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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脉络、能力特征与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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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进，对高等职业教育高素质“双师型”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而迫切的发
展要求。教师专业标准反映教师专业发展行为规范，体现了教师专业素养与能力的核心标准，在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

有导向作用。通过厘清职业教育领域“双师型”教师专业理论框架与要素，梳理教师专业标准发展脉络，探析高职院校

“双师型”教师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方面综合能力特征，提出教师发展支持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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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
实提升适应性和吸引力，提升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的素质是关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

“全面提高职业院校教师质量”［１］；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强“‘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２］；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深化新时代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强调“建设分层分类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３］。

据《２０２２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有
专任教师１８８０．３６万人，其中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和高职专科学校约６５万人。教师专业标准体现
国家对教师行业的重视，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的行为规范，体现教师专业合格要求基本准则，

在教师专业持续发展不同阶段均发生效力，起着

导向引领作用，研制教师专业标准成为教师教育

改革与专业发展领域热点话题。

１　教师专业标准发展脉络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

教师专业化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两个概念

相通，均是指增强教师专业性的过程，前者侧重于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专业性，后者侧重于提高教师

个体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专业性，其研究重点都

聚焦于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是什么，如何

促进专业化和专业发展。科学界定和正确理解专

业化、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有助于确定教师专业

标准研究的角度和切入点。

１．１　内涵释义
专长指在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在教

育教学领域，对教师教学专长的知识技能特征、获

得及发展进行研究，可为衡量教学成功与否提供

规范和标准。专业化指某个职业在发展成熟过程

中，逐步形成鲜明标志性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

获取相应专业地位的过程。教育专家叶澜教授提

出，把教师专业发展理解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或教

师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变和丰富的过程。

教师在持续发展中不断接受专业新知识并实现专

业能力提升，专业成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反思

和探究来调整价值取向、拓展专业内涵、提升专业

水平，是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动态发展过程。

１．２　地位确认
教师职业主要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历史上

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学徒式”教师养成模式，确

认教师职业具有专业性经历了比较长的发展期。

１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２３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ＸＪＫ１８ＢＺＹ０４８）
作者简介：李平（１９７２—），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督导、教师发展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早期，教师职业专业发展制度的建立可追溯到１６
世纪中期法国在兰斯创办的第一所教师训练机

构，而后这类短期师资培训机构在其他欧洲国家

成立；１７世纪末法国设置了公立巴黎师范学校，
随着师范学校在多个国家的相继设立，师范教育

理论产生并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并走向制度化、

系统化。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
开的会议关注到教师地位，提到教师专业的问题；

７０年代，美国卡内基工作小组和霍姆斯小组发表
报告提及教师专业发展，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关注，人们意识到教师如获得最大程度专业发

展，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素质。此后研究者将注意

力逐渐转向探索教师专业发展规律性。

１．３　发展路径
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探索大体分为知识

取向、实践反思和生态取向三类。知识取向基于

教学专业的知识基础已确立，可通过提高教师的

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此理论

框架被确立为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依据。实践反

思属探究性专业发展，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中持续反思并不断实践提升的过程，即通过加强

对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认识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生态取向强调教师团队协作，教师个人专业发展

受所处环境和团队影响，教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

风格的形成受教师文化和教师团队相互合作的影

响。无论选择哪种取向，教师教学专长的获得都

需要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实践，并积极反思再实践

来促进教学专长提升。

２　教师能力素质结构研究
对教师能力素质结构的研究，其发展过程可

概括为体现目标本位、自觉发展取向、注重学生本

位等三个阶段。

２．１　体现目标本位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试图通过分析

有效教学或优秀专家教师等途径，来寻找提炼优

秀教师的特征，对教师的个性特征、知识技能和人

格品质等进行分析，描述教师能力结构特征，当时

的研究者认为如果教师具备这些特征，那么就能

很好地胜任教学工作。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利伯曼

在《教育专业》中提出教师专业标准化特征；国家

教师教育认证协会制定《教师教育专业标准》，标

准包括了教师教育目标、组织管理等内容。这个

时代盛行泰勒评价理论，侧重于描述实际教育活

动过程是否达到预期教育目标以及达到何种程

度，开始意识到教育目标不是灌输知识，而是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这对教育和教育评价领域产生了

深远影响。

２．２　自觉发展取向
在教师群体专业化的发展策略选择进程中，

先后出现两种取向，专业取向强调通过制定规范

制度突出教师专业性，工会取向强调谋求社会认

可教师的职业专业地位。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美国
全国教育协会是综合性教学专业组织，它与由美

国教育工作者协会组成的美国教师联合会之间竞

争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专业发展取向选择过程；同

期，英国约克大学教育委员会关于师范教育和师

资培训的调查报告，将教师培养过程划分为职前、

入职和在职教育等阶段，教师职后继续教育引起

关注与重视；７０年代末期，美国全国专业教学标
准委员会提出更严格的专业教师规范标准，专业

取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严格的专业教师规

范标准可淘汰掉不合格教师，却无法保证促进教

师个体不断改进和提升。如何尊重教师个人成长

规律性并强调教师自身的积极作用，这一自觉发

展成长观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该观念强调教师发

现并协调各种现实因素有利于自身专业发展的意

识和能力。

２．３　注重学生本位
学者通过研究教师实现有效教学的行为特

征，分析其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及整体水平。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结构性教师能力
观，从教师具备制订教学计划、教学活动能力、课

堂管理和知识传授等制定评价系统，以及通过对

学生调查研究，得出善待学生、欣赏学生、促进学

生参与积极性等来构建好教师标准［４］。美国专

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发布咨询报告，提出成功教师

核心能力标准，突出了教师对学生学习管理、监督

和保护的权力及职责，反映出教师专业标准逐渐

从专注教师本身专业发展转向关注学生学业改进

效果，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不同发展阶段都制

定了详细的认证标准。２０世纪末期，英国先后颁
布《教育条例（学校教师评价）》《英国教师专业标

准框架》，其标准框架包括了入职教师、合格教

师、卓越教师和高级技能教师等系列标准；芬兰以

《基础教育法》形式对教师资格进行了规定。在

国内，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基础教育教师能力结

构日益受到关注，教师承担“学习促进者”职责应

具备的素质［５］，在教师能力研究中占主流地位。

２４１



第１７卷 李平：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脉络、能力特征与支持策略

３　高职院校教师能力特征
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项以解决核心问题为导向

的复杂活动，在构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专

业发展标准时，主要聚焦于两大核心问题的解决：

一是分析高职双师教师的能力特性；二是探索有

效策略以支持并推进教师专业发展。不同教育层

次和教育类型，体现了不同的教师职业特性，如高

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人文学科教师与理工科教

师、理论教学教师与实践教学教师、校内专任教师

与校外兼职教师的职业特性必然不同。构建高职

院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结合教师职业特征，

凸显职业教育特性，探讨如何整合支持和帮助教

师专业发展的各类资源以更好发挥其作用。

３．１　体现能力素质
在教师能力素质研究中，结构性理论占主流

地位。研究初期，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理解把教师

能力构成分为不同维度，认为教师能力主要体现

在自我监控力、学科能力和课堂教学基本功三个

方面；后期研究则认为，教师能力维度由教学认知

能力、教学操作能力和教学监控能力构成。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念，倡

导师生间和同学间进行建设性对话，来建构共同

认识，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

强化过程评价与探索增值评价是当前教育评价改

革的重要方向，过程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学

习策略、创造性、自主性和协作能力；增值评价关

注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综合素质的提升幅度。

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有助于教师更全面、准

确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发展需求。

３．２　确定教师地位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为推进教师专业化提

供了保障。１９８６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中
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对中小学教

师在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方面提出证书要求；

１９９４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法律
角度规定实施教师资格制度；１９９５年国务院颁布
实施《教师资格条例》；２０００年教育部发布《＜教
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同年出版的权威性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教师职业定

义为“从事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

归属“专业技术人员”类［６］。教育部已正式发布

学前教育、中学和小学教育、特殊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教师职业能力标准以及职业院校“双师型”

教师认定标准，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

专业发展标准目前处于研制阶段。

３．３　凸显职教特性
２０２２年４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

位，强调现代职业教育坚持德技并修教育理念，注

重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的能力，关注学

生的道德品质和个人全面发展。其教育规律通过

深化产教融合，将产业需求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采

用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基于

职业能力的专业设置、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

系、体现职业情境的课程内容、职业教育双师队伍

建设等微观层面表现。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教

师不仅应具备教学认知、教学操作和教学监控等

专业教学能力，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而

且应具备相关职业或实现职业发展所要求的实践

技能教学素质，并且具备将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

合教学中，能胜任产教融合发展，能把实践项目经

验积累转变为教学能力［６］。教育部新发布“双师

型”职业教师认定标准，强调对职业院校教师要

突出理论和实践教学能力，“双师型”应具有相应

的专业技能，并拥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践

经验。

４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策略
对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的研究关注教师个体素

质和专业能力提升，以及教师专业发展外部保障

和促进方式。在我国，国家层面在决策制定和相

关政策出台过程中，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

设教育强国的基础工作来抓，肯定教师社会地位

和专业价值，推出一系列举措促进教师专业能力

和水平提升。

４．１　校本支持
学校是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场域，其管

理效用体现在对教师的激励和触动，引导教师将

自身发展与学校规划和发展目标有机统一。学校

在尊重价值多元的同时，为教师实现个性化发展

提供机会和资源，并通过实质性支持满足教师职

业发展的需求，丰富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比如组织校本培训、研讨活动、导师制度和安排企

业轮训锻炼；促进教师间专业合作服务于教师知

识管理、行动研究和同伴互动；提供专业发展环

境，如技术设备资源、网络信息和教育科研平台，

包括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机制支撑，引导教师关注

学生学习和全面发展。

４．２　自我完善
自我完善是教师有意识地依照教师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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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身定位，积极主动地利用外在环境条件，通过

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和管理弥补自身不足，提升能

力的内部引导过程。教师在自我完善过程中学会

自我管理，通过专业实践、定期行动反思、剖析核

心问题、寻找替代方案、与同行分享交流合作，实

现对专业实践进行观念和技术层面的重建，并关

注自身与学生学习之间的适切性。职教教师在教

学反思中，善于将服务行业企业发展实践中积累

的项目案例，转化为教学案例或项目［７］，相较于

他人干预，实现自我完善对专业发展的效用更大。

４．３　共同发展
教师以学校为基本场域，基于共同愿景和价

值导向，通过构建团队共享机制，开展教学团队成

员与合作企业兼职教师之间的互动与经验共享等

促进专业发展活动，逐渐形成了学习共同体文化。

团体专业活动可以通过案例研讨、专题研究、企业

实践、课程开发等方式，教师在切磋中进行批判性

互动及差异性对话，磨炼自身专业技能，提升教师

群体凝聚力。可通过在专业标准中设置学习型团

队成员，来促进教师合作意识与能力养成。

５　结语
教师专业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其过程常常表

现为进取和低谷相互交织，有成功也伴随挫折。

它是蕴含量变与质变、不断化解各类矛盾的动态

过程，体现为教师价值观念、知识和技术的新旧更

替，教育教学行为表现的不断调适修正，教师进行

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估，接受外界评价的审视与界

定。成功的教师专业标准不仅检测教师知识技

术、能力素质、职业道德和价值观，还通过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进一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最终助

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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