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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卓越教师培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卓越教师的丰富内涵、鲜明特征及卓越教师的培
养模式、培养质量评价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且文献类型分布比较理想。卓越教师培养的完

整理论体系、各个学段与各个学科领域卓越教师的职前培养特色及职后发展路径等应是未来着力研究的对象和突破点，

同时，需要优化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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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才质量决定一个国家
的综合国力，卓越人才培养呼唤卓越教师。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起，世界各国不断推出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以期培养大批卓越教师。２０１１年，英国实施
“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卓越教师”项目；２０１２年，德
国推出“卓越教师教育计划”；２０１３年，加拿大推
行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将“实现优质教学”作为根

本目标［１］；２０１４年，美国制定“全民拥有优秀教育
者计划”，提出了美国州一级优秀教师资源配置

与师资建设的具体措施［２］。我国于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
年先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
培养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养卓越教师；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最近

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提出：到２０３５年，要“培养造就数以十万
计的卓越教师”。卓越教师培养已经成为教育研

究可持续的热点之一，回顾该领域的研究历程，总

结研究成就，能够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启示与

借鉴。

１　卓越教师培养研究进展
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国外起步比较早，

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国内始于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起关注度明显提升。其研究成果有论文、专著、教

材等形式。

１．１　研究内容
国内外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主要围绕卓

越教师的内涵、特征及卓越教师的培养模式、培养

质量评价机制等几方面展开。

１．１．１　卓越教师的内涵解读
何为“卓越教师”？“卓越教师”一般被理解

为“特别优秀的教师”，但在具体内涵上，尚未形

成统一认识。

国外关于卓越教师内涵的研究集中在其“核

心”和“表现”两个方面。Ｃｈｉ与 Ｃｌａｓｅｒ等学者认
为“卓越”意味着“具有复杂而结构化的知识基

础”，有意识思考与反思是“卓越”的核心［３］。Ｂｅ
ｒｅｉｔｅｒ与Ｓｃａｒｄａｍａｌｉａ指出“卓越”是一个连续动态
的过程，“卓越”表现为选择以成长机会“最大化”

的方式处理任务［４］。久负盛名的美国“年度国家

教师奖”始于１９５２年，全国每年只评选一名教师，
当选者是学校、家长和学生心目中最卓越的教师。

其评奖标准主要看４个方面的“表现”：激励不同
背景和不同能力的学生学习；受到学生、家长和同

事的尊敬；在学校和社区中发挥了积极的和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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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作用；自信、沉着、发音清晰，精力充沛，能应

付繁重的工作［５］。

国内至今还没有对“卓越教师”给出具体、明

晰而权威的界定，大多数学者用定义法或对比法

去解读卓越教师的内涵。采用定义法者多用概括

性的语言去描述卓越教师的样态，如教育部将卓

越教师定义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金业文给出

了“优秀突出、超出寻常”的定性描述［６］。采用对

比法者则通过比较“特级教师”和“优秀教师”来

界定“卓越教师”的内涵，如罗小娟认为“卓越教

师”是“优秀教师”中的杰出代表，比“优秀教师”

有着更多的内涵，“特级教师”是获得了教育行政

部门认可的一种荣誉级别［７］。林天伦等认为卓

越教师“包含骨干教师、专家型教师、教育家型教

师、名师、特级教师等，是在学科教学、学生培养和

学科研究具有较深造诣，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的

教师”［８］；白若朴“卓越教师”其实只是“优秀教

师”的代名词，不过是“优秀”教师的文学性表达

而已［９］，等等。

１．１．２　卓越教师的特征分析
国外对卓越教师基本特征的研究主要围绕３

方面展开：教师个性和人格品质、教学能力、对教

师人格与教学能力的综合考量。对卓越教师“个

性和人格品质”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代表
性人物为 Ｒｙａｎｓ、Ｒｕｓｈｔｏｎ。Ｄｅｗａｒ指出“共情”
“平易近人”“良好的沟通技巧”是卓越教师的重

要特征［１０］。１９８７年美国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
会（ＮＢＰＴＳ）认定的卓越教师人格特征为以下５个
方面：对教育工作的使命感、稳定持久的精神动

力、对工作的事业心与上进心、获取成就的动机与

欲望、对教学的高度自我调节和完善能力［１１］。从

教学能力方面探讨卓越教师特质的研究始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主要集中于“教师自我概念的发
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关于“教师教学效

能感”的提出。兼顾教师个性、人格及教学能力

方面综合研究卓越教师特征的比较多，如 Ｆｅｌｄ
ｍａｎ从学生的角度分析出卓越教师应具有的关键
特征为：能够激发学生兴趣、讲解内容清晰易懂、

通晓所讲授的学科知识、热爱所从事学科的教学

工作、关爱并尊重学生、包容开放，等［１２］；Ｚａｒｒａ指
出卓越教师应具有９个特征：获得良好训练、能够
开发出一套有效的课堂管理技巧与学科技能、拥

有受人尊敬的个性，等［１３］；Ｈａｍｚａｈ等认为卓越教
师是指拥有良好的个性特征、知识与技能、优秀的

工作表现、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以及拥有能够走向

卓越的极具潜质的教师［１４］；ＫｅｎＢａｉｎ认为卓越教
师的基本特征应涵盖教学水平与学生关系两方

面，具体体现在“通晓所教学科的内容与知识”

“注重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等方面［１５］。加拿大

广泛征集了教师、家长、教育领导者和其他社会成

员等利益相关者的看法，结果普遍认为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以及与学生的关系是卓越教师的关键

属性［１］。

国内研究卓越教师特征主要有３个视角：认
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人种学研究案例分析、特

质梳理。尽管研究视角不同，表述各异，但对卓越

教师特征的描述维度基本相同，即专业理念与师

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３个维度。基于认知心理
学信息加工理论，杜瑞军从知识、能力和情感３个
维度建构了卓越教师基本特征框架，探讨了卓越

教师的共性和个性［１６］。采用人种学研究方法，李

琼等以北京市 ８１５名中小学教师为样本，发现
“教学组织与管理、学科教学知识、教学反思与研

究是中小学卓越教师共同的关键特征”［１７］；黄露

以３７位中小学卓越教师传记的内容为依据，提出
中小学卓越教师具有强烈的职业动机、先进的教

育理念、独特的个人魅力、灵活的教学行为、高效

的学生管理等专业特征［１８］。从特质梳理的角度

出发，王志广将卓越教师的素养特质概述为：深透

感悟、理解、实践教育本质的能力，自主的教育研

究能力以及超凡的人格魅力［１９］；罗小娟认为卓越

教师区别于普通优秀教师的卓越特质主要体现在

浪漫主义的教师信念、超出常人的实践智慧、全人

投入的学习精神、自我实现的不舍追求［７］。

１．１．３　卓越教师培养的模式
世界各国卓越教师培养的模式不尽相同，但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是较通用的做法。在美国，大

学与中小学合作模式始于１９世纪末，教师专业发
展学校（ＰＤＳ）是典型代表。英国的卓越教师培养
模式为“伙伴合作式”，特别重视中小学在卓越教

师职前培养环节中的作用。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开始，澳大利亚实施基于伙伴合作的卓越教师培

养模式，该模式具有工具主义取向、中小学为中

心、实践本位等特点。

在国内，卓越教师培养的主要模式有 ３种：
Ｕ－Ｇ－Ｓ模式、Ｃ－Ｓ模式或Ｕ－Ｓ模式、“书院制
管理模式”。Ｕ－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模式，指高校、地方政府以及中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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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刘益春以

东北师范大学“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为例提出

的［２０］。自该模式提出以来，反响强烈。Ｃ－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或者 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模式，即高校与中小学校协同育人的培养
模式，毕景刚、金业文等对此作过探讨。杭州师范

大学经亨颐学院是培养卓越教师的“教改实验特

区”，王利琳等着重探索了 Ｕ－Ｓ模式中“双导师
制”在该学院实践运用的方式方法［２１］。“书院制

管理模式”以“孟宪承书院”为代表。该书院由华

东师范大学于２００７年９月创立，以我国现代著名
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宪承的名字命

名，以培养卓越教师为目标［２２］。其中，研究

Ｕ－Ｇ－Ｓ模式实践路径与策略的论文比较多。
如：胡昂（２０１３）以合肥师范学院为例、左兵以湛
江师范学院为例、王卓华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探

索并实践了 Ｕ－Ｇ－Ｓ卓越教师协同培养模式。
还有不少研究者探讨了 Ｕ－Ｇ－Ｓ模式下卓越教
师培养的课程设置与实践教学环节设计问题，如：

刘中黎以重庆师范大学为例，探讨了创新中学卓

越教师培养实践教育基地的策略；杨登伟以 Ｈ师
范大学为例，研究了“卓越教师”职前培养阶段课

程设置方式；林天伦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提出形

成立体化训练空间、探索多样化实习模式去培养

卓越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的论断；徐苏燕提出了

构建专业核心技能、职业核心能力“双核并举”的

卓越教师培养课程体系［２３］；等等。

１．１．４　卓越教师培养质量的评价机制
国外对卓越教师培养质量有专门的评价标准

及认证体系，美国的评价体系相对成熟。１９８９
年，美国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ＮＢＰＴＳ）提出
了美国卓越教师评价的５项原则，涉及关爱学生
发展及教师本人的专业知识、教学管理能力、教学

实践与反思能力、教学协作精神等方面。在这５
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ＮＢＰＴＳ针对不同课程和教
学对象，制定了 ２２门课程的卓越教师标准［２４］。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卓越教师评价策略：

ＬｉｎｄａＤａｒｌｉｎｇ－Ｈａｍｍｏｎｄ详细介绍了维洛克学
院、南缅因大学等 ７个卓越教师培养项目的典型
案例与评价策略；Ｈａｍｍｅｒ等人给“卓越教学”下
了定义，并从学生评价、校友评价、同伴评价、自我

评价等方面提出了评价“卓越教学”的具体方

法［２５］；ＢｒｙａｎＨａｓｓｅｌ指出政策制定者要出台“认证
卓越教师”等 ７项政策以促进卓越教师的培养。

国内关于卓越教师培养质量评价的专门研究

不多，可供参考的国家层面的评价体系有《特级

教师评选规定》。该规定１９９３年由教育部公布，
从职业道德、专业能力、教学效果、培养青年教师

等方面界定了特级教师的评价标准。地区层面可

供参考的卓越教师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有我国香港

的“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该项评奖始于２００３
年，评奖指标包括“专业能力”“培育学生”“专业

精神和对社区的承担”“学校发展”４个方面。候
选教师在上述４个方面皆表现卓越，颁发“卓越
教学奖”。表现相当接近卓越水平，则颁发“嘉许

状”。

国内学者公开发表论文中关于卓越教师培养

质量评价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代表性人物及主

要观点有：王志广从教学、科研、为人３方面构建
卓越教师评价指标体系［１９］；仇华兴认为卓越教师

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可选择“德 －专 ＋”的内容，试
行“卓越教师资格认定制”［２６］；左岚认为应该从

专业知识、教学成效、专业精神与社区服务４个方
面建构我国卓越教师评价标准体系［２７］。

尽管国内外对卓越教师培养质量评价的维度

有所不同，但评价标准的日益严格与精细量化是

发展趋势。在英国，对职前教师的培训有８个考
核标准、３个准则和一系列的职业行为规范，几乎
全是量化指标。美国、日本情况类似。如何把握

卓越教师培养质量评价标准的量化程度是亟待破

解的世界性难题：没有成套的、有效的质量评价机

制，卓越教师的培养就会失去导向与评判依据，但

繁多的量化指标会让卓越教师的培养者和被培养

对象都感到束缚重重，“过于量化评价阻碍卓越

教师培养”［２８］。

１．２　研究特点
分析当前卓越教师培养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

量、研究方法、学术活动、科研课题立项等情况，可

以看出卓越教师培养研究的特点。

１．２．１　研究成果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整体质量有
待提高

文献的数量与质量能够反映某一领域研究的

广度与深度。文献类型一般分为研究论文（含期

刊论文、学位论文、报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

教材、研究报告等形式。以国内研究为例，我国关

于“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始于 ２０１０年，截至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能查询到的篇名／题名含“卓越
教师培养”的有效文献数量达３１６篇／部，其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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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论文（２２６篇）占７１．５２％，学位论文（１５篇）、报
刊论文（２１篇）、会议论文（１篇）合计仅占比占
１１．７１％，教材（３３部）占１０．４４％，专著（２０部）占
６．３３％。２０１５年起，论文、教材数量呈井喷式增
长，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的文献
（２５６篇／部）占现有文献数量 （３１６篇）的
８１０１％。文献数量增长趋势明显，文献类型比例
比较理想，折射出我国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研究

成果的学理性、系统性较强，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在中国知网上输入检
索条件为“篇名 ＝卓越教师培养”“来源期刊类
别＝ＣＳＳＣＩ”，进行“精确”查找，所得 ＣＳＳＣＩ期刊
论文共计３３篇，在２２６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仅
占比１４．６０％。已经公开出版的３３部教材中，仅
１部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即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项目教材《学前卫生

学（第２版）》”。高质量的论文和教材占比小，表
明我国“卓越教师培养”研究原创性成果偏少、整

体质量有待提高。

１．２．２　研究方法以非实证为主，实证研究有待
加强

按上述条件检索将所得的３３篇 ＣＳＳＣＩ论文
按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

究：凡是文章中出现“被试、调查、访谈、数据收

集、数据分析”等词，或者主要包含卓越教师培养

的课程实施、实习进程、模式构建、路径探析等实

践内容，就归为实证研究类；否则就是非实证研

究，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内外卓越教师培养的理论

评介、经验交流与研究述评等。经过筛选与统计，

获得符合上述条件的实证研究论文 ８篇，占比
２４．２４％。实证研究具有资料收集的可靠性、认识
社会的广泛性、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等优势，自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广泛使
用。在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我国卓越教师培养的

ＣＳＳＣＩ论文中，采用实证研究法的论文比例明显
偏低。

１．２．３　学术交流活动活跃，科研立项良好
我国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学术交流活动

频繁，比较有影响力的有：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日，“长
三角教师教育联盟卓越教师培养研讨会”在南京

师范大学召开；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２日，“卓越小学教
师培养”首届国际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１６日，“首届全国卓越教师发展论

坛”在重庆文理学院召开；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至１６
日，“与儿童一起成长的卓越小学教师之路”国际

学术论坛在南京晓庄学院举办。

每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立项课题基本

上是某个时期内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或者前沿

问题，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引领作用。据统计，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这５年中，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十
三五”规划课题立项中共有７项是关于卓越教师
培养的：２０１３年阜阳师范学院余宏亮的“微课程
视域下卓越教师实践教学体系建构研究”

（ＣＩＡ１３０１８６），２０１５年西南交通大学张志泉的
“卓越教师培养效能的“增值性评价”研究”

（ＤＩＡ１５０３１８），陕西师范大学龙宝生的“卓越教师
职前成长微环境研究”（ＤＡＡ１５０２０３），南京师范
大学张华军的“卓越教师精神成长史研究”

（ＣＨＡ１５０１８３）及华中师范大学胡典顺的“ＴＰＡＣＫ
视角下卓越教师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ＤＨＡ１５０２８６），２０１６年立项有河北经贸大学刘刚
的“大学卓越教师教学学术核心能力及其形成机

制研究”（ＢＩＡ１６０１０６），北京师范大学的于?的
“卓越教师教育计划背景下德国职前教师培养模

式改革研究”（ＥＤＡ１６０３９０）。以“引导性”“前瞻
性”著称的全国教育科学课题，近５年中有７项关
于卓越教师培养的课题立项，说明该领域的研究

已经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虽然当前关于“卓越教师培养”的学术交流

活动和科研立项态势良好，但专业的研究团队和

学术组织不多，研究合力有待形成。

２　卓越教师培养后续研究前瞻
国内外对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但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对象有待

拓展、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２．１　建构理论体系
所有领域的研究，必先弄清概念、内涵、评价

依据与标准等。学者们对卓越教师的定义、内涵、

特征、培养目标、价值取向等的认识还存在分歧，

从基础素养、核心素养、发展素养上全方位考察卓

越教师素养结构的研究尚未出现，对卓越教师培

养的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

研究有待完善，其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建构。

２．２　拓展研究领域
纵观现有研究，对卓越教师培养的模式、策略

等均有涉及，但研究领域、研究内容有待拓展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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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首先，拓宽研究层面。现有研究大多数局限

于对卓越教师培养的宏观层面上，需要拓展到各

个学段、各个学科层面卓越教师培养的中观、微观

研究。例如，可以分学段去研究卓越幼儿园教师、

卓越小学教师、卓越中学教师、卓越大学教师的培

养；也可以分学科研究卓越语文教师、卓越数学教

师、卓越英语教师的培养，等等。也可以将学段与

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如卓越小学英语教师的培养、

卓越中学语文教师的培养，等等。其次，深化研究

内容。对卓越教师的培养研究可以分为职前、职

后两大阶段。对每个阶段的卓越教师培养的课程

设计与实践的特色研究都有待加强，对卓越教师

的专业知识结构、专业能力框架、师资队伍建设等

研究有待深入。

２．３　优化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优化有助于提升理论阐释力。现

有研究大多重思辨、轻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相

对不足，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拘泥于一种方法，缺乏

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卓越教师培养是一个较

新的、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需要在

实践中检验并不断完善，尤其是对各个学段、各个

学科的卓越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实践方式等，要

加强实证研究，坚持定量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

３　结语
卓越教师培养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重要课题，是培养卓越人才的必要举措。学术界

对卓越教师的内涵、特征有一定的研究，但尚未形

成完整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对卓越教师的培养

模式，国外研究可以概述为“合作”模式，国内细

分为Ｕ－Ｇ－Ｓ模式 Ｃ－Ｓ或者 Ｕ－Ｓ模式和“书
院制管理模式”，但以Ｕ－Ｇ－Ｓ模式认同度最高。
对卓越教师培养质量的评价机制的研究，国外已

经基本形成理论体系，国内尚处于探索阶段。关

于卓越教师培养研究的学术会议频繁、高规格的

课题立项良好、成果文献类型分布合理，但成果质

量有待提高。在未来的研究中，期待在卓越教师

培养的理论体系建构、各个学段与各个学科领域

卓越教师的职前培养特色及职后发展路径等方面

有所突破，同时，研究方法有待优化，实证研究需

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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