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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教师专业发展状况及对我国启示

——基于 ＴＡＬＩＳ 2 0 1 3 报告的分析

超明仁

（ 西北 师 范大学教育 学院 ， 甘肃兰州 7 3 0 0 7 0 ）

［摘要 ］ 经合组织于 2 0 1 3 年对 3 4 个 国家和经济体的 1 0 ． 7 万名 教师进行 了
“

教与学国际调査
”

。 调查显示 ： 有

8 8 ％ 的教师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专业发展活动 ， 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教师认为这些专业发展活动对教学有正面的影

响 ， 但专业发展揷动满足需求的程度并不高 。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效能的因素有 ： 参与专业发展的时间和方式 ，
教

师的需求 ，
教学理念与方式 ， 学校气氛 ，

对教师工作的评价与反馈 ，
校长的教学领导 。 以上研究发现对我国教师

专业发展的启示有 ： 保证教师学习时间 ，
注重教师学习需求 ， 完善激励机制 ， 关注研究性学习 ，

加强校长的教学

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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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益追求教育质量的时代
，
教育系统的质量具。

［
1
］

在此背景下 ， 有必要了解不同 国家教师的工

不可能超越教师的质量而存在
，
优质的教师教育体作和专业发展环境 ， 为国家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 加强教师教提供及时有效 、 可比较的信息 ， 从而提出改善本国

育就成为世界各国提髙教育质量 的重要政策工教师教育的政策措施 。 基于以上 目 的 ，
经合组织

［ 收稿日期 ］
2 0 1 4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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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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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大型的
“

教与学国际调查
”

（
Ｔｅａ ｃｈｉｎｇａｎｄ这些教师平均每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 4 天 ， 大概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

ＴＡＬＩＳ
） 。

2 0 1 4 年 6 月 ，参加过 2
－

3 个教育会议或研讨会 。 此外 ， 较多教

经合组织发布 了 《教与学国际调査 2 0 1 3 报告》 ，

⑴
师参加的活动是 ： 专业发展网络 ， 个人或集体性研

这是继 2 0 0 8 年之后发布的第二份报告 。 与 2 0 0 8 年究 ， 师徒指导和 同伴互助 ，
参加教师比例分别为

相比 ，
2 0 1 3 年调査的国家和经济体从 2 4 个增加到 3 7 ％ 、 3 1 ％和 2 9 ％

。 这三类活动都是带有
一定的

3 4 个 ， 增加 了如美国 、 加拿大 、 英国 、 法国 、 日
“

自发性
”

和
“

草根性
”

的活动 ，
以讨论的方式探

本等国家 ， 增强 了 国家层面的代表性 。 共调査了讨他们工作中感兴趣的话题和困意的问题 ， 教师活

1 0 ．
7 万名 初中教师

，
代表了所调査 国家和经济体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情境性特征 。 教师还参加访

4 0 0 万初 中教师 ， 还调査了 6 千多名 初中校长 ，

？问性的专业发展活动 ， 如参访学校和社会组织 ， 不

这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以教师为主题的跨国调查研究 。过参加过的教师较少。 通过参加培训和进修课程进

具体而言 ，
ＴＡＬＩＳ 是从教师的视野审视他们的行专业发展的教师也不多 。

工作环境和专业发展状况的 ， 在于评估教师在专业
？

发展活动中的参与程度 ； 还对教师的教学信念和态
表 1 教师钱￥翻方式骑度



度进行深人考察 ， 了解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 ； 了解教师参加的
过去

一

年中

教师的工作是通过何种方式被认可 、 评价和奖励比例

一

［ ％ ）

的 ， 了解教师的 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 。 总之 ，
＾＿

调査的是教师是如何想和如何做的 ，
以及对所作所 7 1 8

为的感受和评价是什么 。 本文首先描述教师专业发教育会议和研讨会4 4 4

理论件
展的状况 ， 之后剖析对我 国的启示。培训课程 1 4 7

＿

、 教师专业发展状况及影响效能的因素
证书课程
＾

专业发展网络 3 7

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状况 ， 我们关心的基本问题

有 ：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 教师专业发展活
Ｉ 入■■■

动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 ？ 这些活动对于促进教师
实践性 赚指导和 同伴互助 2 9

学习和专业工作的效能如何？ 影响因素有哪些 ？参访学校 1 9 3

（

－

） 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与密度②参访社会组织 1 3 3

欧洲 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 进行持续的专业发展

是教师的义务 ，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把进行专（
二

｝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 、 效能与需求

业发展都作为教师很明确 的责任 。 在卢森堡 、 波教师专业发展内容比较广泛 （ 见图 1
） ， 包括

兰 、 葡萄牙 、 斯洛伐克 、 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国学科和课程知识 ， 教学技能 ， 学生辅导 ， 学校管理

家持续的专业发展是可选的 （不过 ， 进行专业发展等 1 4 个方面。

一

个重要特点是注重针对学生个别

有助于职业晋升和加薪 ） 。

［
3
］

调査显示 ， 有 8 8 ％ 的差异的教学能力的学习 ， 如个别化学习方式 ， 特殊

教师在过去
一

年中参加过专业发展活动 ， 方式比较儿童教学 ， 多元文化教学 。 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能

多元 （ 表 1
） 。 课程／工作坊是教师参加最多的专业力是教师专业学习的最主要内容 ， 参加过的教师比

发展活动 ， 大部分教师 （
7 1 ％ ） 参加 了这种专业例分别为 7 3％ 和 6 8 ％ 。 其次是学生评价 、 课程知

发展活动
，
而且教师参加的天数也最多 。 不过这种识和信息技术教学能力 ， 有超过一半的教师参加了

专业发展方式中教师 比较被动 ， 参与程度有限 。
［

4
］这些内容的学习 。

其次是教育会议和研讨会 ’ 有 4 4％ 的教师参加过 ，

① 部分ＴＡＬＩＳ调査学校与 国际学生成就測验 （ ＰＩＳＡ ） 学校相 同
，
以使两个项 目的数据链接 ， 增强数据的可挖掘性 ， 寻找影响学生学业成

就的来自教师和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 。

② 这里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包括由政府 、 学校和教师同伴发起的有组织的专业发展活动 ，
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 组织性特征 。 不包括教师个

人通过阅读和反思进行的专业发展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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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参加比例 积极影响 ■？！ 非常需要  影响比例

图 1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 容 、 效能与需求

图 1 中的
“

积极影响
”

指教师所参加的不同学时间 ， 有超过
一半的教师认为参与专业发展活动与

习 内容对教学产生
“

中等
”

和
“

较大
”

程度的促工作时间冲突 ， 同 时 ， 还有 3 6％ 的教师 因 为家庭

进作用 ， 是对学习 内容效能 的评价 。 表中的
“

影响负担缺乏参加专业发展活动 的时间 。 还有近
一

半的

比例
”

表示该项学 习 内 容在所参加教师 中产生教师认为专业发展活动 中缺乏激励 ， 有 3 2 ％ 的教
“

积极影响
”

的 比例 ，
可以理解为教师对该项学 习师认为得不到校长的支持也影响了他们参与专业发

内容效能认可的 比例 ， 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教师认为展活动 。 还有 3 9 ％ 和 4 4 ％ 的教师认为没有机会和

这些专业发展活动对 自 己的教学有正面的影响 ， 教太贵影响了专业学习 。 总而言之 ， 缺乏 时间 、 激

师对上述各种学 习 内容所产生积极影响 的 比例 在励 、 机会和经费支持是影响专业发展 的重要 障碍 ，

7 6 ％
－

9 1 ％ 之间 ， 其中对学科和课程知识 、 学科教其中缺乏时间和激励是最重要的阻碍因素 。

学能力 、 学生评价等教师参加最多的学 习 内容认可 （
四

）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效能的因素

度相对比较高 。 我们认为教师认可专业发展活动的前述的阻碍 因素在于说明是什么影响了教师参

效能 ，
但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加专业发展活动 ， 至于在专业发展活动中究竟有哪

对教师参加专业发展 内容方面的 巨大差异性相些 因素会增进其效能则需要进
一步探究 。 经合组织

比 ， 教师在学习 内容需求上的差异 比较小 ， 需求最在基于 ＴＡＬＩＳ 2 0 0 8 数据的专业发展报告 中 ， 对此

多 的是特殊儿童教学 ， 有 2 2 ． 3 ％ 的教师需要学习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

［
5

］

在此研究 中分析了

这方面的 内容 ，
最少的是课程知识 ， 有 7

．
 9 ％ 的教来 自教师和学校的影响专业发展效能因素 ， 分为条

师需要学习这方面的 内容 。 而且 ， 当把教师学 习需件性因素和可变性因素 。 条件性因素包括教师和学

求与实际所参加的学习 内容相 比较 ， 发现专业发展校的特征 ， 如教师性别 、 学校规模等 ， 这些因素不

活动满足需求的程度并不高 。受教师和校长的主观影响而发生变化。 可变性 因素

（
三

）
教师专业发展的障碍指可由教师和校长的控制而发生变化 ， 包括教师的

阻碍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 因素有来 自教师信念和态度 、 合作 、 教师评价和反馈 、 学校气氛 、

方面的 ，
也有来 自 制度 、 文化等外在的结构性 因学校管理方式等 。 研究发现 ， 与 教师有关的 因 素

素 。 图 2 列举的因素基本上可以看作结构性的 ， 即有 ： 参与专业发展 的时间和方式 ， 教师的需求 ， 教

学校和专业发展活动的提供者是否为教师提供了参学理念与方式 。 与学校有关的因素有 ： 学校气氛 ，

与专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最大的阻碍因素在于缺乏对教师工作的评价与反馈 ， 校长的教学领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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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师专业发展的障碍

具体来说 ， 教师参加专业发展活动时 间越长 ， 为 ， 教师为 了解决使学生在探究方式中更有意义学

他们感受到的专业发展活动效能越高 。 而且教师参习 的建构主义教学取向 中所出现不确定性的一种集

加专业发展活动方式越多 ，
不管是偏 向理论性的活体努力 。 而且 ， 当校长的教学领导和教师的效能感

动还是偏向实践性的活动 ， 教师感受到的专业发展加人之后 ， 这样的教师合作更为显著 。

［
8

］

由此可见 ，

效能越高 ， 教师也会越多地采用学生 中心的教学方教师之间合作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效能具有重要作

法 。

［ 6 ］

这也从整体上说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是 比较用 。 同时发现 ， 有着同伴合作学习经历的教师有较

有效的 。高 的工作满意度和 自信心 ，

［ 9 ］

这有助于教师增 加对

专业发展的需求与教师感受到的效能有紧密 的专业发展活动的认同 ， 提高其学习动机和需求 ， 从

关系 。 教师的动机在专业发展活动效能中发挥重要而提高专业发展活 动效能 的感知 。 然而 ，

ＴＡＬＩＳ

作用 ， 教师越具有进
一

步的发展需求 ， 感受到的专 2 0 1 3 数据显示 ， 教师认为虽 与同 事和领导关系融

业发展效能越高 。 这就说明
一

方面专业发展活动要洽 ， 但学校里教师间合作文化淡薄 ， 大多数教师是

尽可能地针对教师的需求而设计 。 同时 ， 需要激励在孤立状态中工作 。 超过一半的教师很少或从不与

教师更愿意去变革 ， 持有更开放的学 习态度 ， 更有同事进行合作教学 ， 只有三分之
一

的教师观察过 同

耐力 ， 从而调动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 的动机与事 的课 。

一

项来 自新加坡的研究显示 ， 文化对教师

需求 。专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确实起着重要的促

当把教师的教学策略分为建构主义教学和讲授进 、 阻碍和再形塑 的作用 。 不过 ， 新加坡的
“

命

式教学 ， 并分析持有这两类教学方式教师所感知的令
”

、

“

控制
”

的社会文化 ， 科层制 的依存 ， 对权

教学效能时发现 ， 教师越运用建构 主义教学策略 ， 威的过分尊重影响着崇 尚开放 、 自 由 和批判性话语

他们就越乐意进行同事间合作 ， 更多地参加不同类的教师专业共同体的建构 。

［
1°

］

型的专业发展活动 。 这可能是因为持有建构主义教来 自学校和同事的反馈对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效

学策略的教师具有更强的进取心 ， 在运用这种开放能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 当教师发现反馈越能够促进

式教学策略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挑战性问题 ，
所以他们教学改变时 ， 他们对专业发展活动效能的判断

也具有更强的学习需求 。就越深人 。 反馈还与教师感知到的需求和活动数量

学校气氛与教师专业发展效能有紧密关系 。 通有显著的关系 。 教师得到的反馈越多 ， 他们 的专业

过塑造积极的学校氛围和高水平的信任关系 ，
校长发展需求越高 ， 同时实际上参加的不同的专业发展

能够为教师学习提供有力的支持性环境 。 当教师对活动也越多 。 这也导致了对专业发展活动效能评价

学校和工作各方面越满意的时候 ， 他们感受到的专越高 。 然而 ，

ＴＡＬＩＳ 2 0 1 3 数据显示 ， 来 自学校层面

业发展活动效能越高 。 教师合作能够非常显著地促对教师工作的反馈是少见 的 ， 约 4 6 ％ 教师从来没

进教师 自 我效 能感和工作满意度 。

［
7 ］
—项对韩 国有收到来 自学校领导 的反馈 ， 虽然大多数老师认为

ＴＡＬＩＳ 2 0 0 8 年数据研究发现 ， 教师间合作可被理解所得到的评价和反馈是建设性的 ， 有 6 2 ％ 的教师

—

1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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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得到的反馈会在中等和较大程度上改进教年在工作 日 内有不少于 1 0 0 小时的专业学习时间 。

学 。 总体而言 ， 只有 1 3 ％ 的教师能够得到这种建 （
二

） 转变教师发展理念 ， 关切教师学习需求

设性的反馈 。教师学习需求主要来 自于对实践情境中 问题的

在 ＴＡＬＩＳ 2 0 1 3 调査学校 中 ， 有 7 8％ 的校长参理解和解决的需要 ， 这
一

方面说明教师学 习需求的

加过教学领导的培训 。 关注教学领导越多的校长会具体性 ， 同时说明学习 需求是教师主动性的体现 ，

更多地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 ，
同事间有更浓的相互是教师成长的愿望 。 如此 ，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教

尊重气氛 。 对土耳其 ＴＡＬＩＳ 2 0 0 8 数据的研究确认 ， 师学习需求越高对专业发展效能的感知越高 。 以往

校长的教学领导对教师合作有积极的影响 ， 而且 ， 乃至现今我国进行的大规模
“

国培
”

等大多数培

强势的行政领导对教师合作有消极的作用 。

［
1 1

］

对教训项 目 ， 都是在
“

补缺模式
”

下开展的 ，
即行政

师专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反馈就有赖于校长的教部门和专家们从对实践的一般性概括来判断教师缺

学领导 ， 学校 中体现学习共同体精神的文化氛围的乏何种知识和能力 ， 便主要通过讲授式教学过程让

塑造也离不开校长卓越的教学领导 。教师获得这些知识和能力 。 这种教师学习能够让教

一师
“

知道
”

知识 ， 但不能够使他们很好地
“

理解
”

知识 ， 难以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 更难以解决他们实

为了叙述的方便 ， 在分析对我 国教师专业发展践中 的问题 。 在当前我国教师培训资源基本保障的

政策启示的过程中展开对 ＴＡＬＩＳ 研究发现的讨论。 情况下 ， 这是影响我国当前教师培训质量的首要因

对研究发现的讨论会在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和政策的素 。 究其原因 ，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教师学习 的需

视角中展开 。 对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则从政策求与本质还不够深入 。

［ 1 4 ］

教师的专业学习需求具有

视角展开 ， 这主要是因为相比教师个体而言 ， 政策情境性的特征 ， 如果不深入了解教师学习的这种特

是更为能动的 、 宏观的 、 可持续的结构性因素 。 基征 ， 就不能真正理解教师的学习需求及其相应的学

于上述 ＴＡＬＩＳ 研究发现的分析和对我国教师专业发习方式 。
［

1 5 ］

展环境和政策的审视 ， 我们认为有如下启示 。（
三

） 注重教师工作特性 ， 完善激励机制

（

－

） 提供政策保障
，
保证教师学 习时间ＴＡＬＩＳ 提供了强有力 的证据表明 ， 教师是拥抱

上述影响教师专业发展因素说明 ，
教师专业发变革的 ， 在整个职业发展过程中是渴望学习和发展

展效能需要参与专业学习 的时间及其学习方式的多的 。 不过 ， 他们还需要更主动与同事和学校领导并

样性来保证。 正如教师所认为的那样 ， 缺乏时间是肩作战 ， 并利 用
一

切机会进行专业发展 。 图 2 显

阻碍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因素 。

一些 国家专门设立示 ，
有 4 8 ％ 的教师认为缺乏激励是影响参加专业

了教师专业发展 日 ， 保证教师在工作 日 内有整天的发展活动的阻碍因素 。 就我国而言 ， 农村地区中小

时间进行专业学习 ， 如新加坡每个学期有 6 天为专学教师工作和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 。 调研中有的县

业发展 日
， 英国有 5 天

， 加拿大有 2 天 。

［ 1 2
］

我国规教育局长认为农村教师在专业上
“

没追求
”

、

“

不

定教师每五年必须参加 3 5 0 小时的继续教育学分培思考
”

。

“

没追求
”

指教师经常在惯性的教学常规

训 ， 但国家并没有从政策上保证教师在正常工作时下开展教学工作 ， 在达到学校基本的评价要求后便

间 内的学习时间 。 我们可以理解为 ， 只是把进行持很满足 ， 不会在专业上有更高的追求 。 在
“

没追

续的专业发展作为教师的义务 ，
而没有从权利的角求

”

的心境及相应的身份认同之下 ，
工作状态便是

度从结构上保障教师的学习时间 。 这不仅会影响教依赖经验开展教学工作 ， 不会对教学中遇到 的问题

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机会 ， 同时会影响教师学习进行主动的 、 深入的和有进取性的思考 。 要改变这

的质量。 实际上 ， 现今中小学教师在非专业工作上种弥漫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不进取的心态 ，

一方面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 在一项调研中教师们谈到
“

把需要我们反思学校领导与管理方式的合理性 ， 是否

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与教学无体现了学校作为
一

个学习共同体的专业性特征 ，
还

关的表表册册上
”

，

“

不能潜心教学 ， 各种干扰太是说学校是一个充满行政味道的组织。 另 一方面 ，

多
”

。

［
1 3

］

这就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支撑 ， 在 《 中需要依据教师工作的专业特性 ， 建立有效的工作和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等政策文件中保证教师每专业发展的激励机制 。

—

1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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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加强教师学 习的深度 ，
关注研究性学习人际资源的能力 。 教育领导力是校长在课程与教学

在 ＴＡＬＩＳ 调査 中 ， 有 4 4％ 的 中小学教师通过领导中为教师的教育教学在思想、 知识和技能上提

参加教育会议和工作坊进行专业学习 。 教育会议和供具体的指导 。 象征的领导力指通过设立愿景 ， 向

工作坊是由教育研究专家或中小学教师发表研究成师生阐明学校工作的意义和 目标。 文化领导力来 自

果或聚焦某一问题进行较为深人的讨论活动 。 这种校长通过仪式 、 活动和思想动员对学校终极价值观

学习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持续的和深入的反思念的不断界定 、 传播和加强 。 技术和人际领导力对

性与研究性 。 有研究者曾提出
一个由浅入深

，
由表于达到和保持学校常规效能是重要的 ， 但是并不能

及里的成人学习结果分类 ： 基于臆测之上的习惯性引领学校走向卓越 。 教育领导力 、 象征领导力和文

反应 ， 并不把周遭情境作为学习机会 ，
拒绝新的学化领导力是卓越的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这个框

习
，
前意识学 习 ， 行为改变 ， 记忆新 的信息 ， 沉架来看 ， 我国 中小学校长最缺乏的是教育领导力和

思
， 反思性实践 ， 实验性或科学性探究 。

［
1 6

］

后三种象征领导力 ， 这也是我国学校普遍缺乏生机与活力

才是有意义的学习 ， 作为学习主体的教师在学习过的主要原因 。 ＴＡＬＩＳ 也显示 ， 作为教育领导力 的校

程中扮演了主动性的角色 。 贝尔等人通过对多位教长对教师专业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传导作用 。 校长

师三年的研究发现 ， 有深度的教师学习是一个有 目对教师工作的建设性评价与反馈会影响教师的动

的的探索过程 。

［
1 7

］

理査森等人通过分析文献后发机
，
影响教师之间 的合作 ，

影响教师的工作效能

现 ， 长期的 、 合作的和探究取向的在职教育看起来感
， 进一步影响对专业发展的投入。 与 ＴＡＬＩＳ 国家

对于改变教师的信念和实践是比较成功的 。

［
1 8

］ 教师和经济体中 7 8 ％ 的校长参加过教学领导相比 ， 我

的改变不是让他们获得一套固定的教学技能 ， 和学国中小学校长很少参加教学方面的培训 ， 这是我国

习如何运用特定的教学方案 ， 而是为他们提供持续校长培训中非常重要的缺失 。 要真正落实 《义务教

成长和问题解决的机会 。 在这种变革中 ， 教师是持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试行 ） 》 和 《义务教育学校

续的探究者 。管理标准 （试行 ） 》 ， 使校长能够领导课程与教学 ，

笔者曾多次参加在香港和美国举行的教育会引领教师成长就必须把学校作为
一个专业共同体 ，

议 ， 很多会议有专门的中小学教师论坛 ， 中小学教加强校长的教学领导 。

师也经常和大学教师组成团队汇报他们合作研究成

果
，
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会议已经是一种常态 。 这 ［参考文献 ］

反映出 中小学教师从事研究性学习 的氛围和传统。［ 1 ］［ 1 2 ］Ｄａｒｉｉｎｇ
－Ｈａｎｍｗｎｄ

，Ｌ．＆Ｏｅｂｅｎｎａｎ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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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1
－

中 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 这对于教师形成教学经 1 ＜；／ 1
1
￡Ｃ

1 7 2
，
ｌｏ 4 

—

 ｌｏｄ ．

验
，
解决实践中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但这种

［
2
］ ［ 9 ］ 0ＥＣＤ ．ＴＡＵＳ 2 0 1 3

校本学习活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即教学经验呈。ｒｅＴＶｏｃｆｃ 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ｏ ｒｉ／
ｉｇ［ Ｒ ］ ．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

ｎ
ｇ ，

“

扁平化
”

的结构 ， 对教学问题的理解缺乏深度和 2 0 1 4 ．

高度 ， 而参加教育会议和工作坊 ， 则能够很好地促 ［ 3 ］［ 5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

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特别是在我国倡导培养ｍｅｎ ｔ
、
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ｉｒＯｅｒｍＵｉｏｍ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Ｒ ］

，Ｂｅｌ
ｇｉ
ｕｍ．

卓越教师成为
“

教育家
”

的时代 ， 这种专业发展 2 0 1 0
，

4 4 －

方式能够促进教师经验的理论化生成 ， 促进教学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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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萨乔万尼曾把校长领导力分为 ： 技术领导力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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