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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系和实习学校之间进行的合作教师教育模式, 并探讨了这一模式

能否实现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这种理念。探讨了该模式是否给学生提供了名副其实的教学相长的机会, 是

否增加了学生与各个合作者交流的机会, 从而使学习成为社会的、互动的过程。最后, 审视了该模式是否给学

生提供了提高反思能力的机会并促进了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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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partnership model of teacher education betw een the Program for Teacher

Education at the Norw 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TNU ) and the schools. It discusses

w hether the model can help to further the principles for realist ic teacher educat ion . In part icular,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opportunit ies the model offers for giv ing students good and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for increas-

ing interact ion betw 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various other part icipants in the partnership, thereby lay ing the

foundat ion for learning as a social, interact ive process. F inall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opportunities the model

of fers to develop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ref lect , thus achiev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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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 教师教育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

一是如何将理论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无论从短期

还是长期意义上来说, 为师范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

的机会对帮助他们成长为合格的教师非常重要。许

多教师教育课程受到抨击, 是因为其理论探讨的问

题与教学实际相距甚远, 学生们认为课堂上接触到

的问题似乎来自不同的世界, 和现实问题毫无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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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萨根 ( Korthagen, 2001) 提出了一个 贴

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模式, 使理论与教学实践紧密

结合。他认为这个模式的特点是以学生自己在学校

担任实习教师的实践经历作为出发点来促进学生对

教学经历的系统性反思。学习被看作是社会性的、

互动的过程, 教师教育旨在从整体性、纲要性和理

论性的高度来促进学习 。在这种 贴近现实的教

师教育 中, 学生被看作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 教

学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自己的理解, 并发展他们的

能力, 使他们能自主承担起专业发展的责任。

本文介绍了一个在教师教育系和实习学校之间

进行的合作教师教育模式, 并探讨这一模式能否实

现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这种理念。我们格外关

注的是该模式是否给学生提供了名副其实的教学相

长的机会, 是否增加了学生与各个合作者交流的机

会, 从而使学习成为社会的、互动的过程。最后,

我们审视该模式是否给学生提供了提高反思能力的

机会。

一、合作模式 来自国际的激励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师范教育单位和学校积

极开展合作教师教育。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尤

为如此。很快, 其他国家也开始发展各种合作教师

教育模式。本文通过介绍英国合作教师教育模式的

发展来探讨合作模式的内涵, 并将挪威科技大学

(NTNU ) 教师教育系所进行的合作教师教育项目

作为具体案例来进一步阐述这种合作模式如何实现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

20世纪 80 年代末, 英国教师教育受到了多方

面的抨击, 人们指责教师教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受

学术化的影响而远离社会现实。当然, 这种状况也

不仅限于英国, 好几个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Hopmann & Hopmann, 1997)。因此, 在 90年代的

英国教师教育改革中, 和实习学校构建合作关系成

为关键的一环。英国对合作教师教育的界定也由此

更前进了一步, 即实习学校和师范院校不仅是平等

的伙伴,实习学校及其教师在教师教育中还应起到

领导的作用。这样,在英国逐渐发展出三种合作模

式( Furlong et. al, 1996)。一种是教师教育院校主

控模式,由这些院校负责合作。第二种为分权式, 其

中教师教育院校和实习学校达成协议, 相辅相成地

对教师教育各司其责。第三种为合作模式, 以双方

平等合作为基础。

实习生需要在实习中运用他们在教师教育系所

学习的理论,这种意识催生了合作教师教育的理念。

实习生从教学实践中习得的知识和经验与他们在大

学里通过理论学到的学术知识有质的不同。基于学

术的知识是有意识的、理性的、可表达的; 而通过实

践获得的知识则是无形的、直觉的、难以表达的。实

习学校里的教师和大学里的教师虽然拥有不同层次

的专业知识,但在教师教育的情境中却同等重要。

只有将理论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为未来的

教师提供平衡的教育。合作教师教育模式促进了各

合作方的密切合作, 使教师教育成为促进教育复兴

的重要领域。

二、合作教师教育模式 主要特点

要想使合作教师教育取得成功,实习学校的教

师和教师教育院校的教授必须有机会一起工作。这

种模式从不同角度,以合作、互利的形式体现对学生

的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实习学校的教师能够和

教师教育系的教授们在一起规划课程并参加教师教

育系的学术活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 教师教育系

的教授们经常走访实习学校,和那里的教师及实习

学生讨论实习课的进展情况,并指导实习生如何进

行课堂观摩。最后, 对实习生的评估是一个各方合

作的结果,包括对其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评估。

三、挪威科技大学的合作模式

挪威科技大学的教师教育系的教师教育有三种

类型:一种是教师教育学科和研究生学位连续进行

的五年制学习。另一种是为在学校工作的教师利用

ICT 辅助提供的两年在职学习的研究生课程。第三

种是一年脱产的研究生学习。下面要讨论的是第三

种情况。在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系, 开发合作教

师教育项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过程。1998年以来,

我们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这个模式。我们与学生实习

的学校一起制定项目的构思、目标、计划和具体实施

方案,以及包括合作内容和方式的项目计划书。

1 目的

该模式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实习学校与教师教

育系的长期合作关系。一方面, 合作范围不能涉及

太多学校,另一方面又应尽量包括各类学校。合作

不仅涉及实习生的实践培训,还兼顾了实习学校教

师的在职培训、教学研究和专业发展等工作。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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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应该帮助实习生获得理论和实践知识, 并使其

实践知识能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运用理论知识。从

长远的意义来说,这种合作项目能够帮助实习生发

展专业教师的自身职业特色。

2 组织

NTNU 的合作理念是通过实习学校和大学教

师教育系的合作来组织教师教育。这种合作模式有

这样两项原则:

( 1) 教师教育系与其合作的学校必须建立互惠

互利的合作关系, 这项原则对保证实习学校和教师

教育系的平等关系至关重要。

(2) 合作学校应该自主结成伙伴关系, 实习生

分配到相应的合作班级。这项原则对形成工作团

队、促进实习生的社会归属感很重要,并有助于实习

生就实习学科进行讨论。

每个合作组负责将学生分配到相应的实习学

校,并负责跟踪每位实习生的实习情况,包括参加他

们的终期评估。合作组有一定的自由对一些相应的

实习课进行理论研讨。

有 30所学校与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系合作

进行教师教育。每个学校从该校教师中聘任一个专

业指导教师 , 负责计划和实施一部分培训工作。

在传统意义上,这部分工作是由大学教师教育系单

独执行的。专业指导教师原来的教学工作量将减去

15%,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教师教育项目。

每周二下午,所有专业指导教师在自己的学校休课,

以便于他们到大学参加各种研讨活动。

这 30所学校分为 6个合作组,每组由 5个学校

组成,每所学校有自己的专业指导教师。教师教育

系的三至四名有各种教学经历的教授参加合作组的

工作。每个合作组接纳 30个实习生。合作组所包

含的学校尽可能不同(小学、初中、高中,小学初中连

读学校、10年制学校、开放学校、传统型学校、普通

高中或是职业高中)。合作模式请参阅图 1。图 1

代表一个合作组。总共有 6个合作组, 即第一组到

第六组,都由相似的方式组成。

图 1 NTNU 的合作教师教育模式

3 这种合作模式如何实现 贴近现实的教师

教育

合作教师教育模式采取各种方式实现 贴近现

实的教师教育 的构思和目标。通过合作组, 实习生

可以得到多种实习经历。参见图 2。

这些活动的细节可以参见附录 2。简言之, 这

些活动旨在让学生通过教学, 深入了解教师这个职

业的各个方面, 并在合作中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

通常,指导教师和教师教育系的教授们一起开会来

规划一学年的学习和实习。一年中,合作组碰头 6

次,评估实习生的学习, 保证跟踪到每个实习生的

情况。

在学生们开始第一阶段的实习之前,他们必须完

成系里安排的微格教学,在由 4~ 5个学生组织的基本

组里进行。每组有一位合作组的指导教师指导(或是

实习学校的专业指导教师,或是教师教育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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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作教师教育模式中典型的活动

所有学生在一个合作组的各个学校进行实习,

每所学校通常会 领养 这个合作组一段时间。这意

味着这个合作组的学生和指导教师承担起这个学校

所有的课程任务, 有时还包括课外活动。按照国家

教师教育课程的要求, 所有学生的实习都应该得到

指导。因此,合作组的专业指导教师和教师教育系

教授对每一位学生在这一年研究生学习中至少要给

予三次指导。在一年的学习中, 学生和一位合作组

指导教师进行三次发展性谈话 : 第一次在第一阶

段实习之前,第二次在第二阶段实习之前,第三次在

最后实习阶段结束之后。学生经常与合作组指导教

师一起参加研讨会。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学生必须

把他们实习中发展成长的资料整理成教师成长档

案。这些文件将作为课程的评估材料。专业指导教

师或大学教授指导学生如何利用这些资料促进和评

估自己的专业发展。合作教育侧重于找出每位学生

作为教师的潜质, 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成长和发展。

教师教育系也有责任确定某位学生不适合做教师,

并不为其颁发教师证书。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教育

系的教授要负责提供必要的材料说明理由 。另一

个明确的要求是,每一个合作组都要开展一个研究

和发展项目。这种项目在 2003至 2004年进行了评

估(详见附录和注释) 。在下一部分, 我们将阐述

这种项目是如何实现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这个重

要目标的。

4 从经验中学习

( 1)合作组会议。每学年开始,合作组教师召开

会议规划整个课程, 通常跨度是两个学期。会上对

如何在合作组内实施课程计划达成协议, 并为各位

合作组成员分配任务。在学生第一阶段实习中期,

合作组再次召开会议, 主要讨论如何帮助每个学生

发展成为教师, 如何给予学生们最好的指导。学生

有成长为教师的不同潜能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教学

实践必须因材施教,量体裁衣。有些学生在实习开

始阶段需要学习和掌握组织小组学习和小组讨论的

技巧,另一些学生可能在实习初期就能够接受要求

较高的教学任务。还有一项任务是发现哪些实习生

不适合当教师,对这些学生要和他们讨论,并找出其

它更适合他们个性特色的工作取向。第一阶段实习

结束后,合作组再次会面, 总结每个学生的实习成

效,讨论下阶段实习应采取的措施和应给予的指导。

在一年期间, 合作组会面六次, 讨论每个学生的进

步。每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围绕着如何安排实习才能

使学生获得最好的实习经历 。

( 2)专业发展。课程开始时,每个学生要写一篇

自我介绍(称为 教师成长档案 1 )。需描述是什么

促使自己走上教师之路;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自己

的长短处是什么; 在哪些方面需要特殊指导;以及对

这门课程的期望。

教师成长档案成为合作组教师对学生第一次个

别辅导的基本参考资料, 这次个别辅导旨在帮助学

生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实习前进行反思 , 让学生意

识到学习的总体目标和每个学生的具体目标。第一

阶段实习结束后, 指导教师和学生再次面谈,讨论这

阶段实习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 并讨论出下阶段实

习的目标和可行性策略。最后一次面谈是在完成第

二阶段实习之后。在这次会面中, 学生对自己在整

个课程中的发展进行评估,并讨论在他们开始第一

份教师工作时应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和采取什么样的

教师发展策略。这次会面还帮助学生撰写 教师成

长档案 2 ,表达他们通过一年实习课程和实践所得

到的提高和收获, 找到哪些方面需要特别的关注以

便更好的发展, 以及采取什么策略来实现这些目

标 。

( 3)微格教学。另一种帮助学生做好实习准备

的措施是微格教学。它可以使没有教学经历的学生

有机会在小范围内初步进行教学尝试。在课程初

期,学生分成 4~ 5人的基本组进行微格教学,即每

个学生选一个主题作 8~ 10分钟的报告。报告后,

组里每个学生和教师对报告提出评论、意见和建议。

这种微格教学意在为他们在学校的实习打下良好的

基础 。

( 4)实习阶段。学生有两个实习阶段:秋季和春

季学期各 7周。实习中, 一半时间学生是有指导的

独立教学,一半时间是团组教学,比如说小组教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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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教学 。各学校的专业指导教师在合作学校中

为学生选出合适的指导教师, 以帮助他们认识实习

理论,提高教学能力。

( 5)学校接管。在整学年中, 合作组的学生和老

师会正式接管该组中某所学校一次,这种接管意味

着所有合作组的学生都在这所学校实习。实习期

间,大部分该校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导教师。在第一

实习阶段,实习生对学生进行了解和熟悉,并了解教

学中的重要方面(教学辅导设备、学校课程、教室布

置等等)。3~ 4 周后, 该校教师离开学校去别处参

加培训或进行考察,合作组的教师和学生就接管该

学校 ,实习生实地教学和组织学校的各种日常活

动,指导教师观摩、指导, 努力使实习生们对自己的

教学过程有深入的了解。当学校教师返校后, 重新

接管学校事务, 并继续对实习生进行指导 。

5 该模式如何提高实习生的互动交流能力和

团队工作精神

( 1)基本合作组。在学年开始时,合作组的实习

生就被分成固定的基本组。教师教育的教师向学生

讲明基本组的学生需互相对各自的学习和社会生活

负责。在整个实习过程中这些基本组都会在学习和

社会活动两方面遇到各种挑战, 这种经历为学生提

供了难得的团队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是他们深刻认

识自己在系统互动中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

( 2)实习指导, 双人教学实践,学校接管。在实

习过程中,学生和几个人一起工作,他们最重要的联

系人是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通常会接触到四位指

导教师(每实习阶段两个) , 他们对学生提供的指导

基于学生对自身教学的看法, 很根本的一点是,指导

教师在实习初期不要以专家的身份向学生提供现成

的答案。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意识到自己

对学校、学习和教育的理解,以及了解他们自己关于

教学实习的理论 , 并和学生们讨论采取什么样的

策略能提高他们的实习效果。

但是,学生在实习阶段不仅要和他们的指导教

师交流,还必须和同学们一起合作,特别是在他们对

某学科进行双人教学和参加学校代管时 , 更需要

团队协作。在前一种情况下, 两位学生对课程的计

划、实施和评估负有共同的责任。同时,对学校的代

管也需要众多学生和指导教师从多方面进行合作,

通过集体协商来解决问题 。

( 3)大学里的理论熏陶 研讨会。合作教师

教育的一个重要活动是由学生和指导教师共同参加

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力求将教学理论

联系实践。在整个学年中,每个基本组都要负责组

织一场学生主持的研讨会。对主题的选择、研讨会

的组织以及对研讨会的评估都对学生的发展起着很

大的作用。合作组的学生必须事先做好确保研讨会

成功的铺垫工作。其中一个重要而困难的任务是找

出和该主题密切相关, 但又有不同视角和观点的文

章来激发大家的讨论。研讨会的一个目的是从不同

角度阐明某个主题, 另一个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到在

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中, 也经常遇到需要基于不同

考虑甚至是相反考虑来对某问题作出决策的情况。

研讨会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和指导教师之间良好的

合作氛围 。

( 4)通过小组工作和反馈对教师成长档案进行

评估。当学生开始第一阶段教学实习时, 每个基本

组利用 5~ 8小时在一个或多个班级观摩教学。他

们对观摩中的重点、观摩方式以及个人责任达成协

议,并将观摩收获合作写成报告。学生还通过访谈、

从学生中获得学习记录、向有关学生和老师进行调

查等方式作为课堂观摩的补充。挪威科技大学教师

教育系运用教师成长档案作为对学生进行评估的方

式 。这意味着学生在档案中积累了整个课程中所

做的各项工作成果, 有些可能是他们写的书面材

料, 有些可能是他们拍摄的录像。实际上, 每个学

生的每项成果都会得到来自两个渠道的反馈意见:

一个来自对该课程负责的教师教育系的教授;另一

个来自一起实习的同学。对同学所作的评估同时也

是自己教师成长档案中最终需要提交的材料之一。

这些反馈意见给学生很好的机会来改善他们的个人

成长进程, 对别的同学的作品进行评估也使自己在

此过程中有很多收获 。

6 合作模式对发展学生反思能力的作用

交流和社会交往对发展学生的反思能力具有根

本性的作用。合作组中的学生、专业指导教师和教

师教育系教授一起进行的各种活动为学生进行反思

提供了园地。在实习过程中,学生的反思能力通过

控制和自主两个过程得到发展。在培训过程中, 学

生、专业指导教师和教师教育系教师之间进行的正

式和非正式的会谈、会议和交往, 还有在学生、专业

指导教师和教师教育系教师们之间进行的基于网络

的反思, 也发展了学生的反思能力。这样通过多方

合作,可以避免学生们产生关于教和学的幼稚观念,

避免他们基于常识而不是基于有效的理论来作决

定,从而避免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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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讨会。当研讨会进行到最佳境界时,就会

对学生的整体意识作出挑战, 他们会将自己的实习

理论(以小写 t 代表的理论)和基于研究的理论(以

大写 T 代表的理论)进行对比。实习过程中召开这

样的研讨会使学生们有机会讨论他们在实习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并利用相应理论寻求解决方式。通过

这些讨论,他们会形成对于该主题的系统认识,并由

此提高他们的反思能力。在准备研讨会时遇到的一

个问题是如何找到具有不同观点和视角的文章。整

个实习过程中不断组织这样的研讨会, 为学生发展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反思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

( 2)当评估教师成长档案时,需要结合关于教学

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每个学生在实习中肩负多重任

务,评估主要针对学生在如下方面的发展 : 学科知

识,教学能力, 合作能力, 职业道德, 变化发展的

能力。

在评估学生的教师成长档案时,需要学生从不

同角度展示他们通过教学实习和理论学习所获得的

知识。同时,他们还需要写一篇总结性文章,证明他

们为何选这些资料接受检查和评估, 并阐明成长档

案中各部分资料之间的联系。

学生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应得到对自己所写材料

的具体指导。教育系教授负责他们的学科提高, 专

业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和同学们也应担当

起这方面的工作。

( 3)研究和发展工作。研究和发展工作应该作

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 。在教师教育中, 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将研究和发展工作扎根在学生所取得的

教学实践经历中。

合作教师教育的另一方面是每一个合作组要进

行一项研究和发展项目。在项目进行中合作学校和

教师教育系尽可能平等合作,互惠互利。

图 3 合作组内部研究与发展项目框架

如图 3所示,一个合作组的研究项目是考察课

堂教学的录像能否用作教师在职教育的基本素材,

从更理论性的角度上说, 它可否用作实习生的指导

材料。专业指导教师同时还负责该学校其他教师的

在职培训工作, 合作组中的其他两名教师来自教师

教育系。这个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建构出教师

专业培训的更大的框架。

四、结 论

教师教育中将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培养独

立的、专业化的教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此,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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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方面具有控制和认同特色,另一方面又有自

主、挑战、变化和发展的特点。同时, 教师教育的发

展趋向又必须满足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需求。实习

生应着力发展的专业能力, 包括学习其他教师组织

的课程,这可以通过实习来获得。同时,实习生还应

在一定指导下构建和发展其自身关于教学实践的理

论。通过实习中的教师指导和研讨会上的经验交流

可达到这个目的。另外, 实习生还应具备对理论进

行批判性考察和审视的能力。举例来说, 个人学习

的理论和合作学习的理论在现实中如何保持平衡、

和谐, 最重要的是要激励学生进行以自己的课堂教

学为对象的课本研究, 并和其他同事一起从事以学

校教学和生活为对象的校本研究和开发。

在本文中, 我们讨论了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

系所开发的合作教师教育模式如何对 现实的教师

教育 发挥作用( Korthagan, 2001)。对该合作教师

教育项目进行的评估( 2004)清楚地表明, 该模式成

功地实现了将教师教育的各项活动和组成部分与教

学实习紧密结合起来,满足实习中的目标控制要求,

促进实习生的专业发展。但是, 要想完全实现我们

设定的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的目标, 还有一点必

须做到:理论学习究竟应该学什么才能使学生掌握

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便在发展和变革过程中更具自

主性。目前,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系正在展开的

最重要的讨论是,实习生应怎样通过合作教师教育

在实习学校更广泛地参与研究和开发工作; 使学生

认识到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价值和作用; 帮助学生系

统地构建自己的专业发展理论。这对于促进他们职

后进一步的专业发展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在有限的一年时间内来实现包含大量教师教育

内容的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的目标看来还有一定

的困难。因此, 教师应该在终身的职业生涯中不断

追求进一步的专业发展。另一个教师教育模式是为

取得教师资格第一年的新教师选派指导教师, 并由

教师教育系选派教师跟踪其成长和发展, 这种方式

看起来是进一步发展 贴近现实的教师教育 的最佳

途径。

五、附 录

1 教师教育中专业指导教师的作用

( 1)专业指导教师:

在实习学校里应是经验丰富、从事实践工作的

教师。

应是教师培训机构所聘任的占岗位总数 15%

的教师教育者。

应在教师培训机构与实习学校之间建立紧密

联系。

应该促进教师培训机构以及专业指导教师所在

学校的全部实习生的学习活动。

( 2)专业指导教师的作用:

负责实习生在所在学校内的教学计划及质量

保证。

指导实习生在所在学校内的实践活动。

在所在学校内选择合格的指导教师来指导实

习生。

带领并指导所在学校的指导教师。

参与校本研究和发展项目, 并使实习生也参与

到这类项目中。

参加教师教育机构的各种活动, 比如:计划及评

估课程的合作组会议、研讨会、与实习生的发展性会

谈、微格教学、学校接管、实习生评估。

2 合作模式中的活动

( 1)合作者计划会议。很显然,这个术语指合作

组里专业指导教师及其他合作组成员制定学年计划

的会议。在一年期间合作组成员会面六次,计划、评

估学习活动,并确保对每个学生的跟踪调查。

( 2)微格教学。学生开始第一阶段的教学实习

之前,必须完成一项由教师教育系安排的微格教学

活动。这种活动一般在基础合作组内进行, 包括 4

~ 5名学生和一个合作组成员(专业指导教师或者

是大学教授)。

( 3)教学实习与学校接管。在同一个合作组里,

所有的学生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实习。正常

情况下, 每个合作组在一个学年内会进行一次学校

接管。这意味着所有合作组的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必

须对一所学校或一所学校的某类科目的教学工作全

权负责。根据 教师教育全国课程 的规定,必须对

所有的实习活动进行监督。与合作组相关的专业指

导教师与大学教师有责任对这种监督进行调查。大

学教师需要对实习生在校实习期间进行访谈,创设

教学环境, 并根据对实习生的观察对其进行指导。

在一个学年期间, 学生要与合作组的一名教师成员

进行三次发展性谈话。第一次谈话是在第一阶段实

习开始之前;第二次谈话在第一阶段实习之后; 在最

后实习阶段之后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 4)研讨会。实习生定期在研讨会上会面, 合作

组专业指导教师和大学教授都要参加该研讨会。

( 5)指导。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必须记录下他们

实习过程中的成长发展。这些记录将作为课程评估

的组成部分。学生都必须接受关于如何很好地记录

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建立发展档案的指导。通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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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校的指导教师和大学教授给予这种指导。同

时,还要对学生的整个实习阶段进行指导和监督。

( 6)监督、评估及控制。合作组模式中的大多数

合作活动都着眼于每个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潜力, 但

同时教师教育系必须对不适合教学的学生进行控

制,不予颁发教师资格证书。与合作组相关的教师

提供必要的文件记录, 这包括教师教育课程中对学

生各种实习活动的评估, 等等。

( 7)研究与发展。这种方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每个合作组都至少有一个活跃的研究发展项目。

作为合作组协议的一部分, 大学教师教育系有责任

帮助实习合作学校的教师进行相应的职后继续

教育。

[注 释]

笔者在此要感谢教师教育系主任,彼得 范 马林副教授在本

文的撰写过程中为挪威科技大学合作教师教育项目提出的宝贵意见

并进行的有趣的探讨。

Gestalts 是人类观察、理解世界的整合方法, 由与思想、感

觉、价值、观念及行为相联的各个过程所组成。 概要 是与有关学生

基于自身经验的教学实践的个体理论相联系的。 理论水平 是指以

研究为基础的理论水平。

参见附录 1:教师教育中专业指导教师的作用。

这里的合作组指导教师包括了实习学校的专业指导教师以及

大学讲师。

以下标准被用于学生教学实践技能的评估:控制能力;训导能

力;合作能力;交际能力;领导能力;职业道德能力;发展能力。

评价以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实习学生、校长、专业指导教师和

大学教师)和访谈(访谈对象为有代表性的实习学生、校长、专业指导

教师和大学教师)为基础。此外,以前的内部与外部评价也会成为这

部分评价的基础。

大学讲师和专业指导教师都认为, 在合作组中共同工作可以

把两方面的力量整合为新的整体,他们对课程会有更强烈的共同责

任感( Haugal kken&Ramberg 2004)。

在合作组里,相同的教师成员(专业指导教师或大学讲师)对

基础合作组的微格教学和发展性谈话都有责任。

发展性谈话还被看作是课程中非常实际而有用的组成部分。

2003年秋天与 2004年春天的学生评价表明, 大约有 90% 的学生认

为这种谈话对于学习很有价值( Haugal kken&Ramberg 2004)。

学生评价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这种活动在教师成长之路上是

很有实际意义的一步。2003年秋天与 2004年春天的学生评价表明, 大

约有 85% 的学生对学习微格教学法感到满意( Haugal kken&Ramberg

2004)。

在第一周的教学实践学习中,学生分小组观摩教学,以文本形

式汇报其认识,这将作为他们学业评估的内容之一。

这种学习考察行程一般会持续一星期。

评价表明,合作组模式受到很高的赞誉,因为它提供了非常贴

近现实的体验和很好的视角去体察教师在每天的课程及工作中必须

处理的各种问题。评价还表明,大约有 85%的学生对于教学实习感

到满意,只有 2%的感到不满意。大学讲师和专业指导教师在被问

及合作组模式引进之后教学实习培训是否得到了改进时,无一例外

地作出了肯定回答(Haugal kken& Ramberg 2004)。

这些理论被科萨根 ( Korthagen) 称为 以小 t 为代表的理论 。

学生通常会结对进行某学科的教学实践, 还会体验学校接管

作为在教师教育课程中教学实践的一种形式。

挪威科技大学合作组模式的评价表明, 学生把学校接管看作

极好的教学实习形式。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必须共同寻找最佳做事

情的方法;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为学生提供了非常真实的实践机会

( Haugal kken&Ramberg 2004)。

合作组模式的评价表明,参加合作组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研讨

会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很好的方式 (Haugal kken&Ramberg

2004)。

参见 Ausder Prax is lernen 项目的产品 6。

2004年春季学生的书面评价中, 99%的学生说,他们很满意从同

伴那里得到的反馈信息( Haugal kken&Ramberg 2004)。认为得到反馈

信息能够促进学习的设想是以知识与学习的社会文化观点为基础的,这

种理论将对话与解释看作是理解的基础( L kensgard&Haugal kken, 教

学教育期刊 , 2004年 3月 30日)。

挪威议会于 2002年 6月对提高这些能力作出了要求( Innst .

S. nr. 262 2001- 2002)。

在挪威,一项特殊的法案规定,大学和学院必须承担研究与发

展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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