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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与改革
·

编者按 :如何切实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

从而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

可以说是目前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攻坚难点与关键环节
。

现实

中不少人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

那么
,

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

美国高质量教师什么标准
”

一文提出的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值

得我们对照
,

其中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与借鉴
。

应该承认我们的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

这其实是一件很

正常
、

很平常的事情
,

因为中国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
,

本身就是一项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

不断探索
、

以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去持

续推进的事业
,

惟有如此
,

我们的教学改革才能不断前进
,

才能不断发展
。

关国高质量教师什么标准

孙河川
,

王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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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8 年 6 月
,

美国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委员会

盼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

通过全美专业教学标准

委员 会 (N a tio n al Bo

ard fo :

Pro fe s sio n al T e ac hin g

St an dard
s
)认证的教师

,

所教学生成绩进步幅度大于

未认证教师
,

并且认为该委员会的教师评价指标体

系是识别高技能教师的一种有效方法
。

1 5 万教师通过认证
,

今年推出新标准

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成立于 1 987 年
,

是

一个独立的
、

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
,

联邦政府为其

提供项 目资助
。

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让教师了解自

己的
“

应知
”

和
“

所能
” ,

在此基础上建立严格的教师

认证标准和教师评价指标体系
,

进而提升教师素质
。

20 01 年
,

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按不同学科

划分出艺术
、

通识
、

数学等 25 个学科领域
,

推出了

第一套教师评价和认证标准
。

这套评价标准得到了

全美公立学校校长理事会
、

美国各州议会联合会
、

全美教育董事会协会
、

全美学校董事会协会和美国

49 个州
、

500 多个学区以及众多地方教育局的立法

认可
,

并为那些获得认证的教师带来奖励
、

加薪
、

改

善工作条件以及专业发展的机会
:
目前美国有超过

10 万名教师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
,

5 万多名教师通

过认证
。

然而
,

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
,

科研
、

教育
、

技术
、

课堂教学的发展不断对教师提出新的要求
。

全美专

业教学标准委员会组织各学科资深教师
、

儿童发展

作者单位 : n oo 34 沈阳师范大学

专家
、

教师教育专家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经过多次

论证
,

在今年推出了新的教师评价指标
。

2 00 8年版的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保留了 2001 年

提出的 5 个核心维度
,

即教师对学生及其学习尽心

尽责 ;教师通晓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教学方法 ;教师

有责任管理和监护学生学习 ; 教师能系统地反思
,

从经验中学习 ;教师是学习型团队的成员
。

每个维

度之下的二级指标则由过去的 39 个精简到 21 个
,

在内容和聚焦点上也有很大不同
。

2 不仅会教学
,

还要了解教育热点问题

高质量的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全美专业教学标

准委员会最新制定的教师评价标准作了如下描述
。

2. 1 教师对学生及其学习尽心尽责 让所有学生

获得知识
,

相信所有学生都能学习 ;对学生一视同

仁
,

承认个体差异
,

并在实践中充分考虑这些差异 ;

了解学生是怎样成长和学习的 ;尊重学生因来自不

同文化
、

不同家庭而在课堂内表现出的差异 ;关注

学生的自我概念
、

动力
、

学习效果以及同伴关系 ;关

注学生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公民责任感
。

2. 2 教师通晓所教学科知识和教学方法 通晓所

教学科的知识
,

透彻了解学科的发展历史
、

构架及

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 ;具备教授学科知识的技能

和经验
,

熟知这种技能
,

了解学生学习这门学科在

前技能
、

前概念上的差距 ;能够使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和策略进行理解性教学
。

2. 3 教师有责任管理和监护学生学习 进行高效

能教学
,

掌握多种教学技术和方法
,

并能运用得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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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始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

使其专心
、

投人地学习 ;知晓怎样确保学生参与和营造秩序井

然的学习环境
,

怎样组织教学以达到教学 目标 ;知

道怎样去评估个体学生和整个班级的进步 ; 能采用

多种方法测量学生的成长进步和理解力
,

能把学生

的表现向家长作出清楚的阐释
。

2. 4 教师能系统地反思
,

从经验中学习 成为受过

良好教育的楷模一一会读书
、

质疑
、

创新
、

勇于尝试

和接受新事物 ;熟知有关学习的理论
、

教学策略
,

始

终关注和了解美国当前的教育问题及焦点 ;经常批

判性地审视自身的教学实践
,

深化知识
,

拓展所有

的专业技能
,

将新的发现运用到自身的实践之中
。

2. 5 教师是学习型团队的成员 能与他人合作改

善学生的学习 ;具有领导力
,

知晓如何积极寻求并

建立与社区团体和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制定教

学策略
、

课程发展和教师发展方面
,

能与其他专业

人士合作 ; 能够评价学校的发展和对资源的分配
,

以实现国家和地方的教育目标 ;深知如何与家长合

作
,

使他们富有成效地参与学校的工作
。

3 舞台广阔
,

教师不只是课堂内的领袖

新的教师评价核心维度和指标的最大特色是

其前瞻性
、

关注教师和学生学习之间的适切性
、

关

注教师教学行为与学生学业成就间的相关性
。

其前瞻性体现在要求教师应当是批判性反思

自身课堂教学实践的榜样
,

具有开放和勇于创新的

心态
,

是受过 良好教育的楷模
,

始终关注并了解国

家面临的教育问题及焦点
,

在坚持终身学习和本专

业的精深学习方面
,

能始终站在最前沿
,

在学生的

培养方面怀有高期望值
、

尊重学生的差异和关注个

性发展
、

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
。

提倡用终身学习

克服知识滞后
,

积极反思
,

以思促教
,

善于读书
、

质

疑
、

创新
、

勇于尝试和接受新事物
,

不断深化专业知

识
,

拓展各方面的专业技能
。

从核心维度的聚焦点来看
,

美国教师教学评价

指标的聚焦点有三
,

其一在于教师对所教科目的知

识和教学方法运用得当
,

其二是教师具有进行高效

能教学的素质
、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与营造良好学习

氛围的能力
,

其三是教师必须具有对所教学生和班

级进行评价的能力
。

由于美国近年来在教育上实行
“

加压
”

政策
,

层层实施教育问责制
,

各州实行核心

课程统考
,

因而催生了这样的指标
。

另一核心维度
“

教师有责任管理和监护学生学

习
”

强调教师肩负着管理和监护学生学习的职责
,

突出了教师对于学生学习的管理权
、

监督和保护的

权力与职责 ;另外
,

核心维度中的
“

教师是学习型团

队的成员
”

所包含的二级指标与 200 1 年版本也很

不相同
。

它突出强调了在当今变革的社会中
,

教师

应当具有领导力
,

应当具有社会交往能力
,

应当知

晓如何积极建立与社区团体和企业的合作伙伴关

系
。

为了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

为了实现教育目标
,

教

师能够正确评价学校的发展和对资源的分配是否

合理等
。

这一核心维度强调了 21 世纪的教师不同

于他们的前辈
,

不再只是课堂内的
“

领袖
” ,

他们的

活动舞台
、

视野和张力应当远远超越课堂和学校
。

(转载自 200 8 年 9 月 9 日《中国教育报》第 10 版)

八 荣 八 耻

以热爱祖国为荣
,

以危害祖国为耻 ; 以服务人民为荣
,

以背离人民为耻 ;

以崇尚科学为荣
,

以愚昧无知为耻 ; 以辛勤劳动为荣
,

以好逸恶劳为耻 ;

以团结互助为荣
,

以损人利己为耻 ; 以诚实守信为荣
,

以见利忘义为耻 ;

以遵纪守法为荣
,

以违法乱纪为耻 ; 以艰苦奋斗为荣
,

以骄奢淫逸为耻
。

·

公益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