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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的
现状与前景

赵建华，姚鹏阁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信息技术应用为教师专业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要求：教师不仅在教学知识、学科知识方面得到发

展，还需要掌握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知识和技能。信息技术既是教师学习的对象，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撑环境

和条件，并因此得到教育实践领域的高度重视。该文从政策、实践、评价和研究四个层面出发，对当前国内外信

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在系统归纳教师专业发展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

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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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
飞速发展，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全新体验。
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型应用模式为传统社会
带来了挑战，颠覆了人们的传统理念和行为习惯，
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在教育领
域，技术进步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教
育变革的推动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在“2012-2015教师战略”中提出“利用包括ICT
在内的多种方式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1]。美国在NETP2016中提出技术支持的教学的
目标是“利用技术把教师自身和其他老师、数据、
资源、专家以及学习经验连结起来，支持并鼓励
他们为所有的学习者提供更加有效的教学”[2]。中
国政府在2015年3月提出“互联网+”国家发展战
略，并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指导意见》和《关于“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入推进
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指
出信息技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影响，需要高度
重视“互联网+”战略的历史意义[3][4]。

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提高
专业认知、知识和能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通过不断探索和反思，拓宽专业知识面，不
断提高专业水平，实现专业成长。教师终身学习
和成长一般经历职前培养、新任教师培养和在职
培训过程[5]。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非常重视教师专

业发展政策，通过设置相关项目和工程，以推动教
师专业发展。建立需求导向培训体系是各国教师
信息技术能力建设(ICT Capacity-building)的重要抉
择，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支
撑。在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建设中，国际公司做了大
量工作，如英特尔公司“未来教育”项目和“一对
一数字化学习”项目、微软“携手助学”项目、苹
果“杰出教育工作者计划”和惠普“催化剂”项目
等，为促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做了大量工
作。为了确保教师ICT能力建设质量，研究发现，
应该将第三方评估机制作为教师ICT能力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6]。

“十二五”期间，我国非常重视中小学教师
专业发展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2010年6月，教
育部为培养中小学“种子”教师，全面提升中小
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决定实施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下简称“国培
计划”)[7]。截止到2015年，共培训教师700多万人
次，其中农村教师占96.4%，基本实现了对中西部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的全覆盖[8]。为了进一
步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教育部于2013
年决定“组织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工程的总目标是“到2017年底完成
全国1000多万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新一轮提升培
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学科教学能力和
专业自主发展能力；开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
以评促学，激发教师持续学习动力；建立教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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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用机制，推动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和日常工作
中有效应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取得新突破”[9]。为了保证“每位中小学教师能
够利用信息技术上好一节课，使每节课都至少有一
位优秀教师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讲授”，教育部基础
教育二司组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
动，“进一步增强教师对信息技术推进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各学科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优质资源开发与共享[10]。为了组织保障这些工
程、项目的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的目标，教育部组
织制定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
行)》[11]、《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
标准(试行)》[12]等。教育部通过实施一系列工程及
项目，旨在强有力地推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建设，为信息技术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奠定
基础。

在推进面向信息化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教师
对信息化教学的认可度亟待提升[13]；培训内容缺乏
针对性和时效性，不能学以致用，培训是“完成任
务”现象严重[14]；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未能培养教师
有效的使用技术[15]；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缺乏系统有
效的评估[16]等。这些问题和挑战制约了教师信息技
术教学能力顺利发展。而破解当前教师专业发展中
所存在的这些实践难题，顺利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持续发展和提升，是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建
设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十三五”期间是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目标和任务的关键
时期[17][18]，任务更加艰巨，更富挑战性。针对我国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状况，在“十三五”期
间，应重点帮助教师提升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借鉴国外教师专业
发展的优秀经验，并与国内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相结
合，对于提升我国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和质量均有积
极地保障和推动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
开展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推
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和实践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Laferrière等人在分析和识别国际和亚太地区在
数字化学习支持的教师教育和发展研究基地相关
案例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教师专业发展中数字化
学习的趋势和应用模式，提出未来技术支持的教
师专业发展趋势包括：(1)技术创新要同社会和

教学法创新紧密相连；(2)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
发展呈现知识传播(KnowledgeTransmission)、知
识创建(Knowledge Construction)、参与社群实践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和集体知识
建构(Collective Knowledge Building)四个阶段；(3)技
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有效性取决于实施的背景和
目的，并对其挑战进行了实证研究[19]。Vonk针对欧
盟共同体中不同国家的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进行分
析和对比，提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应该从
“管理导向(Management-Oriented)”和“实践导向
(Practice-oriented)”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减小教师
专业发展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20]。Wei等人通过
对联邦政府2008年学校和员工调查数据(SASS)进行
分析指出，相比2004年，美国教师在过去12个月内
参加“学科主题内容”“教学中计算机使用”“阅
读教学”“学生纪律和班级管理”等主题的教师比
例均有提升，但同时参加这些培训的时间在9小时
以上的教师比例却比2004年有所下降。他们在研究
中发现，美国城郊或农村、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
占多数的新入职教师，通常会得到更多的专业发展
支持。而高质量的教师专业发展同学生成就之间具
有密切联系。以校本为主的、有目的的、持续的活
动，能够有效支持高质量教师专业发展[21]。文秋芳
等人通过对我国1999-2009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总结了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通过聚焦课堂关键问题研究，加强教师—研
究者共同发展的合作团队建设[22]。从相关研究成果
中，可以发现解决当前信息化环境中教师专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为制定
“十三五”时期教师专业发展目标提供参考和建
议。本文对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相关实践和研
究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实
践、评价和研究四个方面开展分析工作，旨在深入
认识当前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在国
内外总结应用案例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和
微观层面对我国“十三五”期间教师专业发展的目
标及任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对比分析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包括政策、实
践、评价和学术研究，代表了不同领域。这四个领
域的经验和成果，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和完
善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以取得更好的教师专业发展
实践成果。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教育信息化建
设视阈下的教师专业发展，从政策、实践、评价和
研究四个层面对国内外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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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专业发展政策
1.研究目标和对象
主要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的政策进

行分析，以探讨各国在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建设政策
方面的特点和作用，从而增强对政策保障的深入认
识，更好地借鉴和吸收他国在政策建设方面的成果
和经验。研究对象包括美国、韩国、新加坡、澳大
利亚、英国和中国等。

2.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分析
(1)美国。按照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对“美国

教育技术规划(NETP)”界定，NETP是为教师、政
策制定者、管理者和教师培训专业人员提供的“一
种行动的呼唤、一种通过技术实现学习的愿景、一
组建议和来自真实世界案例的集合”。自2010年开
始，NETP确定了相对固定的领域，“教学”是五
大领域之一。NETP2010中对教学规划的目标是：
“利用技术为教师提供支持，使其能够获取数据、
内容、资源、专业知识和学习体验，从而激励教师
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有效的教学”[23]。NETP2016
对教学规划的目标是：“在技术支持下，教师可以
与他人、数据、内容、资源、专业知识和学习体验
联结起来，以调动和激发他们为所有的学习者提供
更加有效的教学” [24]。实现教师“为所有学习者
提供更加有效的学习”是NETP对教师专业发展提
出的要求。美国非常重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
训，在确保教师具备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开发种类繁多的教师专业发
展资源和工具，为教师开展信息技术有效整合提供
条件。为了改进教师培训质量，适应不断增加的数
字化资源，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采用构
建教师个人学习网络，实现教师之间的互联互通，
培养具有在线教学支持技能的师资力量，开展“为
未来准备”的教学[25]。

美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包括联邦政
府、州及学区，联邦政府通过出台建议性政策，
供各个州和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制定符合
州和学校需求的发展政策。同时，联邦政府发布
相关标准以对教师能力发展进行指引。2002年美国
教育部颁布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指
出实施这个法案需要有高质量的教师，强调了学
校和教师的责任，成为全美各州教师专业起点的
规范性框架[26]。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实
施地方强制性教师评价政策，即教师评价政策的
制定权和实施权完全交由地方学区，并由这些学
区强制学校执行和实施地方所制定的教师评价政
策与工具[27]。

(2)韩国。韩国在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过程中，
从1996年开始实施重大规划，相继制定了第一个重
大规划(1996-2000)，主要内容是进行相关硬件和
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成立了教育网，为学校教学提
供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28]。1997年至2000年的重点
任务是加强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运用，给中小学教师
提供电脑。第二个重大规划在2001年至2005实施，
主要任务是开展数字化学习。2006年至2010年实施
第三个重大规划，其目标是开展泛在学习。2011年
至2015年开始实施第四个重大规划，主要聚焦于智
慧教育(SMART Education)。为了配合实施“重大规
划”，采用在学校层面上开展教师培训，在国家层
面上培训骨干教师，然后由他们在区域层面上培训
普通教师。学校教师可以参加由省、市教育机构提
供的离线和在线培训。学校针对其所需要的内容组
织培训，鼓励教师参与学校团体活动及主题学习活
动。教师通过参加培训，在得到能力提高后，有可
能成为骨干教师。信息技术经验丰富的教师，通过
参与政府或企业主导的ICT教育项目，在SNS(社交
网络服务)上交流经验，能够在相关领域成为“明
星教师”[29]。

(3)新加坡。1997年开始，新加坡启动了第一期
重大规划(1997-2002)，立足课程与评估、学习资源
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教师专业发展主要立足
在职教师信息技术整合能力和职前教师信息化教学
核心能力。从2003年开始，开始实施第二期重大规
划(2003-2008)，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满足不同信
息技术应用水平教师需要，通过建立持续的教师专
业发展模型，推进数字化学习文化，并对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进行认证。2008年起进入第三期重大
规划(2009-2014)，通过建立师生学习伙伴关系，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通过构建多种合适的平台和网
络促进学生之间的协作，从而促进学生的协作学
习[30]。自2015年开始，新加坡实施iN2015智慧国项
目，其中教育和学习目标是创建个性化学习环境，
让教育和学习成为信息技术使用的创新中心[31]。新
加坡将教师培训置于优先发展位置，在对教师进行
统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技能的培训之后，鼓励学
校根据教师的不同需求组织教师培训项目，教师不
仅能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还应该设计信息化教
学环境，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32]。

(4)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将数字技术革命看
成是提高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能力和水平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将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技术包含在国家专业
标准中。自2010年2月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实
施针对教师的“数字化教育革命”策略，其目标是



98

Teacher Development
教 师 发 展 篇 2016.4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51期

为澳大利亚学校教学提供可持续的和富有意义的变
革，帮助学生在未来的教育、培训以及在数字世界
中的生活和工作做准备[33]。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数
字教育革命”评估框架，包括整体影响、所得成果
的指标、方法论和时间表等方面的内容。针对教师
ICT教学能力发展，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要为教师提
供技能和工具，以便教师设计和讲授能够满足学生
需求，并从数字学习项目受益。21世纪以来，澳大
利亚政府不断对教师专业发展政策进行改革，强调
教育的公平性，制定了系列教师教育改革政策，
如《全国教师专业标准》《教师绩效与发展框架》
等。此外，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设立创新基金，支
持应用ICT的教师教育课程的开发，提供ICT职业学
习，开发在线职业学习资源，并且涉及了三个关键
领域：提高教师职前能力；加强在职教师能力；通
过领导力推动创新。

(5)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政府就
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并通过颁布
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确保教育信息化的顺利推
行，例如“微电子教育计划”“英国网络年”的
五年计划将《信息技术》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等
等。英国政府重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
并反映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中。1998年，英国政
府在“国家学习网格”计划中，提出到2002年，让
所有教师进行使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培训。加
强职前教师信息素养培养，加强职前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评估。2005年，英国发布了“e战略：
利用信息转变儿童学习与服务的形式”，旨在通
过创建个性化学习服务环境，为教师转变教学方
式提出支撑。2008年，英国发布了《利用技术：下
一代学习(2008-2014)》战略计划，进一步完善信
息化应用体系，2010年颁发布了《下一代学习：
2010-2013实施计划》[34]，对2010年到2013年行动
和目标进行规划。

(6)中国。国家和地方十分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工
作，自“十二五”以来，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中央政府、省(市)、县(区)、学校制定了种类多样的
政策和标准，尤其通过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形
式，持续稳定的推动教育发展，如《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为了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教育部通过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35]，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水平，并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标准》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课程标
准》(试行)[36]等。

3.结果与发现
(1)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具有较强地针对性和持续

性。各国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制定针对特定时期教
育实践需求，在宏观层面上呈现阶段性和连续性的
特点。针对教育信息化建设起步阶段，在政策上强
调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的同时，将信息素养和能力
建设作为首要解决的任务。

(2)根据政策类型及性质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政
策或规划的有效实施。各国教师专业发展政策或规
划在执行层面主要包括建议性政策和行政性政策两
种。行政性政策采用的是自上而下行政性质，带有
一定的强制性，因此能够有效保障政策在实践中落
实。建议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以保证执行效率，
尤其当缺乏说服力的前提下，则在实践过程中很难
得到有效实施。

(3)运用配套政策保证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的有
效实施。为了保证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政策的推行效
力，各国比较重视配套政策制定工作，采用立项、
组织专家调研、建立相应评估激励机制等形式，如
激励机制、能力建设项目或工程等，以促进教师数
字化教学能力提升。

(4)重视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和规范的制订。各国
重视通过制订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和规范，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有序、快速发展。通过制定标准和规范，
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依据。相关标准、规范类型包
括教师信息素养、专业能力、信息技术应用等。

(二)教师专业发展实践
1.研究目标和对象
主要关注各国教师专业发展实践活动，如所执

行的工程或项目等，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策略和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和
中国。

2.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分析
(1)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美国教师专

业发展学校由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与一所或多所
中小学合作，融教师职前培养、在职培训和学校改
革于一体的学校形式，是经过重新设计和调整，具
有多重功能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学
校的目的是通过大学和中小学之间的合作，提高职
前、在职教师的教学水平[37]。教师专业发展学校通
过教师论坛、学术沙龙、课题研究、观摩研讨、网
络交流等形式开展教师专业发展活动。

(2)英国的中小学基地。英国中小学基地是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和实施的一种校本培训模式，实施主体
包括中小学学校、地方教育局、大学或教师中心、其
他培训机构，以中小学校为主要实践基地[38]，类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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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基地校，能够为教师提供同一线紧密接触的实
践场所。

(3)新加坡校群。新加坡将一些地理位置比较
靠近的学校组成一个学校群组，每一个校群中包含
十余所不同类型的学校(小学、中学、初级学院)，
校群内学校分配采用就近原则，数量控制在合适范
围，以有利于交流和沟通为原则。校群内学校彼此
之间交流各自的发展规划和教师在教学方面取得的
成果，组织经常性的经验分享活动。在培训过程中
充分利用教师自身资源，有目的地推广教师在教学
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对教师在教学实践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开展研究工作[39]。

(4)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网络环境
下教师学习共同体是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平
台。教师通过互联网可以得到本地学校不能提供的
高质量的在线专业发展机会，可以与专家及同伴开
展合作，进行持续地交流和磋商。通过网络专业发
展共同体，教师们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相互隔绝的现
状，与异地教师进行沟通、开展合作、共享资源、
经验和成果。世界各国出现了许多基于网络的教
师专业发展项目，其中比较成功的有Tapped  In、
ILF、Teacher Net、K12教师频道、教育在线等[40]。

(5)中国湖南基地校。湖南省在省级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中，通过建立基地校(园)方
式，以高校为龙头、优质中小学校为基础、教师
培训机构为纽带的宽覆盖、高质量、有特色、开
放灵活的教师培训基地网络体系，实行培训中心
下移，充分发挥优质中小学校、幼儿园在实践性
培训、训后跟踪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地校建
成全省教师培训的教学基地、实践基地、研究基
地、课程资源开发基地，在培训实践中采用了现
场集中培训、网络研训、校本研训等方式，为教
师专业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3.对比研究发现
(1)教师培训的组织方式。各国根据自己的实

际需要，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教师专业发展方
式。实践证明，适应教师专业发展特点而形成的
组织形式，有利于调动教师积极性，具有稳定、
高效的特点。

(2)培训下移、基于实践场的教师专业发展具
有更高的效率和活力。通常而言，教师培训采用自
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方便组织和实施。但实践证明
这种方式由于缺乏针对性而呈现出较大的局限性，
并为基于学校的、以课堂为本位的教师培训方式所
取代。后者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能学以致用，是
实现理论与实践良好结合的桥梁。

(3)基于网络的校际合作成为推动教师专业发展
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网络社区平台为教师彼此之
间交流观点、分享资源和经验；利用网络视频会议
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汇报、展示和参观，及时回复
和反馈等。远程校际合作打破了学校围墙，让教师
不用走出校门即可与同行开展互动，正在成为教师
专业发展的一种有效应用形式。

(三)教师专业发展评价
1.研究目标和对象
本研究旨在探讨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的发展特

点，通过分析各国及国际组织所推出的教师专业发
展相关评价项目、评价标准等内容，以深入了解教
师专业发展的评价准则、策略和方法。

2.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分析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PISA。PISA

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组织的学生能力
国际评估计划，主要测试15岁学生(即初中毕业生)
是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PISA测
试的影响学生素养和学业成绩的诸多因素中，除家
庭影响外，学校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在学校的各
种因素中，教师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OECD分别
于2008年和2013年组织了两轮大型国际教育研究项
目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主要从教师角度了解其专业
发展。调查内容包括教师的专业准备、入职培训、
专业发展、教学理念与实践、教师评价、校长领导
力、学校氛围与支持等，通过寻求各国的有益经
验，促进对教师的重视，并为各国教师发展提供政
策建议[41]。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教师信
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UNESCO于2011年颁
布的《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对教师
运用ICT进行有效教学所应具备的能力进行了详
细描述[42]。该框架的主要目的是为各发展中国家
制定教师标准提供参考。根据该框架中设定的相
关指标项，可以作为针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评价
的依据。

(3)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发布的《面向
教师的国家教育技术标准》。ISTE分别于2000年和
2008年推出了两个版本的《面向教师的国家教育技
术标准》，在美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为世界各国
开展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评价所参考。该标准能够为
教师促进自身教学提供有效指南[43]。

(4)上海浦东提出的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发展评
价体系，帮助教师了解自己的专业发展水平。基本
原理是通过了解教师网上专业发展的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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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和区域教师专业研修社区的建设水平，确
定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确定教师专业素养内涵，收集教师网上活动和利
用记录、参与网络研修活动记录、教育博客(论坛)
发言频率等，分析研修社区的功能性、学术性、
引领性、吸引力、影响力、互动性等内容，利用
网上工具，根据教师个人网上活动和网络研修社
区活动，解析整个区域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能
力和水平[44]。

3.对比研究发现
(1)教师专业发展是提高教与学的质量的重要因

素。为了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根
据评价目的，在构建专门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教
师专业发展进行评价。

(2)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主要包括基于知
识掌握的评价、针对专业能力发展的评价和基于标
准的评价等三种方式。基于知识掌握的评价包括对
教师自身及学生学习成果的测试两个方面，除对教
师自身进行评价之外，学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评价
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专业能力发展
的评价主要是采用与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评估指标
和评估等级，以基于相应的评估指标评定教师所在
的等级。基于标准的评价主要是指各国政府根据本
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制定的一系列符合本国特色
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标准，各省(市/州)、县(区/学
区)、学校等采用统一标准对教师实施评价，或者
将政府制定的标准作为参考进行评价。

(3)信息技术对教师专业发展正在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影响，它即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之一，也
成为教师展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因此，针对信
息化环境中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与传统发展相比，
无论从评价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比较重要的
变化。虽然在实践中针对信息化环境中教师专业发
展的评价内容和方法已经做了大量尝试，但是目前
相关工作仍在研究中。

(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1.研究目标和对象
本研究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及国际知名教

师专业发展组织机构、相关项目、工程、基金和研
究主题等的对比分析，从一个相对宽泛的视角看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教师专业内涵发展
的内在原因。

2.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分析
(1)组织机构。国外从事教师专业发展组织和指

导的组织众多，如成立于1857年的美国国家教育协
会(NEA)，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公立教育品质，提升

教师专业化水平，制定教育专业标准，重视教师与
课程发展，提升教师的专业决定权。成立于1995年
的英国教师专业协会(PAT)，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教
师权利、提升教学专业的公众形象、提供专业发展
机会、追求优质教学，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法国国
家教育联盟(FEN)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兼具工会和
专业主义取向的组织，组织内部存有两种意见：一
种坚守传统使命，讨论专业问题，改善教学状况，
提升学业成绩；另一种偏重政治，用工会运动方
式，争取教师权益。成立于1952年的世界教师组织
联盟(WCOTP)，目的在于增进人类自由、和平和幸
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团结世界各地的教师与教
育工作者，消除种族偏见与歧视，促进各国教师间
的良好关系。此外，作为一种民间非政府团体组织
的教师联盟，其成员以教师为主，同时包括一些其
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宗旨是为联盟成员争取福
利，并帮助成员提高专业水平，进而提升其服务水
平，例如全美教育协会(美国)、全国教师协会(英国)
等。这些同教师专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组织机构，对
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教育水平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2)基金、工程、项目。在教师专业发展领域，
各国或国际大公司等通过设立各种基金、项目、工
程等方式，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英国将教师
培训工作作为政府行为，在组织管理政策和经费等
方面对教师的培训均予以保证。1998年，英国启动
“IT培训工程”，投资6亿英镑用于信息技术培训
计划，通过培训教师学会计算机和掌握因特网来提
高中小学教学质量[45]。韩国自2001年开始，通过开
展信息和通讯技术培训计划，提升教师应用信息
与通讯技术的能力。2011年，韩国推出了“智能教
育”(SMART Education)战略，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开发与普及智能教
育培训课程，面向所有教师开展智能教育培训[46]。
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Intel Teach to the Future，ITF)
是英特尔公司为教师专业发展而设计的一个全球范
围公益性培训项目，它将帮助教育工作者学习如何
有效地将信息技术和资源融入到他们的教学中，开
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从而培养学生适应21
世纪发展的素养与技能[47]。IBM“重塑教育”(IBM 
Reinventing Education，RE)项目是IBM的公益捐赠
项目，应用IBM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推动世界各地学
校的进步。

(3)研究主题。教师专业发展是国内外教育研
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体现在对有关教师专业
发展内涵研究、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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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研究等等[48]。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对教
育教学变革的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
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主要包括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建设的现状、标准、途径、影响因素等内
容。Foon等研究者利用Delphi方法开发了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标准，包含有ICT操作技能的知识、学习
环境的计划和设计、教学法、评估、终身专业学
习，实践和效率、社会和道德价值观的问题六大
类[49]。Sallimah等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影
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态度
(Personal Attitude)、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知觉
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等[50]。张屹等
研究者基于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
准(试行)》的内容框架分析了X省教师的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51]。汪文华基于我国教育
部所提出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探究了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培训的需求、设计与策略[52]。国外亦开展大量
相关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如
NEA的研究主题包括教师领导倡议能力发展、教师
多样性、教师自己设计教师专业化(由来自全美各
地的教师和教师教育者同斯坦福大学员工协作设
计edTPA)、教师评价(发布《NEA教师评价资源指
南》，为国家和地区在开展系统性教师评价提供信
息和资源)[53]。NUT发布了多种针对教师专业发展
的观点，并对政策制定做出贡献，所开展的研究主
题有对考试制度的讨论(发布Exam Factories专题报
告，呼吁存在的不利影响及改进措施)，对学校教
育的讨论[54]，对国际经验的借鉴(通过对芬兰经验
的借鉴，为英国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等[55]。

3.对比分析发现
(1)组织机构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发

挥支撑作用，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机构对教师专业成
长更能扮演特定角色，更好地保障教师群体的专业
性。在增强教师专业的认同感、自信力、自律等方
面，能够发挥比较政府更大的作用。

(2)教师专业发展可以采用政府机构同非盈利组
织、教师联盟等相互补充的形式，全面、深入地推
动教师专业发展，通常采用教师培训、观摩参观、
校际合作、校本培训、自主发展等形式。

(3)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专题适应教育实践不断发
展变化的需求，尤其在信息化环境下，各国政策制
定者、教育领域研究者、学校领导者、学科教师等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对教育教学的要求，以信
息技术应用为引领的教学融合创新成为教师专业发
展的新内容，进而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理念、培训方

式、评价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
(五)研究结果与讨论
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实践、评价和研究

四个方面的对比研究，国内外当前信息化环境下的
教师专业发展得到特点如下：

1.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国际政策呈现
较强连续性。国际上对于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
展的建设政策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稳定性和连
续性，对持续推进教师ICT能力水平的提升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且核心政策涉及教师专业发展资金
投入、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教育信息化发展体制
机制等多个方面。

2.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具有较突
出的“三个特点”。国际上对于教师专业发展不仅
在关注为所有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机会的同时，更加
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对于教与学变革所产生的效果，
更加注重教师的发展目的是为了促进教与学的转
变，促进学生能力培养，关注培训实效、关注区域
发展和个体发展。关注教师信息化领导力提升。教
师信息化领导力的内涵包含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而又
不仅仅局限于此，同校长信息化领导力一样，教师
作为信息化课堂的管理者所应具备的信息化领导力
同样引起国际教育界的高度关注。教师参与信息化
管理，是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只有发挥教师主体参与作用和参与能力，提升教师
的领导意识和领导能力，才能充分调动教师的专业
发展意识，提供其专业发展机会[56]。国际上更加关
注通过学区(区域)和基于校本的教师培训，将培训
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州和校，调动
地方积极性的基础上，满足区域和学校自身的个性
化培训需求。

3.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培训内容注重实用性、
针对性和定制性。信息化环境下教师培训内容注重
设计和开发，聚焦教师的差异性，考虑承认学习的
规律，按照教师不同岗位职责、不同学历层次、不
同个人需求，确定培训目标，调配培训资源，提高
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同时，在培训内容设计时，充
分发挥受训教师的自主能动性，使他们参与到培训
的设计开发中来，培训过程中，注重引导教师分享
自己教学中的案例，促进培训内容的生成，推动同
伴共同学习[57]。我国当前培训主要采取集中短期培
训和教研两种形式，网络作为辅助和支撑手段帮助
教师实现远程学习和异地教研，随着中央财政加大
对教师培训的投入，特别是对中西部边远地区教师
培训倾斜力度加大，各省市探索了各具特色的教师
培训模式。但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培训内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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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和针对性不高。培训者通常将一些理论性、碎
片化的知识和信息通过讲座方式传授给教师，这些
培训内容大都与教师的实际工作关系不大。教师们
最关心的是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对学生学习的理解，
但目前很多培训内容都集中在抽象理论的灌输，教
师们感到很不实用[58]。

4.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需要相关标准
的制定，便于开展基于标准的培训。通过对比研究
发现，国际教师专业发展关注建立具有一定全面
性、发展性、共同性和引导性的发展标准。首先，
这些标准内容包含教师所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涵
盖专业知识、教学法知识、技能态度、技术应用等
多个领域，此外，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教师职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历程，呈现其动态
变化性。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出台关于教师专业发展
的课程标准，但是培训本身同培训课程标准之间，
以及课程标准同中小学教师培养、准入、考核等工
作的衔接程度有待进一步深化。

5.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需要系统
性的绩效评估。世界各国十分重视对于教师专业发
展项目的系统评估，属于培训评估、项目评估和绩
效评估相结合的评估实践活动。其是对培训项目从
项目设计、项目实施到项目效果各方面相关数据信
息的收集和价值判断，并对项目后续阶段及项目整
体改进提供指导方案的过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澳
大利亚组织第三方评估公司对其数字教育项目的评
估，对其国家教师专业发展乃至整个教育信息化事
业起到显著地推动作用。我国有关教师培训项目的
评估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估的主要目的在
于促进工作的有效推进，评估成员的构成以项目管
理官员为主、评估专家为辅，评估的主要机制有招
标评审、达标验收等。这些评估工作并没有形成完
善的体制，更多的培训活动是就事论事，没有对培
训后的教师教学应用效果进行持续地跟进。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具有连续性

和持续性特点。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建立健全教师专
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并增强其执行力度[59]。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需要根据实际实际情况，制定严格、完善
的政策法规体系，就资金投入、质量标准、师资要
求、基础设施、监督保障措施等方面出台明确规范
的政策措施，使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政策系统化、完
善化。国际各国政策中能够细致地明确各级政府、
教育职能部门、培训机构等所承担的职责，提高执

行力，使各项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避免形式混
乱，消耗高而效益低。根据我国教师ICT能力建设
的现状，建议未来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师专业发展政
策应该按照国家教育信息化规划的总体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坚持提高教师ICT能力和实现ICT支持的
教育教学转变为核心，坚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
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根据教育信息化不同
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分阶段
有侧重的稳步推进。

2.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呈现出“三个
转变”的特点，即：(1)教师培训目标实现从“提
供机会”到“质量提升”转变。我国通过“国培计
划”“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等一系列国家
级教师培训的开展，为广大教师提供了相对充足的
教师专业发展机会，但培训效果不容乐观。未来我
们应该在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大力关注教师专业
发展的实际质量，使其能够真正在转变教学，提升
教育质量中发挥作用；(2)核心内涵从“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到“教师信息化领导力全面提
升”转变。我国当前致力于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忽略或较少关注教师信息化领导能力建设，
这已经成为阻碍教师信息化能力一个重要因素，教
师信息化领导力涉及教师信息化教学理念(对技术
的认识与使用态度)、信息化教学规划与管理、信
息化教学的组织实施和应用评价等多方面)；(3)培
训途径从区域性“面上培训”到基于校本的“点上
培训”，由于教师的学习具有整体性、缄默性和情
境性等特征，校本学习对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独特
作用，需要得到教育部门、学校领导、教师、教育
教育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60]。

3.在开发具有针对性培训课程资源的基础上，
为教师提供可选择的定制化培训。建立教师专业发
展课程资源服务机制，区域有自主权按照自己的需
求购买教师专业发展的课程资源，包括教师专业发
展公共服务和增值服务；政府所提供的教师培训主
要针对共性问题，免费为所有教师提供；学校可以
根据自身需要购买个性化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

4.在教师专业发展实践中，不仅关注全体层面
教师专业发展，更呈现出关注区域层面及教师个体
层面发展的特点。大范围、统一化的集中培训可以
有效解决全体教师专业的整体发展，短时间内对于
解决教师资源紧缺，教师专业水平低的问题具有一
定缓解作用。但长期以来，随着教师ICT能力水平
的整体提升，大规模统一培训已经无法满足教师个
性化的需求和差异。研究表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
必须镶嵌于教师日常的专业实践之中，即教师的工



103

Teacher Development
教 师 发 展 篇2016.4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51期

作现场对于教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1]。未来在满足
全员培训的基础上，应发挥技术在支持教师专业发
展中的优势，关注区域层面教师发展，利用技术为
构建学习共同体，获取资源和支持，以及教师发展
评估提供帮助。同时帮助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目标、
发展内容、以及教师专业活动等的个性化需求。

5.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评
估体系是今后发展的方向。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
针对政府推进的相关教师培训项目进行评估，能够
支持院校自我改善并为政府审查提供基础，以确保
教师培训的有效性；加快研制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评
估指标体系，从政策制定、需求层次、技术支撑、
方法模式、持续评估等维度，梳理出教师专业发展
的关键指标；将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评估纳入到教育督导范围内，注重对于教师专业发
展对于学生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评估，注重技术
支持的课堂教学评估；针对各区域，各层次的教师
专业发展项目的实际情况，予以赋权重和灵活调
整，并将评估的结果运用于项目后续发展和改进的
重要参考，实现教师专业发展效果的持续、稳步、
整体提升。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针对我国“十三五”期间
信息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十三五”期间，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
将实现从“整合应用”到“深度融合”过渡。信息
化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应该在健全和完善相关政策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支持的优势，为教师提供
具有个性化、针对性的培训内容，通过教师个人定
制培训项目、培训课程、培训过程，在增强教师培
训灵活性的同时，促进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2.将“教师信息化教学领导力”作为信息化环
境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以提升教师对信息
技术教学应用的深度理解。在实践过程中，即重视
面上层面的教师专业发展，更应关注教师在区域层
面和个体层面的专业发展。将面上培训、区域推进
和校本培训结合起来，搭建全方位、立体化教师专
业发展体系。

3.我国教师ICT能力建设政策的制定、实施和
评估过程中，应重点关注：(1)注重政策制定的连续
性设计，保证在横向和纵向上能够保证良好衔接。
(2)将技术素养、知识深化、知识创造作为不同发
展阶段的主要建设目标，实现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
逐步提升，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的不断深入。
(3)需要颁布相应的配套政策为能力建设政策保驾护
航，确保其政策目标可以顺利得以实现。

4.在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中倡导评价模式多元

化，在对教师进行测评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学生的
学习成果对教师的能力进行评估。在实现对教师专
业发展评价的同时，达成“促进学生发展”的最终
目标。在评价过程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能够确
保教师专业发展评估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5.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
实施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在实践中应充分利用
各种形式的知识社区、QQ群、微信群、专题学习
网站、开放教育资源等，探索和构建技术支持的教
师专业发展途径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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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wered by Technolog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Zhao Jianhua, Yao Pengge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e new contents and needs have been extended sinc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embodied into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develop pedagogical knowledge and subject content 
knowledge,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CT is not only the learning objects, but also the environments and supports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C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wered by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ared between China and oversea 
countries based on policies, practic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rend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ICT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induction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from curren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CT in Education; ICT Environment; the Application of ICT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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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erification to Creation
—A Research on STEM Education Performance Models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Fu Qian, Liu Pengfei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requirement of talents is on the rise, STEM Education aiming at cultivating creativ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has popularize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 concept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TEM Education, 
then classifies the STEM Education’s performance model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outcomes into four parts: verification, exploration, 
fabrication and creation. Every model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scaffolding or open-ended, the procedures and typical cases will be 
prominently figured in the paper. Furthermore, the distinction among these models is not clear-cut, so teachers should choose feasibly 
and apply comprehensively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program objectives, learners’ feature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Keywords: STEM Education; Performance Model; Mak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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