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时)做

出反馈的重要性，做出肯定学生优点的积极反馈的重要

,ft，以及围绕少数可以改进的关键要点做出建设性反馈的

重要 性 。

    最重要的是，教师必须能够运用从评估中获得的结论

来规划和调整授课方式，将评估信息贯穿在每时每刻的课

堂决策 (比如是否需要进一步向学生解释某个新概念)、短

期规划(比如接下来的课程设计)和长期规划(比如形成较

大的学习单元)当中。为了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教师必须

能够评估学生业已掌握的知识，以便确定授课的起点。他们

应该具备关于在科目内容领域内的典型学习进程的实用经

验，以便知道他们要帮助学生实现哪些目标，以及在学生无

法立即理解的情况下应该提供哪些帮助。教师应该能够在

个人和群体的层面上使用各种评估得出的数据，评估学生

的长处和弱点的模式，以便能够基于学生的优点，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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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授课。

    在规划评估的时候，教师必须知道怎样选择或制订能

够体现学习目标的任务 (比如读书看报、做实验、解说训

练)，他们需要知道怎样把标准、评估和学习经验结合起来，

以便学生能够在参加活动后成功地完成任务。

    新教师应该知道怎样系统地使用数据，对可能阻碍学

习的授课策略的特定内容做出判断。他们应该能够评估自

身授课和评估的水平，确定他们选择的任务是否与学生们

的听课内容相适应，是否适合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或者有特

殊需求的学生，是否能为学生和教师的学习提供有效信息。

    教师还有责任评分并向家长通报学生的进步。他们需

要知道怎样开展合适且信息丰富的总结性评估。这种评估

的主要目的是评分、评估知识或者确定学生的熟练程度。这

些评估应该向学生提供展示更高水平技能的机会，提供多

种途径让他们展示自己的熟练程度，此外还要参照预期绩

效对学生展开评估。教师应该了解评分原则，包括分数应该

传递何种信息，以及不同种类的评分制度的优点和局限。

    新教师应该了解国家、州和地区一级的评估所使用的

标准化考试类型。这包括了解不同考试的宗旨、特定考试的

分数能否体现学生的理解能力状况，怎样通过分析分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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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授课并向家长通报孩子的进步。教师还应该知道开展

不同种类的高风险评估的积极和消极后果。有了这些知识，

教师就能够设计自己的课程安排和授课方式，最大限度地

发挥考试提供的信息的优点，把高风险考试可能导致的潜

在消极影响 (如果缩减课程安排或者利用数据做出不合适的

安置决定，就有可能出现此类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嘿翼篡篡翼鬓鬓黔

    许多新教师(尤其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教师)把大量

注意力集中在课堂管理(尤其是学生纪律)方面。组织课堂

学习对妥善利用宝贵时间和为教与学创造积极环境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效的课堂管理远不只是课堂行为规

则和惩罚不当行为的手段。如果教师知道怎样在组织活动

和展开互动时做到秩序井然和目的明确，同时保证所有学

生都知道该有怎样的行为和表现，学生就更有可能获得成

功，因为他们知道教师对他们抱有怎样的期望。如果课程安

排充实，群体意识牢固，日常规范明确，学生的问题行为就

会有所减少。

    为了营造有效学习所需的课堂环境，新教师首先需要知

道怎样形成有的放矢的授课手段，鼓励学生并吸引学生参

与。支持学生学习和参与的最基本要素就是选择与学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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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相当、本身饶有趣味且有助于学生取得成功的任务。

    其次，新教师必须知道怎样在课堂里营造学习的氛围，

鼓励归属感和谋求群体利益的精神，以及在学习和社会方

面彼此合作并互相帮助的责任感。为了打造这样一个集体，

教师需要知道怎样帮助学生学习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展开互

动(许多学生需要学习这一点)，怎样设计让所有学生有所

收获的合作性的学习活动，怎样协同家长把合作伙伴关系

延展到家中。

    第三，新教师必须知道怎样组织课堂，营造秩序井然和

目的明确的氛围，优化学习时间，把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包括知道怎样保持活动的流动性，密切注意学生的回应

并调整授课方式以吸引其注意力，消除误解或解答问题，与

学生共同确立得到充分理解的行为规范。此外，还包括知道

怎样确立卓有成效的常规和规范，比如课堂的实际布置，课

堂内外的过渡，群体工作和个人工作的分工和期望，分发教

学材料等一般任务，针对特定课堂常规(比如记录考勤或调

动学生的座位)的任务，参与特定的授课活动(比如怎样参

与讨论)等。

    第四，在学生干扰教学或失礼等相对少见的情况下，新

教师应该知道怎样纠正学生的行为。如果学生的行为对课

堂目标和规范产生了消极作用，教师应该知道有多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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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应该能够评估这名学生的具体学习状况和需求、

学生的行为历史以及课堂的背景环境，根据课堂和学校的

政策确定学生行为的严重性。在出现轻微干扰的情况下，新

教师应该知道怎样通过不引人注目的方法重新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在学生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教师应该知道怎样化解

冲突的技巧。他们应该知道怎样评估特定的课堂管理计划，

以及怎样树立榜样，训练学生规范的课堂行为，包括帮助学

生评估自身行为，改变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分析技巧，以

期在长远的时期内有效地改善师生互动。

    在承担课堂教学的责任之前，新教师需要了解许多东

西。他们尤其需要承担教导所有孩子的责任。为了完成这项

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

          .深入了解科 目内容，知道怎样把这些内容

    教给学生。

    .知道孩子是怎样学习和发展的。

    .能够对孩子加以观察、监督和评估，从而获

得关于他们的学习和发展状况的准确反馈。

    .自我了解— 了解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知

道怎样了解其他具有不同语言模式和认知方式的

文化 。

      .在制订课程安排和组织学习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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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够把对学生的了解与学生的学习需求联系

起来。

    .知道怎样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授特定的科

目内容，预见并解决学生的理解和误解问题。

    .知道怎样形成并运用衡量学习标准的评佑

手段，知道怎样利用评估结果来规划教学以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

      .知道怎样利用系统的调查手段 ，包括怎样

观察正在执行不同任务和与其他学生展开互动的

特定学生，以分析他/她的特定需求。

    .能够评估学生在课堂环境中为何会出现特

定的回应或行为方式，了解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

挑战的性质，了解学生在校外的生活状况。

    .能够在必要时形成干预手段，改变方法，调

整自己的授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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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对教与学的了解有所增加，但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无法确定教师究竟能否获取这些知识。原因之一是师

资教育课程的性质和质量千差万别，原因之二是大批进人

教育行业的人士没有完成任何形式的师资教育。大多数个

人是通过传统途径进入教育行业的，学习过本科或研究生

的正规师资教育课程，但越来越多的新教师是通过非传统

途径进人这一行业的，有些接受过极其严格的预备性训练，

有些则几乎没有接受过培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师是在

取得代课教师资格或者获得特殊批准的情况下受雇的，没

有任何教学经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预备性训练。如

今，有 15%以上的新教师是通过非传统途径进人教育行业

的。无论传统与否，教师接受的预备性培训的类别和质量各

不相 同。

    在开始接受预备性训练之前，未来教师的知识和技能

也千差万别。有些人熟悉科目内容，但不了解儿童、课程安

排和学校。其他人尽管了解儿童的发展，却不了解特定科目

内容、授课手法或课堂管理。还有些人具备在校外环境中与

)L童或年轻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比如主日学校和青年团

体等。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与教学和学习相关的“书

本”知识，但缺乏把这些知识付诸有效实践所必需的技能和

经验。有些人很清楚怎样向能够按照他们的授课方式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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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学生讲授知识，但他们缺乏与采取不同学习方法、知

识存在缺口或者有着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沟通的技能。

    在安排课程和营造学习氛围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才能

确保这些各不相同的未来教师具备应有的知识、技能和意

识，在课堂里的所有学生身上取得成功?走上讲台必须具备

哪些知识和技能?如果新教师的经验结构合理，可以在岗位

上学到哪些关于教学的知识?

    很显然，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这些

课程应该兼顾形形色色的未来教师的知识和经验。单一手

段无法满足所有未来教师的需求。不过，所有课程都必须确

保未来教师能掌握关于学习、发展、课程安排和教学的基础

知识，然后再要求他们独立展开实践。无论未来教师在哪里

开展实地学习(通过实地教学或实习)，他们都应该接受老

教师的监督。这些老教师可以随时在课程安排、授课方法和

个体学生需求的决策方面发挥培训、示范和监督作用。在传

统和非传统环境中，需要关注的关键课程议题之一是:怎样

组织实施监督，从而提供正确得当的专业知识和监管。另一

个议题是:怎样讲授需要的科目内容，从而使得教师能够运

用他们业已获取的知识。

      这些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教学领域。事实上，它们影响着

所有的专业教育。师资教育的课程安排应该由两个因素来



优秀教师是怎样发展和学习的

决定:第一是教师需要学习的知识，第二是他们的学习方

法。这首先意味着在内容的组织方面，教师应该围绕有效教

学的含义和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形成意识地图。本书概括

的范畴提供了这样一张地图的要素，奠定了教师可以继续

拓展的基础。如果在工作和学习中利用这一概要，教师可以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寻找并增加关于特定技能的知识。

    如果想要根据教师的学习方法构建师资教育，组织课

程安排时的范围和次序应该参照教师的发展— 从关注自

身到关注学生的学习，从关注学习理论的基础到关注它们

对教学的影响。它还意味着教师要找到在实践中学习实践

的方法，以便展开具体应用，提出、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因

此，新教师需要不断有机会运用他们学到的知识，分析实际

发生的情况，相应调整自己的工作。他们需要围绕学习、教

育、课程安排和特定内容领域的直接教学展开调查和思考。

无论通过哪种途径走上讲台，所有的教师都需要在成为真

正的教师之前获得这些机会。

    设计师资教育课程(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课程)的关

键是:教师需要获得一套技能，同时需要成为“调整专家”。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能够运用有效的常规做法，在常规做法

不足以应付局面的时候能够摸索并运用新策略。鉴于师资

教育无法传授教师需要了解的所有知识，所以必须为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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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学习奠定基础。鉴于传统和非传统课程为教师开展

预备性训练的时间都相对较短，讲授的知识也很有限，所以

教师的预备性训练应该旨在帮助刚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教师

从实践中学习，从其他教师的经验中学习。

          教师从关注自身到关注学生

    为了构建卓有成效的师资教育，我们必须知道教师的

教学实践是怎样发展的。例如，大多数教师最初把注意力集

中在自己身上 (其他人会怎样看待他们的教师身份和他们

控制课堂的能力)，最终会转到学生和他们的学习上。有些

教师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学生。有些教师

始终没有达到关注学生学习的层次— 如果学生无法掌握

教学内容，他们并未感到有必要调整教学方法;如果有些学

生遇到困难，他们并不知道该采取哪些措施。师资教育可以

影响到教师是否能(以及能以怎样的速度)从关注自身转向

关注学生和一套解决问题、加快学生成功的策略。让教师分

析学习状况并把分析结果与教学相结合的策略尤其有助于

帮助新教师专注于学习和辅助学习的手段。

    教师还要从“见习”转向比较“专业”的教学思维— 增

强处理课堂生活诸多问题的能力，增强关注学生学习状况

的能力。如同其他领域的专家一样，教育专家能迅速分析复

杂的形势，运用处理这些形势的诸多知识。他们还具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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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常人更广泛和更灵活的技能，可以用来实现 自己的目标。

师资教育培养教师分析教学的能力，扩展他们的教学策略

(以及何时运用何种措施的知识)— 这种教育有助于初学

者更加迅速地提高专业水准。

    教师还要形成关于教师职责的意识，其中最主要的是

不断摸索各种策略，向起初未获成功的学生伸出援手的意

识。作为专业人士，教师不仅要“知道答案”，而且要具备评

估他人的做法，在必要时寻找新答案的技能和意愿，在课堂

范围和学校范围都是如此。师资教育帮助教师分析疑难形

势(比如学生无法掌握教学内容)下的具体情况，同时寻求

其他资源或知识来解决问题。这种教育有助于培养此类关

键意识。

            教学学习中的三大难题

    为了培养新教师成为学习不辍的优秀教师，有必要解

决与学习教学有关的三个常见问题:对教学的错误理解、实

践问题、复杂性的问题。

黔纂鬓矍篡翼黯

    学习教学需要新教师对教学做出的理解与他们基于自

身学生时代的经验做出的理解迥然不同。这些身为学生的

早期经验导致新教师对教学和学习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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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见，并且会把这种先人之见带到他们的专业工作当中。

    起初，新教师在教学的问题上往往比较注重教师的个

性，而不是科目内容或学科教学知识的作用。他们经常认为

教学只是在传递信息，只是在满怀热情地鼓励学生，而不是

评估学生的学习状况，有的放矢地指导精心组织的学习经

验，同时提供细致分阶段的辅助。他们还经常低估家庭和社

区背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如果不消除关于教学的先人之

见，新教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抓住无效的实践手段不放，难

以掌握更加有效的手段。

    成功改变新教师对教与学的理解的课程把他们在学生

时代对教学的初步理解作为跳板，让他们脱离并正视误解。

这些课程借助井井有条的讨论和课堂观察，让新教师畅谈

他们对教学的初步理解，以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授课策略

为未来教师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审视、分析并树立通过教学

使多种多样的学习者提高成绩的理想。

=771LI,},".*. -}

    如果想帮助教师学会有效教学，不仅要求他们“像教师

那样思考”，而且要求他们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付诸实践，也

就是所谓的“实践问题”。教师必须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行

动，其中许多是同步行动。如果要应对这个挑战，仅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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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科目内容或讨论关于教学的理念是不够的。

    教师面临的实践问题与其他专业领域遇到的问题十分

相似，但更具挑战性。例如，较之其他大多数专业人士，教师

需要同时采取的行动远为更多，面前聚集的“客户”也远为

更多。要在课堂上以权威的面目出现，随时敏锐地观察许多

各不相同的学生的行为和感受 ，具备解释、提问、讨论、反

馈 、制订任务、辅助工作、管理课堂的技能— 所有这一切

都要同时进行，实在并非易事。

    如果希望所讲授的知识在实践当中得到充分显现，那

么在接受预备性训练期间和刚刚走上讲台时，新教师就需

要有机会及早并不断地对教学展开实践和思考。研究表明，

如果在学习课程之前或者同时，展开受到充分监督的实习

和教学，学生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更能

以对学生有效的方式实践他们所学的知识。

    单凭经验是无法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是要观察示范

实践并分析怎样、何时和为何奏效。如果在缺少指导的情况

下学习教学，教师往往只能学会应付所有学生的学习，而不

是促进他们的学习。他们可能会养成难以根除的坏习,质。研

究人员发现，同事支持小组的巧妙训练能够帮助教师共同

形成、巩固并提高教学技巧，从而最有效地辅助学习实践新

技能的过程。如果教师能在学习、实验和思考的过程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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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或者更有经验的教师的反馈，就能进一步磨炼自己的

技能。相应的，这会强化他们实施新手段和为提高学生的成

绩而调整工作的能力。此类支持在高质量的非传统师范课

程和高质量的传统大专和大学本科课程当中极为常见。

鬓翼鬓翼翼黔

    教师通常要同时与许多学生打交道，必要时常采纳许

多需要相互协调的学习和社会目标。正如麦克唐纳解释的

那样:“真正的教学是在不受控制的三角关系— 教师、学

生和科 目中展开的。这个三角形的角在不断移位:有鉴于我

应该讲授的所有知识，我应该讲授些什么?我怎样才能让自

己掌握这些知识，以便帮助他们掌握?他们对于我和我试图

教给他们的知识抱有怎样的想法和感受?我应该在多大程

度上拉近距离?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距离?我应该控制多

少?我怎样才能做到张弛有度?”

    尽管教学的某些内容可以成为常规，但仍然会受到学

生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意外的课堂事件的影响。其他许多教

学决策无法成为常规，因为它们取决于学生的回应和特定

时刻追求的特定目标。因此，有必要帮助新教师学会系统地

思考这种复杂性。

    有些师资教育的手段没有妥善应对这些问题。例如，泛



优秀教师是怎样发展和学习的

泛地向教师介绍可能在课堂运用的策略，没有例子也没有

示范，这样通常难以让教师深人理解或付诸实践。建立常规

可能会有所助益，能解放教师的注意力，让他们关注工作的

其他层面。然而，只建立常规无助于教师形成与学生打交道

时需要的分析和授课技能，因为这些学生需要不同的方法

或额外的辅助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功。由于教师要追求多

个目标，学生人数众多且各不相同，教学需要把多个不同领

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所以教师必须学会分析课堂形势，在

考虑到学生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围绕课程安排、授课、评估和

课堂管理做出有效决策。



学习札记

    优秀教师是怎样发展和学习的:

    .师资教育课程应该考虑到教师需要学习什

么，以及他们怎样通过学习、反馈和应用的发展过

程来学习。

    .课程应该解决学习教学的关键问题— 消

除传统简单化概念和误解，帮助教师把理论付诸

实践，帮助他们学会分析教与学，从而解决教学的

复杂性问题。

    .由于教师必须在实践中学习实践，所有课

程(传统或非传统)都应该确保提供受到有效监督

的实践机会，这些机会应该与课程学习紧密相连，

让他们从发挥示范作用和训练有效教学的老教师

身上学习。

    .课程应该帮助教师形成一套广泛的教学策

略，同时知道何时加以使用，以达到不同的 目标和

满足不同的需求。

    .课程应该帮助教师成为调整专家，既能采

取有效的常规做法，又能在常规做法不足以应付

局面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策略。

瓣 攀黝





第3章
优
秀
教
师
如
何
演
绎
职
业
角
色

_ 教师对所教课程的认识以

及如何让其他学生接受这些谋

程，均取决于对学习内容和学

习过程的认识。教师需要掌握

所教学科的丰富而一致的概

念，了解知识在不同社会环境

中发展和得到验证的过程，了

解如柯把具体的知识传播给他
人。反过来，这也要求教师了解

学生和学生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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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传统的师资培养工作过度注重理论知识，与实

践的联系不紧密，提供的课程松散而不连贯，教师对教学缺

乏明确而一致的认识，传统师资培养工作屡屡受到批评。一

些计划主要由一些互不相关的课程组成，缺乏对教学工作

的共同认识，在树立新教师的教学习惯方面没有起到重要

作用。一些新型师资培养计划也是如此，这些计划不对师资

培养工作进行深人分析，课程作业也得不到老教师的指导，

无法向即将走进教育界的学生提供重要帮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师范改革开始催生出一批

以更一致和更连贯的课程计划为代表的新的计划类型，这

些计划强调优秀教育所具有的始终如一的特点。它们既包

括学士后新型计划，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计划，在主题和教

学课程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并将实践经验与正式

的课程作业联系起来— 其中一项做法就是把教学和课程

作业交织在一起，并把课堂实践融入课程当中。这些计划使

教师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并不只是简单地运用具体的技艺，

还帮助新教师学习从教育的角度思考问题，运用推理解决

问题和调查问题，同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分析，以便为多种

多样的学生群体设置恰当的课程。研究发现，与其他计划相

比，这些计划会对原始的概念、做法和新教师的效率产生更

大影响，原因是其他计划不像这些计划这样连贯，并且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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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

从学习者到教育者

    与其他同行相比，一些课程计划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对

师资培养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且得到雇主更高的评价。雇主

认为，他们之所以雇用这些即将走人教育界的学生，是因为

他们从自己走进课堂的那一刻起，就会发挥更大的效率。这

些课程计划具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

    .拥有一套建立在发展、学习、内容教育和评

估之上的共同的核心课程，并从实践的角度进行

讲述。

    .确立一套清楚的实践和成绩标准，用以指导

课程作业和实际作业的设计和评估。

    .延长的实际体验(至少 30周)，这些体验与

课程作业交织在一起，并且得到教师的精心指导。

    .拥护具有共同优秀教育标准的院校之间建

立牢固联系，这些标准贯穿于课程和实际作业的

始终。

      .采用案例分析、教师探索、成绩评佑和对代

表性课程进行考试等方法，把教师的学习与课堂

教学方法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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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的新型方法能够帮助即将出道的教师认识许多这

样的特点，从而树立他们的信心。研究结果表明，最成功的

新型课程计划应该:

    .具有极高的入学标准。

    .在内容教学、管理、课程和对形形 色色的

学生进行教学等方面，能提供扎实的教育方面的

i)l!练 。

    .认真挑选经过良好训练的教师，从而提供强

化指导和监督。

    .使学生接触良好的教学方法，形成良好的

习惯 。

    .在同伴中建立牢固的关系。

    .在学生成为正式教师并行使全部职责之前，

提供有关备课和教学的丰富的指导。

          .树立极高的结业标准。

    这些计划的内容与研究结论是相符的，即:如果一个学

习环境能够有利于新教师树立有关教学的新愿景，就会取

得最好的效果;这个学习环境还应该有利于新教师认识教

学、学习和儿童;有利于树立如何运用这种知识的倾向;有

利于建立允许他们实现自己的意图和设想的制度;有利于

提供为他们的工作储备条件的工具。图3.1说明了这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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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教学的过程的框架。这个图反映了教师成功地开

展教学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教学上的新愿景指的是教师对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以

及他们如何引领学生到达目的地所提出的设想。实际教学

学习群组

      知识

对学习内容、教育、学

生和社会环境的认识

    实践

所有教学方法的

初步综合

      愿景
对教学进行指导的良

好的教学方法的形象

概括

      倾向

有关教学和学生的

思考和行为习惯

      工具

供课堂运用的概

念和实际资源

图 3.1 从学 习到教 学的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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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良好的形象化教学范例、录像带和杰出教师的教

法均有助于新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思考，引导自己的实

践，并指出今后学习的方向。这些视角均把重要的价值观念

和目标与具体的课堂教学联系在一起，为教师开展教学，对

教学过程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奠定了基础。

    教师对所教课程的认识以及如何让其他学生接受这

些课程，均取决于对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的认识。教师需

要掌握所教学科的丰富而一致的概念，了解知识在不同社

会环境中发展和得到验证的过程，了解如何把具体的知识

传播给他人。反过来，这也要求教师了解学生和学生的发

展过程 。

    为了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付诸实践，教师还需要开发

课堂教学所需的工具。概念性工具包括学习理论和关于教

学的方法(即最近发展区域或文化相关教学)，实用工具则

包括教科书、评估工具、教学指南和其他教学材料。这些工

具会帮助教师以更巧妙的方式进行工作。

    这些认识过程和工具需要整合成一套方法，供课堂使

用。这些方法包括解释概念，举行讨论，设计实验，开展模

拟，策划辩论或组织写作活动等教学方法。它们还包括设计

和实施单元计划和日常课程，进行评估，提供积极而具体的

反馈。刚刚走人教育行业的教师不仅需要学习这些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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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也需要了解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下运用具体

的教学方法，以及了解运用这些方法的方式和目的。

    教师除了应该了解与工具和教学方法相联系的知识

之外，还需要培养一套有关教学、学生和教师作用的倾

向— 即思考和行为的习惯。这些倾向包括:对教学实践进

行思考和学习;愿意为学生的学习承担义务;对学生进行教

育，直到他们完成学业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为了使对

学生的教育取得更大成就，愿意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最后，最有效的对教学的学习发生在职业集体之中，比

如对大批师范生进行教育的有经验的同事。拥有一致的标

准和做法的教育工作者集体能够对学习产生重大影响，尤

其是在教学实践和课堂拥有集体知识和共同目标的情况

下。这就是说，师范项目— 无论是传统项目还是新型项

目— 需要与学校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以便让经验丰富

的资深教师与师范生分享教育标准，在教学上开展合作，将

这些标准付诸实践。

    总之，当代研究表明，只有在即将出道的教师在可以付

诸实践的课堂上接触教学内容的情况下，对教学的学习才

能取得最大成果。教师在参与教学文化的过程中，运用教学

材料和教学工具，对教学方案和学生学习进行研究，同时对

学习、发展和课题进行理论钻研，这些都能使教师有很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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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教师还能从参与教学实践中受益，因为他们会对教学过

程进行观察，与富有经验的教师开展合作，并用自己所获得

的知识对学生进行教育。这种学习方法如果被嵌人众多教

育界的从业人员— 经验丰富的教师、其他实习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之中，就会得到巩固。

            优秀教师成长必修课

    尽管有关师资培养的教育理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但研究人员已经收集到有关具体教学的例证，这些方法能

够帮助教师为保证所有学生的学习制订所需的教学方法。

除了常见的教学工具— 精心选择阅读材料和教具、构思

巧妙的讲座以及对特定教学方法的描述或展示之外，作为

对常见的师资培养问题的反映，一系列教学方法应运而生。

许多方法的出现纯粹是为了解决职业上的问题:帮助新教

师通过直接的教学和探索，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学习，将理论

和实践联系起来。

    研究认知问题的心理学家发现，“刻意练习”— 即有

目的地重复某些类型的表现— 对于专业的培养极为重

要。有效的师资培养计划会提供有系统的练习机会，以便在

课堂上运用具体方法和工具。此外，从事有效的师资培养活

动的教师还会借助学生作业范本、课堂作业、教学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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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带以及教学教案，帮助师范生把作业与课堂教学中出

现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些教学方法均不会一劳永逸地达到目的。每种方法

都有特定的长处和局限性，所有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十分顺利，也可能较为糟糕。不过，如果将这些方法结合在

一起，就有可能极大地促进新教师的学习。

薰翼翼翼翼翼翼

    或许，师资培养中最普遍的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师的指

导下进行的教学实习了。这种方法一直被认为会对新教师

的学习产生深远影响。一些实际训练体验也被称作实习，其

通常意义是指:正在培养中的教师承担更多的真正从事教

学活动的义务，同时，在指导教师的密切监督下，继续从事

学习。不过，课堂内外教学实习的体验各不相同，这取决于

雇用什么样的教师来配合教学，以及新教师和配合教学的

教师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其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不到8

周，长的可超过 30周，塑造和辅导的范围及质量有轻微和

重大之分，预期取得的教学目的也有模糊和明确的分别。教

师的辅导也有很大区别，一些初出茅庐的教师每天都会得

到有关设计、谈话、塑造和展示等方面的指导，还有的人则

没有任何机会接触自己即将在教学中塑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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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实习中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点和局限

性。例如，给教学设计多重环境，会为实习教师创造条件，让

他们思索环境如何左右对方法的选择，以及如何运用具体

方法。与此同时，简短的多重环境也会限制对一批学生和一

种教法的深人认识，可能会使实习教师难以认识之前的教

学如何影响眼下的课堂教学。较短时间的授课也会使学校

背上包袱，原因是经验老到的实习教师(例如，度过整个学

期或整个学年的教师)无法做出相应的安排，有时会导致无

法在实习安排上保持牢固联系。对于这些问题，均无法找到

正确的解决方案。重要的是，只有在对应当积累什么样的经

验以及如何将这些经验与教学相联系进行认真思考之后，

新教师的实践经验才能得到积累，教学计划也才能使教学

活动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

    成功的实际训练体验具有如下特点:

    .明确的目标，包括运用标准来指导成绩和

所发展的教法。

    .对更多专家型教师的良好教学方法进行建

模，从而使教师的思想具体可感。

    .为不断采用形成性反馈和辅导频繁创造机会。

    .创造多重机会来把课堂学习与大学课程结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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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阶段运用所有课堂教学手段。

    .有系统地提供机会，对教学进行思考，目的

是加以改进教学方法。

    在实习初期提供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这会帮助初出

茅庐的教师认识 自己的经验，并从中进行学习。研究表明，

让一名教师自己“摸爬滚打”并不总是会产生积极的学习效

果。专家的指导和同伴的支持对新教师同样重要，如果他们

能得到自己需要的建模、辅导和反馈的话。人们发现，包括

了与课堂作业— 尤其是那些教学的视角与所教的教学方

法相一致的课堂作业— 结合在一起的更多的早期教学实

践经验，更长时期的教学实习的教学设计，会对教师的教

学、信心、教学效果和长期的教学意志产生影响。

    有助于促进更有影响的教学实践的环境主要包括:共

同工作的教师团队，运用基于扎实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先进

教学方法，共同发展课程和教法，参与同辈互教活动，互相

研究对方的教法，不断地对自己所采用的教法的成效进行

研究。一部分学区和大学共同在高质量的新型教学计划中

创设这类环境，学生学习如何在教学成绩突出的学校中从

事教学工作。他们先是在一名专家的课堂上担任辅助和实

习工作，然后再在一名经验丰富的导师或同事团队的指导

下，逐步过渡到日益独立的教学活动。导师和同事提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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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辅导方面的帮助，随时准备解决出现的问题。

    其他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在结为伙伴的过程中，建

立了职业发展学校等院校，目的是培养即将走进教师队伍

的教师，并继续培养专家型资深教师。这些职业发展院校如

果运转得当，将会发挥“教学医院”的作用，通过研究、发展

和培养来改进整个专业制度。对高度成熟的职业发展院校

的研究发现，曾在这类计划中从事长期同辈互教活动的教

师，其知识更全面，从事教学工作的准备也更充分，督导认

为他们也比其他新教师更称职。在这类院校中执教的资深

教师在课程和教法方面也出现改善，这些都是作为课程计

划组成部分的职业发展、研究和辅导使然，一些研究还记录

了这样的现象:学生成绩的增长与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共同

进行的干预有直接联系。

翼

    虽然实际体验会为教学提供机遇，但这些机遇往往是

偶然的，无法保证会使新教师接触某些教学问题，也无法开

展或展示具体的技能。可以采用更加系统的绩效工作，为同

辈相教的学生提供机会来展示某些教法，并对这些教法及

其效果进行分析。

    一些师资培养计划制订了需要学生完成的具体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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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譬如:设计和教授一节课，开办讲座，管理一节讨论

课，完成和讲授一个单元，然后再围绕这些工作组织作业和

评估。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对这些工作进行反复讲评，直至

符合合格的绩效标准。另外，还着手把组成绩效的元素融人

对教师的资格和高级资质进行的评估过程当中，这些元素

要求教师展示自己作为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从事的特定工作

的熟练程度。

    评估方法通常是更大规模的教案— 即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所用各种材料的归纳，包括教学计划、学生作业样本和

教师授课的录像带。许多师范计划和高质量的新型师资培

养计划都使用这些教案，用来帮助师范学生记录自己对进

人这一行业所需要的教学标准的掌握情况。教案作为一种

教学手段，可以为学生提供密切研究、分析教学过程和教学

结果的工具，对实际使用过的课堂材料进行运用，可以使实

习教师和指导教师坐在一起，对大家都将使用的“共同课文”

进行研究和分析。“共同课文’，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把

对教学录像带、学生作业样本、教案和成绩评估结果的分析

联系在一起。指导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对其他教师和他们自

己制作的材料进行研究，以便就他们作为新教师所正在形

成中的教学方法展开对话，提供多重反馈。“共同课文”也有

助于提供有关优秀教学和认真学习的特性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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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一些被用来对即将出道的教师的能力进行评估的

教案方面的要求，进行同辈互教的学生必须设计一个单元，

讲授该单元里的一些课程，制订评估方案，分析学生作业样

本，总结教学成果，并修改教学计划。情况表明，指导教师会

从完成这些教案并给其打分当中获益匪浅，一个原因是:指

导教师会集中思考用来对这些教案进行评估的、与内容相

联系的专业标准。按照教学的共同标准，对教学方法进行探

索、修改和讨论，有助于奠定和突出教学工作的基础。这些

标准还可以作为共同标准，用来对教学成绩进行衡量。

    研究人员发现，围绕特定标准组织的教案能够帮助教

师树立有关教学工作的概念，把理论学习与课堂教学结合

起来，还会通过系统地提供机会，帮助教师记录和描述其教

法、学习情况以及思考他们开展教学的内容、方式和目的，

进而分析和提高其教学方法。

薰鬃鬓纂篡纂翼默纂

    从实践中学习，并不仅仅限于把实习教师放在课堂上。

还可以通过让一部分教师对教案、录像带和课堂作业样本

进行系统研究，对具体方案和教法进行集中分析，以便对教

学进行系统性的记录来达到目的。

    除了对教学进行分析— 这在教案中得到鼓励之外，

一些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还开发出录像带和多媒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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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对专家型教师的教学进行密切分析。这些工具包括:密

歇根大学的德博拉·鲍尔及其同事制作的，嵌在一个多媒体

平台上的有关数学教学的大量录像带、学生作业的相关样

本和教案;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推出的记录

著名教师的教学方法的 “知识媒体实验室”(Knowledge

Media Lab)，这是一套基于网络的材料总汇，其核心是这些

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和研究思路;詹姆斯·施蒂格勒和哈罗

德·史蒂文森开发的教学录像带和分析材料，这是第三次国

际数学与科学教学比较研究项目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①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纪录

教学方法的做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供师范工作者一起

观看和回顾，也可供师范学生进行分析。

    用这些方式对教学课件进行分析，至少有如下三大优势:

          .为新教师提供了思考课堂教学的复杂性的

    机会。新教师可以分享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思考

    问题的方式和学生成绩。

        .有助于新教师和师范工作者培养对教学的

    认识和共同语言。

          .使新教师有时间进行思考和回顾 (这在对

11994至1995学年，由41个国家 (地区)约50万名学生参加了第三次国际
  数学与科学教学比较研究项目的测试，该项目对各国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行了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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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进行实时考察时是做不到的)，同时运用

真实的教学材料。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材料也有助于对学习进行分析，强

化教与学之间的联系。通过使用学生作业样本和其他足以

说明成绩的材料 (学生解决问题的录像带，累积的测验成

绩)，可以把对学习的分析集中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上，比如组织学生、认识学生到评估过程，以及如何设计

课程等。对使用教学录像带的研究表明，如果大批教师不断

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他们的分析和话题就会逐步从偏重

教师的行为转向偏重学生的思考、学生的学习以及如何为

此提供帮助上来。

i}

    同法律、医学和商业等其他职业一样，让即将走上工作

岗位的教师参与阅读和写作活动，能够帮助他们缩小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培养其进行思考和深刻分析问题的能

力。如果案例取自现实生活中的课堂，就会为探索问题创造

条件，架起连接学习具体情境与更普遍的教学理论之间的

桥梁。

    一般来讲，案例是对教学过程的介绍，它会提出问题，

提供对具体情境的详细描述，介绍课堂教学所产生结果的

实际情况或数据。在师资培养计划中，实习教师会对各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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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解读和探索，对问题进行认识和论证，并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法。学生也可以写案例，学习介绍自己的体验，并用

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从而让自己以及其他人从中得到借鉴。

案例可以有许多种角度:有的侧重于课程，探讨教师如何设

计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有的侧重于学

生本身，培养教师观察、分析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能力;还有

的案例则着重于情境或文化，帮助教师准备培养具有不同

背景，来自不同社会的学生。

    对学生的案例学习在教学和人类发展方面得到频繁运

用。教师在从事这类研究时会同学生进行谈话并对其进行

观察，搜集从中获得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

认识学生的学习发展过程、特殊需要以及学校、家庭和社会

对他们的影响。对课程和教学所进行的案例分析侧重于发

展教学手段以及在教授具体概念或理念时所出现的问题，

目的是研究教师的意向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学

如何成为二者之间的纽带。针对问题的案例分析往往被用

来介绍长期的教学挑战— 比如道德上的问题、人际矛盾

或文化差异，鼓励教师对这些挑战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而解

决问题。

    研究表明，如果案例分析的教学工作搞得好，会有助于

教师培养推理能力和转向更加专业化的、以学生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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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方法是对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进行更加系统的

研究，并且认识理论如何与具体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成果

相结合。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案例教学法都会产生这样的结

果。正如一部分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旨在培

养洞察力，研究教学方法和搭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的

学习机会，案例仅会成为有趣的但不会带来任何启迪的教

学逸事，对教学并无更加有益的帮助。”

    能够帮助案例研究者和写作者增强认识的教学方法

包括:

          .将课堂上和讨论中出现的情况与学习教学

    理论结合起来。

          .在如何搜集和分析学生思考和学习的数据

    方面提供指导。

          .针对新教师就影响学习的因素的解读提供

    特殊而具体的反馈，关注发展原则、学习理论、教学

    方法、学生因素和情境可变因素，从而保证研究结

    果提供具体学习发生过程的解释。

    帮助新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学习教学，需要一系

列旨在培养其进行系统的，有目的的探索以及批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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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师范工作者都通过让实习教师在课堂上和学校里从事

系统研究，培养了这些能力。这些体验不仅会帮助教师对待

教学的复杂问题，也会帮助他们克服对教学所持的先人为

主的认识的局限性。

    教师进行探索的过程包括研究或探索过程的所有方面

内容:

        .指出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侧重于具体的

    教学问题，以及学校和社会的更广泛的问题)。

        .通过大量数据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对学生进

    行观察;就课堂或其他实地观察活动记笔记;与学

    生、家长或其他教师谈话;对学习成果进行分析，

    文献研究等)。

          .用书面的形式对问题进行思考 (包括 日记

    和研究备忘)，与同事、指导教师和优秀教师进行

      讨论 。

      实践证明，教师探索有助于帮助教师培养思考和分

析问题的习惯，还会培养其搜集数据和进行观察的重要能

力。这还有助于教师学习如何仔细观察学生，并且经常对哪

些方法会在课堂上奏效，哪些方法无效进行评估，从而获得

对自己的设想进行检验的工具，这样他们就会对教法进行

调整。最后，这些探索活动会不断激励教师进行更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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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原因是他们在探索过程中会不断接触新的知识领域。

    这些师资培养的教学方法— 同辈互教、成绩评估和

教案设计、教学分析、案例教学和开展研究探索— 目的在

于帮助实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和教学过程以外的场合掌握

学习方法。每种方法都会不同程度地促进其视角、知识、工

具、教法的形成以及培养新教师对教法进行思考和分析的

能力。这些方法之间的互相联系也十分重要。如果这些方法

互为补充，就会发挥最大效用— 一些方法(如案例分析)

在教学初期会十分有用，一旦实习教师有机会从批评的角

度对自己的学习体验进行审视时，另一些方法 (如课堂探

索)就会派上用场。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教学方法可以被用

来培养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无论他们来 自传统师资培养

计划还是新型师资培养计划，这些方法都能适用。

    当然，这些方法是否有用，完全取决于它们传达什么样

的内容。学生的能力不会单凭思考抽象概念就能得到提高，

他们需要掌握一套扎实的知识，为自己所培养的判断和分

析能力奠定基础。在为师资培养搜集重要、适用、有益和适

宜的内容方面，需要考虑师资培养的所有方面内容:确保各

门课程密切结合在一起，并且按照先后顺序排列;不仅通过

“辅导”，而且通过认真考察和不断运用来传授重要概念，实

习的机会与学习重要概念紧密相连。师资培训人员—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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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来自大学还是专科院校— 必须培养新教师全面的学

习体验，塑造他们希望学生所采用的模型，提供明确的、代

表优良教学方法的样板和标准，通过认真评估学生的学习

以及不断提供大量反馈来帮助学生提高水平。优秀的师资

培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帮助，其成功与否取决于配

套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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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当代教育的挑战，提

出仅仅通过造就更多拥有高度

技能的教师就能大幅度改变教

育成果的观点未免幼稚。我们

必须同时看到教育这枚硬币的

两面:更优秀的教师和更优良

的制度。学校必须继续进行改

革，以便为有影响的教育工作

创造条件，教师也需要接受培

养，融入这一变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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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尽管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来为学生培养合格教师，

但许多州在师资培养方面仍旧各自为阵— 无论是传统的

还是新型师资培养计划都是如此，在从事教育工作的标准

方面把关不严，致使大量从教人员在课堂上随便糊弄一番，

不久就离开教师队伍。还有一些人倒是留了下来，但从未掌

握最起码的知识和技能，更别说成为“高度合格”的教师了。

而且，一旦初出茅庐的教师走进课堂，他们就会被与更有经

验的资深同事隔绝开来，无法得到必要的帮助来成为当前

政策所要求的高度称职的教师，任由自己发展。

    在从事教师工作的头五年里，至少有30%的人离开教

师队伍，这给学校带来了巨大的教育和财力负担。这倒不是

说教师的能力在完成第二年教学之后会得到增强，而是说

这种流失现象会带来巨大代价。取代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教师的平均费用至少为每人8000美元，如果把这笔钱直接

用来投人课堂，会带来更值得的效果。研究证实，教师队伍

的高流失率往往是欠缺的师资培养机制以及教师在开始工

作初期缺乏帮助的结果，工资不高和工作条件不好也是一

部分原因。如果新教师在学习理论和学生发展等领域有过

这类积极的实习体验和课程作业，就会比那些没有获得这

类重要的师资培养体验的教师更愿意留在教学岗位上。那

些刚刚开始从教便有幸得到细心辅导和帮助的新教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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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岗位的比例也远远低于依靠自己摸索的教师。

    虽然历来在教师招聘和培养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一 比

如难以招到能力最强的学生，对师资培养计划投人过少，师

范院校与艺术及理工科院校缺乏合作，有潜力的教师在接

受师范教育时缺乏足够的时间用来获得从事成功的课堂教

学所必需的内容知识、教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但综合性大学

和专科院校还是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合格教师。但是，能够获

得良好的师范教育—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型的，至多也

是偶然发生的。最差的情况是，目前这种缺乏有效组织的师

资培养体系会造就大量缺乏足够训练或者根本没有接受过

任何训练的教师，这些教师均一古脑地进人招收大批低收

人的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校。正是这些学校raj%需优秀

教师— 如果我们确实希望“不让一名学生掉队”，让所有

学生都能获得接受优良教育的机会，以便培养他们在世界

经济中进行竞争，参与文明公民的民主化进程。

    对美国教育质量的忧虑与这样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即:

教师素质的高低对教学成果起着重要作用，各种旨在设立

更严格的师资培养、认证和许可制度的改革正在进行。通过

改革，一些院校师资培养的质量有望得到显著提高。但是，

近期开展的改革不会立即产生影响。纷繁复杂的政策时常

会发生抵触。例如，个别一些州为了提高教育标准，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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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新立异的考试标准，与其他州缺乏互动，使得在出台大量

标准的州里接受培养的教师难以在缺乏标准的州里任教。

提高师资培养标准的做法，在许多州都造成教育队伍出现

两种类型:一些人符合更高的标准;但越来越多的人却通过

关系进人教学岗位，这些人并没有通过州里的考试，也没有

完成师资培养的全部课业，靠着临时证书上岗。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医学界。1910年，亚伯拉罕·弗莱

克斯纳出版了他撰写的关于美国医学教育现状的重要报

告。当时的医学教育计划短至三周，长到三年，无论是学习

知识的范围还是性质都有很大差异。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

会主席亨利·普里切特(Henry Pritchett, 1857-19390— 译

者注)在报告的引言中强调，虽然医学不断发展，但大部分

医生还是无法获得这些知识，原因是他们所接受的医学培

养存在巨大差异。他把这个问题归因于两点:一是许多医生

并没有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二是许多医学院也没有把医

学领域出现的进步纳人课程。在此之前成立的医学院校里，

课程作业每每与实际操作相脱节，课程也支离破碎，浮皮潦

草，具有很强的说教意味。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 20世纪后

半叶，这些问题从许多师范院校开始培养教师的那一刻起

就始终困扰着他们。

    由于医学界为医学教育问题制订了标准，医学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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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普遍改革。这些标准脱胎于对正在兴起的医学研究

成果进行的研究，以及当时出色的院校所采纳的优秀标准，

并被运用于专业计划的认证标准以及对医学院校学生进行

认证和核发合格证的工作。学生必须从得到专业认可的院

校毕业，才能接受认证和卫生局资质考试。医学教育课程在

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做法，即包括医学的课程作业，也包括在刚刚

设立不久的教学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以后，法律、工程、护

士、心理学、会计学、建筑等专业也纷纷开展了确定标准的

工作，成为20世纪的新职业。

    同样，在以往 20年里，教育行业开始为职业教育的知

识库制订规则，并通过美国全国职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州际

新教师评估和支持集团 (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INTASC)以及由教育工作者和专攻

学科问题的专家组成的专业机构的努力，为教师的工作制订

标准。由于我们对学生学习以及为学习提供条件的教学方法

的认识出现重大飞跃，因此为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机

构规定的标准把有效的和无效的教学方法区分开来— 这

已经为一些研究所证实。例如，与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教师

相比，达到这些标准并且获得全国职业教学标准委员会证书

的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学习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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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近年来有关师资培养的政策讨论仍然十分激烈，

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教育的内容应仅限于认识学科问题，并

提出取消有关师资培养的规定，取消教师资质认证制度。反

对师资培养问题的人认为，教师只需要在工作中学会一些

“工作技巧”就足以应付工作。他们还认为，无关紧要的规定

将大批希望进人教师队伍的有天分的人拒之门外，其唯一

的目的就是让专科院校和大学里的“师资培养垄断制度”存

在下去。在一些政策环境中，这些观点导致了基础薄弱的新

型师资培养计划的泛滥，传统师资培养计划被淡化。

    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更优秀的教育来源于教育的专业

化，这不是说要取消师资培养活动，而是要制订更全面的政

策。这些政策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对传统和新型师资培养计划进行认证。

.制订资质认证标准。

.招聘和留住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包括为就

    业提供帮助。

    过去，阻碍进行重要资质认证和颁发执照的改革的绊

脚石，是对教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课程，未来教师在接受师范

教育时必须接触的实际体验缺乏一致认识。本书为确定这

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发展提供了基础— 一项计划如果要

通过认证就必须提供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对作为一项严格



的认证制度基础的核心课程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本书还

对有关于教师的招聘、留住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政策进行了

描述。

            教师如何通过资质认证

    如前所述，即将参加工作的教师来 自各种人群，通过各

种方式走进课堂。虽然大部分人— 无论是新手还是半道

改变职业的人— 仍旧要接受专科院校或大学开设的师资

培养方面的教育，但越来越多的人还是通过学区或州里开

办的新型培养计划走上教师岗位。一些人拥有丰富的教育

学生的经验，另一些人则有着丰富的进行成人教育的经验，

还有人对学科的认识十分透彻，希望进行讲授。师资培养认

证制度能够满足这些不同需要，因为它会对具体的计划如

何确保其毕业生掌握前面章节中所介绍的知识和技能一事

进行考察，只有具备了这些知识和能力，才具有开始执教的

资格。

    按照具体师资培养计划构成和招聘对象的不同，它们

在发展学科知识、教学技能和提供实际帮助的侧重点上也

各不相同。不过，总的看来，任何一项师资培养计划必须保

证即将参加工作的教师:

          .充分了解自己的学科，以及了解如何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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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讲授这些知识的技巧。

          .了解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过程。

          .了解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知道怎样借鉴其他

      文化的成果。

          .了解知何设计课程和学习活动，这些课程与

    活动应当把他们对学生的认识以及学生需要学习

    的东西联系起来。

          .了解怎样按照各类学生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教授具体的学科。

          .知道如何发展和运用评估方法对学习标准

    进行检验，同时知道如何运用评估结果来设计教

    学，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知道如何创造和管理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

    课 堂。

          .能够认识学生的学习需要，并能设法加以满足。

          .能够进行干预，跟踪教学变化并在必要时修

    改教学策略。

        .能够与家长和同事共同工作，为学生的学习

    提出共同目的，并提供集体性的帮助。

    为了通过资质认证，任何一项计划— 无论是传统的

还是新型的— 都必须表明:它的选择标准、课程内容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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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教学方法足以保证未来的教师均已掌握这项报告提

出的内容和经验— 这对于缔造合格的新教师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不向学生介绍这种核心课程，并且不让其获得丰富

且监督严格的实习体验，相关计划就不应该继续实施。另

外，在进行资质认证时，也应该考虑某项计划所培养的教师

有多少从教并且仍旧呆在教学岗位。就聘用和留住一定数

量的教师而言，倘若辅助性师资培养计划的选择和培养工

作并不成功，那就是在浪费钱财。它分走了有限的开展实习

培训的经费，用来负担不大可能把教育作为终身职业的人

的支出，从而使师资培养的整体质量大打折扣。

    应该制订哪些政策来保证做到这一点呢?

    .联邦政府应当认真审视资质认证权力交给

各个机构的过程，以确保这些机构的认证过程能

够使师资培养计划— 无论是新型计划还是其他

形式的计划保持连续性;发展教育的眼光，对教学

做出回应;通过教师挑选和培养来提供课程作业

和实习体验，这对于培养掌握了这份报告所指明

的知识和技能的教师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各州应该推行对所有师资培养计划— 无

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型的— 认真进行资质认证的

政策，并关闭无法满足严格的资质认证标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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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拒绝向没有顺利完成培养计划的个人发放

执 照。

    .各州应建立数据系统，对所有计划— 无论

是传统的还是新型的进行跟踪，看它们是否在培

养合格教师方面取得成功。这些教师应该就 自己

的成绩评估表明，他们能够胜任教学，并且最终真

的走上教育岗位，并且留了下来。

    .为师资培养工作提供赞助的机构应当按照

本书提 出的课程建议来评价当前的计划，并着手

加强课程作业和实习活动。

    .各州和机构应当做到，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

比例和经费应与其他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培养计

划如护士和工程学的拨款比例和经费相当。

    此外，还应当制订政策来促进社区设立高质量的培养

计划，社区急需这样的计划。例如，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

支持提高医学教育质量和扩建教学医院— 这些医院成为

进行高质量培训活动的场所，但也应当在保持高质量的标

准的前提下，支持高质量的师资培养计划的发展，包括密切

与职业培训院校的联系，学生在这些院校里能够学会如何

在教师严重短缺的城市和贫穷的农村地区的课堂上，对各

种不同的学生进行教育。这些计划应当符合三项标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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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项高质量的师资培养体验;吸引当地居民参与培养

计划;保证建立连接培养与聘用的渠道。

    这种方法将把优秀的师资培养计划的特点与许多新型

计划的长处结合起来:专门为某一特定社区提供经费和培

养教师，该社区收获投资的回报，教师也知道自己肯定会找

到工作。如果一项高质量的培养计划具有我们在这里介绍

的要素，这就是一项不错的计划。一些计划把目标对准当地

居民，以及那些了解这些社区并且愿意为社区做事的长期

专业辅助人员。如果联邦政府向城市院校和社区拨款，就会

为这类活动提供动力，设立或扩大符合高质量标准的计划，

帮助当地教师通过就业完成培养工作。与此相类似的是，联

邦政府制订了一些专门为城市社区培养医疗专业人员的计

划，为了给临床培养创造条件，还建立了社区医疗中心。

教师的职业生存状况

    颁发合格证是一种法律手段，各州通过这一手段建立

起称职的专业人员队伍，教师也包括在内，其目的是给重要

行业规定最起码的标准。在教育界，颁发合格证通常包括对

基础技能和一般学术能力、教学知识、学科问题常识以及部

分教学经验进行衡量。在许多州，要求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必

须修完最基本的学分，或者在基本能力、一般学术能力或普

通知识的考试中取得最基本的分数，以便获得参加师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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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资格，或者获得证书。此外，他们还需要学习有关教育

的特殊课程，主修或选修相关学科，或者通过学科考试，或

者二者兼具。

    虽然过去 巧年来进行了许多改革，但一些州仍旧没有

提出在相关学科领域设立一致的学习课程，一套重点的基

础课程作业以及强化的教师实习计划。更有甚者，许多州允

许教师在没有合格证或者仅有临时证书的情况下得到雇

用，这些人要么没有完成师资培养计划，要么没有达到其他

资质方面的要求。美国有关教师资质认定的标准五花八门，

各州的标准都不一样。在许多州，被允许执教的教师没有机

会接触这份报告所指明的，作为刚刚参加教育工作的教师

所必须掌握的核心课程和体验，更别说掌握这些东西了。

    难以想象，为何各州向一年级学生教授的读、写和计算

知识都不相同，但事实确实是这样。针对教师的资质考试在

内容、质量和熟练程度上各不相同，而这些都是教师为从事

教育事业所必须掌握的东西。例如，在2001年至2002年期

间，37个州要求打算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通过基本技能或一

般学术能力的考试，而有 33个州则要求他们通过学科知识

考试，26个州要求他们参加教育学知识考试。这些考试因州

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许多离开自己接受师资培养的州，前

往另一个州就业的教师，都必须在两个州通过单独的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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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并学习先前的州没有要求的课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财力。许多在各州之间来回换工作的教师最后都告别了教

育行业，原因就是存在着这些障碍。

    当今这种资质考试乱成一团的局面对上岗教师的素质

提出三大严肃问题:

    .举办的许多考试检验的仅仅是低层次的或

者是最起码的知识和能力，而不是对打算从事教

育工作的人所深入掌握的学科问题和实际教学能

力进行检验。

    .这些考试的及格线有时过低，或者得不到

严格实施。如果各州出现教师短缺，他们往往取消

考试标准，允许雇用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人。

      .由于各州缺乏一致性，致使教师流动受到

阻碍，这是一个特有的问题，原因是许多州都出现

了教师过剩的现象，有的州却教师短缺。在各个地

方聘用合格教师的问题上，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

促使教师能够有效地从自己接受培养的州转向需

要教师的州。

    与其他对资质考试的内容进行控制的专业不同，教育

界的资质考试通常是由考试公司或州里的机构开发的，正

式的专业机构参与的很少。即使需要专业机构的帮助，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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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对考试的类型和试题进行审阅。资质考试之所以受到

批评，不仅是因为它缺乏严肃性，而且也因为把教学过程简

单化，强调课堂教学过程胜过强调教育决策过程。

    导致教师资质认证过程存在薄弱环节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对赖以设立严格考试的核心课程缺乏一致认识。这份报

告为开发这样的考试提供了基础，所有州都可以像眼下举

办律师考试那样，运用这项完全相同的试题，以此作为资质

认证过程的一部分，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对考试的严格性和

质量进行控制。

    与那些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进行认证的考试一样，这

项考试不仅应当表明教师对学科了解多少以及怎样开展教

学，而且也应该考察他们在课堂上能做什么。例如，他们是

否能按照标准设计和教授课文，是否能对学生的需要进行

评价并设计教学方法以满足这种需要，是否能运用各种行

之有效的教学策略，是否能管理一个有意义的并且积极的

课堂。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全国职业教学标准委员会(用来

对资深教师的资质进行认证)和康涅狄格等州已经开发出

评价方法，对教师在课堂上的实际表现进行评价。这些方法

运用教学录像带、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及作业样本进行分析，

它们以本书所描述的知识库为基础，与教师有效地带动学

生学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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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资质认证制度更合理

和更严格呢?

          .国会应当提供经费，让一个独立的专业权

    威机构与州立职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合作，授权权

    威机构，开发基于教学成绩的考试方法，对刚刚参

    加教育工作的教师的教学水平进行检验。这种考

    试方法以本书介绍的核心课程为基础，并在严格

    的成绩检验过程中，成功展示教学水平。

          .国会应当为各州提供激励机制，以便把这些

    评估方法— 以及课程作业和体现本书所概括的

    知识和能力的实际要求— 融入认证过程，堵住

    导致教师的教学无法满足标准的漏洞。

    然而，为了堵住这些漏洞，各州和联邦政府必须建立激

励机制，为各个社区聘用足够数量的教师，并出台相关规

定，消除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的高流失率— 这是造成教

师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

            让教师留在教育行业

    确保所有教师都得到充分培养，所有学生都能有高度

称职的教师进行教育，不是光靠提高师资培养计划的质量

就能达到目的。还需要为所有受聘的新教师创造接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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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的计划的机会，这样他们就会在必要时选择所教内

容，留在教育界，并继续提高教学能力。实际上，教师短缺的

最大的原因是:一，各学校、学区和地区的师资力量分布不

平衡 (一些地区教师严重过剩，一些地区教师严重短缺);

二，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流失现象严重。教师所接受的师资

培养和他们在参加工作后第一年所得到的有限帮助严重影

响着流失率。

    联邦和各州的政府可以通过为教师的学习提供补助，

以及为提高计划的质量而提供经费来解决这些问题。改善

师范教育的这笔投资有双重意义:

    1.许多教师由于无法负担学费，或者支付不起暂时失业

的机会成本，因而无法获得足够的师范教育的机会。如果一

名被聘用人员所从事的行业不承诺今后向其提供高额工

资，以补偿先前所借的钱，这些成本就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为所有教师支付参加综合师资培

训计划的费用，而美国教师所接受培训的数量和质量却完

全由教师本人根据自己的财力来决定，以及由相关计划是

否愿意以及是否有能力来决定— 考虑到各个机构的资源

J清况不同。

    2. iR些被迫对持临时证书上岗的教师进行在职培训以

及试图在培训计划上展开竞争的机构往往会降低培训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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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论是受聘教师还是雇主都对这类培训计划感到不满

意。他们所满意的是一种更加一致并且有帮助的培训计划，这

种计划包括实习方面的培训，以及系统而全面的课程作业。

    向接受培训的教师提供更多财力上的帮助，有助于提

高他们所接受培训的质量— 无论是传统的培训还是新型

培训均是如此。通过借鉴联邦政府在实施医学人力计划方

面的经验，可以做到这一点。自从 1944年以来，联邦政府一

直向医学培训计划提供补助，目的是为了满足医生严重不

足的大众需要，弥补具体领域的短缺状况，实现医学界的多

样化。与医学界的情况相同的是，联邦政府也应该向愿意接

受短缺领域专业培训，并且今后愿意在人员严重短缺的地

区从教的教师提供大量在职奖学金和优惠的贷款。以北卡

罗来纳州的成功经验为例，享受高质量师范教育奖学金的

教师必须至少从事了四年或更长年限的教育活动— 大部

分从事这么长时间教育活动的教师都决心要终生从事这项

事业。一些州在建立这些计划的同时，也为实习活动提供补

助，以便进一步在财力上增加应聘教师接受培训的可能性，

而不是让他们通过抄近路的方式走上教育岗位，而不久之

后又离开教育行业。

    此外，如果教师在学习教学的初期获得帮助的话 ，就更

有可能留在教育界。与其他一些职业不同— 那些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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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人员在接受细致的监督、辅导和其他类似实习的活动

后，正式进人这些行业。教师往往会被送人课堂，然后又自行

离去，没有机会接触更有经验的教师，也没有机会通过正式

的方式，与其他教师一起解决任何一位新人都会面临的诸多

问题一 即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严峻现实。

    从一个师资培养项目毕业，无论是一年还是几年，并不

意味着师资培养活动就此结束。出于对预科学位的要

求— 获得学科知识、教育内容知识和实习培训，师范生无

法获得充足的时间来发展专业技能，积累经验，用其来解决

教学初期所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包括与家长、同事、教学

辅助人员和其他教育支持人员进行合作所需要的能力。

    不过，从师资培养计划或新型培养计划中毕业后，许多

教师都被分配到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摆在面前的是人数最

多的班级，最难以对付的学生和最为繁多的任务，由他们自

己来摸索教育活动的微妙之处。与此不同的是，在其他拥有

取得高度成就的教育制度的国家里，通过实习和真实培

训— 严格遵照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标准— 将新教师纳人

教育行业，这些新教师在经验更丰富能力更强的同事的辅

导下，培养自己的教学能力，并使这种能力不断增强。

    虽然现有计划强调对刚参加工作的教师提供帮助，呼

吁人职活动满足新教师的需求，但这些计划仍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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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对一些教师而言，人职活动只不过是一个简短而基本的

熟悉过程，例如:了解教学用品的摆放位置、洗手间的方位、

学校的规定和教育过程等。还有的教师较为幸运，他们得到

经验丰富的同事的辅导，后者抽出时间对他们进行辅导，在

课堂上建造教学方法模型，密切关注刚参加工作的教师培

养专业方法的过程— 他们将面临课堂上严峻的现实。研

究表明，有效的人职活动具有下述特点:

    屏有NY参加工乍的0师都能在教学中得到合格的9

师的辅导，后者经9会对真进行辅导和树立优秀的教学摸

型。因此，需要对辅导教师进行精心筛选，他们必须符合确

定的标准，只让高度称职的教师担负这项工作。他们必须

接受辅导方面的培训，同时减少他们的教学任务，以便使

他们至少每周都能走进新教师的课堂，对一定数量的新教

师进行监督。

    减少侧参加工作的 kg 1拉工乍 。为提高专业技能起

见，新教师需要时间和机会观察其他教师的教学活动，做计

划，与同事切磋，与辅导教师进行合作，并对自己的教学方

法进行思考。

    这项计划至少应m续一卒。研究表明，就针对新教师的

人职活动而言，历时一年与历时两年的活动会对刚刚参加

工作的教师能否取得成绩产生不同影响，对于继续从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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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与脱离教育工作的教师也会产生影响。

    月九实的对教*技#b进行评估的方法指导入职过栓，

并把以真回顾教育方法作为入职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辅

导教师和校长应当通过运用专业教学标准和评估方法，对

教师如何展示核心知识、技能和专业教师应该具备的气质

进行考察，进而对刚参加工作的教师的表现进行指导，并进

行评判。一项人职活动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应成为判断一名

教师是否成功的标准。为了成功地结束人职活动，需要以现

有的进行有效教学的标准为依据，对教师的教学表现进行

总结性评价。

    所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不管他们是如何获得上岗

证的，都应该接受这类高质量的培训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

保证高质量的人职活动呢?

          .联邦政府能够向各州提供激励因素，用来

    设立高质量的入职新教师的活动。鉴于许多州和

    地区已经开展了某种形式的迎新活动，一些资源

    业已被用来满足这些要求。不过，能够让专业辅导

    人员在课堂上提供帮助— 这是能够对留住教师

    以及开展学习产生最大影响的入职活动的组成要

    素— 的活动并不多。其中一部分计划应当向那

    些愿意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入职活动的州立机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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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经费，以便把经费用于地区、大学和其他机构，

对示范性入职活动进行创立和检验，尤其对那些

在处境艰难的学校中工作的新教师提供帮助。

    .各州应把参加这类活动作为认证过程的一

个组成部分，一些州已经这样做了。例如，教师必

须经常参加这类活动，作为一项旨在对教学能力

进行考察的嵌入式考试，以便在试用期结束后，获

得专业证书。

      .各州和联邦政府应该向地区提供经费，用

来开展基于研究结果所证实的、扎实的入职活动。

    把接受充分培训的教师留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学

校能够使教师学以致用。如果教师感到自己能够在工作中

发挥积极性，就会留下来。如果他们在那些能够为良好的教

学方法创造条件的学校里进行实习，他们就能接受有效的

培训。如果把改善教育质量作为目标，光对好教师进行培

养，然后把他们派到差学校工作是不够的。教师要想进行有

效的教学，就必须在自己的知识能派上用场的课堂中工

作— 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更好地了解学生和他们的

家人，与其他教师一道工作，提供一致而牢固的课程，通过

运用包含大量信息的评估方法，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估和

指导，同时采用能够对全面的学习提供帮助的课文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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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由于政出多门，许多地区缺乏资源，学校被设计

成工厂模式，因此，美国许多学校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许多分析家已经注意到，典型的美国学校的构成与对

严肃教学的需要之间没有多少联系，这为进行学校改革提

出了更为庞大的系统性日程。鉴于当代教育的挑战，提出仅

仅通过造就更多拥有高度技能的教师就能大幅度改变教育

成果的观点未免幼稚。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教育这枚硬币的

两面:更优秀的教师和更优良的制度。学校必须继续进行改

革，以便为有影响的教育工作创造条件，教师也需要接受培

养，融人这一变革过程。

    需要进行的制度改革的力度远远超出了教师的期望

值，但师范教育仍旧能够为所需的制度改革提供帮助，方法

是:帮助教师以整体社群成员的身份，致力于学习如何改进

教学方法;与学校和地区结为伙伴，共同改变教学现状。通

过这种方式，新教师能够接受必要的培训，以便在急需教师

的学校中有效地开展教学。他们还能身临其境地学会如何

营造有助于所有学生开展学习的氛围。

    开设师范教育计划的院校也需要做出许多制度上的承

诺 :承诺提供充足的经费、强大的师范教育力量，改进对师

范教育方法和结果的研究，改变阻碍参与师范教育、阻碍大

学各个分支机构以及大学与专科院校之间开展合作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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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从长远观点来看，那些从整体上担心教师是否有能力

教好学生的人士必须共同关心当地学校以及整个教育制度

的改革，致力于营造政策环境，为有效的教育开展强有力的

师范教育。这不仅要求师范工作者的参与，同时也要求督

导、校长和教师携起手来，为师范教育以及教育工作提供扎

实的专业学习条件。家长和社区成员也要认识到，为自己的

孩子所需要的教师提供专业培训而进行投资是至关重要

的。大学校长、教师和董事会成员也要致力于保证使师范院

校成为大学工作的核心，其质量与其他专业院校不相上下。

决策者也要认识到，美国的公共教育要想满足这个国家所

提出的希望，就必须把培养优秀教师作为重点事情来抓。如

果做不到这一点，其他改革也无法取得成功。

103



学习札记

琳
麟
赚
撒
澎
珊
麟
然
缀
漱
操
姗
粼
群

粼
黝

      师资培养在美国:

    .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型师范教育计划都应该

进行密切评估，只有在这些计划能够确保教师掌

握本书所介绍的核心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才能

颁发证书。联邦政府在批准认证机构开业时，应该

把这项要求包括在内。

      .各州应该关闭那些不能满足严格的认证标

准的计划，拒绝向没有完成培训计划的申请者发

放 证 书。

    .应该建立数据跟踪系统，检查培训计划在

培训后进入教育界并且留下来的教师数量、展示

成绩评佑的优良做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师资培养计划应该按照这里提出的建议对

自身进行检验，采取措施强化课程作业和实习。

      .各州和相关机构应该保证为师范教育计划

所提供的拨款和经费比例与向其他建立在实践基

  一勺一、户-
一 鬓



础上的专业计划比如护士和工程学相当。

    .国会应当向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提供经费，

以便与州立职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和资质认定机构

展开合作，制仃一套针对教师的以成绩为基础的

全国性的考试计划，通过实际展示教学方法，对本

书所介绍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评佑。

      .国会应该向各州提供激励机制，以便把评估

融入认证过程之中。

      .联邦政府应该大幅度增加奖学金和优惠的

货款，提供给那些愿意在紧缺领域并且愿意前往

缺乏师资的学校开展教学的教师，最低服务期限应

定为四年或更长时间。

      .各州和联邦政府应该赞助高质量的迎新活

动，帮助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积累技能和继续留

在学校。这些计划应该包括 :训练有素的辅导教

师— 即优秀教师，使他们有时间进行辅导和建

立优秀教学模型;减少教学工作量;建立扎实的成

绩评佑机制来引导新教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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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是这样练成的》

    尊敬的老师，感谢您对本社 “教师一生的读书计
划”系列从书的关注，请将您的感受表达出手并哥给我
们，您将成为我们蚂蚁伙伴教师俱乐邵的一员。

1.您是在职教师还是准备进入教师行业的人?

    口在职教师    口教师预备者

2.您获得本书的渠道:

    口新华书店  口普通书店  口专业书店  口赠阅

3.您通过何种渠道最早了解到本书?

    口偶然场合  口他人推荐  口书店广告  口报刊

4.您的阅读情况:

    口全部  口大部分  口少部分  口 某一章芍

5您手上的这本书大致传阅人数:

    口 1-2人 口3-5人 口5-10人 口 10人以上

6.除本书外，您还阅读过本丛书的其他图书:

口网上书店    口其他

口其他

7您觉得本书对您的工作:

    口 很有启发  口比较有启发

8您对本书的总体评价:

    a.全书内容 口很好  口较好

    b.部分章节 口很好  口较好

    c.译文水平 口很好  口较好

    d装祯设计 口很好  口较好

    e.印刷制作 口 很好  口较好

口启发不大  口没有启发

口一般

口一般

口一般

口一般

口一般

口较差

口较差

口较差

口较差

口较差

口很差

口很差

口 很差

口很差

口 很差



9.您对本书的观点是否赞成，为什么?您想对该书的作者、编者和其

  他读者说点什么?

10.您一年平均阅读教师用书的数量:

    口1-2本 口3-5本 口5-10本 口10本以上 口其他

11.您觉得您所阅读的教师用书对您的帮助是:

    口很有帮助  口较有帮助  口可有可无  口几乎没有帮助

12.您觉得目前国内出版的教师用书能满足您的需要吗?

    口能  口一般  口远远不能

13.您觉得教师用书应该解决教师的哪些问题?

14.您觉得哪种教师用书对您实际工作的帮助更大?

    门 围内原fiI版  口国外弓}进版  口 两者皆可

芍梦二本社将根据您以下地址寄送教师俱乐部会员手册。

您的姓名                        性别__ 年龄_

您所在的学校

任教学科                          职务

电话 E-mail __ ___

通讯地址                            邮编

您理想中的教师俱乐部:

请将本调查表寄至:北京市东城区东四10条王家园1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    邮编:100027

      详情可登陆“妈坟伙伴’网站:www.antguy.com



    美国国家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委员会、哥伦比
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青年出版社郑重推荐!

    “教师一生的读书计划”系列丛书陆续出版，
敬请关注!

.优秀教师一定要知道的14件事

今给新教师的忠告

.校长在塑造学校文化中的角色

.如何提升学校的内力-

.教师、学生和家长焦点难题解决方案

.教师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

.是什么让教师不断进步— 教师故事启示录

，优秀教师是这样炼成的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

，班主任一定要面对的9个问题

教师征文启事

当教学实践的论述开始远离中小学，当大学和

学院掌握话语权，当教学研讨对教师失去了意义

我们诚挚地希望听到来自教学第一线最真实的声

音。请将您的经历和思考，通过理性的文字告诉

我们

有关投稿要求、评选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

“蚂蚁伙伴” www.antguy.com) 6站专题



曰容丝 弓犷，

让每一名学生都拥有一位好老师

教师是一个平凡的职业，教育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在

平凡岗位上的教师如何才能成长为伟大事业的脊梁呢?

《优秀教师是这样炼成的》这本小书，没有高深晦涩的教

育理论词汇，它只呈现事实和方法。它结合了美国教师师

资培养与继续教育的经验，从优秀教师应该把握的三个关
健点切入，探讨优秀教师的成长之路，为广大教师尽情演

绎优秀的职业角色提供了中肯的指南。

    每一位教师都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如下启示:教学的真

谛是什么?’孩子们需要什么?我要教给他们什么?如何从
学习者跨越成为优秀的教育者?我要成为一名怎样的老

师?⋯⋯本书应该成为每一位教师的必读书目。
    优秀教师封底是怎样炼成的?打开这本短小精悍的小

书，你就能够找到满意的答案。

砍灵奋，

旱类别:教师用书  教育管理  中小学教育理论
豁 :熟、

6-7255-5 定价:17.80元

www.cy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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