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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阶段，如今已经进入了“协统时代”。这个时代有着不同

以往的鲜明特色，对高校教师培训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协统时代”的美国高校教师培训工作需要致力于满

足教师职业的多种角色定位、应对学生群体的新变化，并适应高等教育教学、学习与学术的新范式。 “协统时

代”的培训工作在实践层面主要采取三种策略: 扩大培训范围、丰富培训项目和加强项目评估。在这个时代，美

国的高校教师培训工作已从早期“被边缘化”的状态一跃成为大学保持创造力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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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fifty years，the faculty development practice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
leges has stepped into the Age of Networker． The new age ha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challenging requirements． The
faculty developers need to help balance the multiple roles required by the meta-profession，to help meet the needs of increas-
ingly diversified college students groups，and to adapt to the new paradigm of teaching，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In prac-
tice，three key strategies are undertaken，which are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trainees，to enrich the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to implement program 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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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变迁

及 “协统时代”的到来

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高校教师培训经历了

从无到有的发展阶段。真正意义上比较全面的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民

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洗礼，这个时期开始重新审视

教师作为研究者的传统角色，教师作为优秀教育者

—18—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5755?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的价值受到重估和肯定。美国学者索西奈利等人将

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

分为五个阶段。
上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早期是美国高校教师

培训的“学者时代” ( the Age of the Scholar) 。这个

时期的教师培养重在提高学术能力，研究的成功和

发表论文所体现的学术专长受到各高校的普遍重

视，教师的教学能力被认为是 “不学自会”的，

能够随着科研能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 60 年代中

期终于迎来了校教师培训的 “教师时代” ( the Age
of the Teacher) ，并持续到整个 70 年代。在这段时

期，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不满大学只把科研作为衡

量教师成就的做法，有效教学逐步受到关注。这种

发展的趋势受到一些个人和基金会的肯定。与此同

时，一些研究型的大学开始对这些诉求做出回应，

旨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项目得以开展。1974 年

美国“专业与组织发展联络中心” (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Network) 的成立是这

个阶段乃至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进程中的关

键事件; 80 年代的美国高校教师培训进入了 “开

发者时代” ( the Age of the Developer) ，许多负责教

师培训与发展的专门机构正式成立，这些机构扮演

了“开发”教职员工者的角色，培训机构的成立

和运作更加制度化。一些知名基金会开始关注本科

生的大学教育，如布什基金、福特基金开始对多所

高校的教师培训机构进行专门资助，用来进行本科

教育阶段教学方法的革新和实验，以及教师的专业

发展; 90 年代是美国高校教师培训的 “学习者时

代” ( the Age of the Learner) ，这个时代的培训内容

产生了急遽变化。教师培训的重点突破了以往仅仅

关注教学法知识和讲授技能的局限，关注学生的学

习成为另一个培训重点。教师从 “讲台上的智者”
转变为“边上的指导者”。这种转变掀起了 “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学习与研究热潮，积极学习、
合作式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等等多种教学方法应

运而生。［1］

本世纪初的十余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充满变革的

时期，其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也逐渐步入一个新

的时代，即 “协统时代” ( the Age of the Networ-
ker) 。“Networker”一词源自网络用语，指从事网

络工作的人。此语用来指代高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新

时代，充分体现了网络现代科技对高校教师培训工

作的影响，也暗喻教师培训工作者如同网络工作者

一样，要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环境中

组织、调动、协调、统筹和运作各种人力和物力资

源，为教师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这个时代的内

涵极为丰富: 既重视教师个人的发展，也重视组织

的发展; 既强调教师教学的重要性，又强调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 既重视教师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也重

视学校与社区的全方位合作。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

个时代，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释义。

二、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 “协

统时代”———多重释义

( 一) 高校教师职业的新定位

“协统时代”的培训工作要帮助高校教师平衡

日益复杂的多重身份。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为:

高校教师的职业具有多重要求，是一个建立在其他

专业的基础之上 “超职业” ( meta-profession) ［2］，

即建立在其他职业 “基础” ( Base) 之上的职业。
具体说来，所有的高校教师都是从各专业的人才储

备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具备自己本专业的知识与技

能是这些人才在高校进行教学与科研的“基础职业”
( Base Profession) 要求。作为“超职业”的从业者，

高校教师还要具备超越自己本专业领域的知识与技

能，详见下图的美国高校教师 “超职业”模型。

图 1 美国高校教师“超职业”模型

如图所示，美国高校教师的 “超职业”模型

由两部分组成，位于底层的是 “基础职业”的要

求，具体包括: 专门领域的知识与经验、实践或操

作技能、特定领域的研究技能、在自己的领域保持

领先的策略等，这些知识和能力是高校教师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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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例如，生物学教授的 “基础职业”就是生

物学家，电子工程教授首先是电子工程师，他们都

在自己的 “基础职业”领域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培

训，具有认证资格和先进经验。传统上，如果一个

专业人士具备了这些条件就足够成为一名高校教

师。这些要求多年来是招聘高校教师的默认标准，

然而在新时代，高校教师必须满足其他条件才能在

高校立足和发展，这些职业要求包括教学、学术活

动、服务和行政四个方面。其中，教学要求包括教

学设计、教学讲授、教学评价和课程管理; 学术活

动的要求包括精通自己所在的学术领域、能够发现

或创造新知识、对新的学术发现进行传播或翻译;

服务的要求则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服务于学校;

其次是服务于专业共同体; 最后是服务于整个社

区; 行政能力要求是指管理校内的某个学术单位或

服务部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管理工作可能与教

师的 “基础职业”毫无联系，而胜任此方面的工

作则需要人际沟通、冲突管理、团队建设、资源运

作、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政策分析与制定等全方

位的能力。从 “超职业”模型出发对高校教师职

业要求进行重新建构，这为教师的选聘、绩效评

价、续任等工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对教师培训

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 二) 高校学生群体的新变化

在“协统时代”，美国高校教师培训工作要帮

助教师积极应对大学生群体的新变化。近年来，美

国高校学生群体的多样化趋势不断增加，造成这种

趋势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的经济转型以及高等教育自

身的民主化和国际化。世纪之交的美国经济实现了

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过渡，迈入了知识经济社会。由

于经济的转型，大学文凭取代高中学历成为知识经

济社会的就业保障。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

进程，近年来美国高校的新生入学人数不断攀升，

这些新生的群体极具多元性，这表现在教育背景、
性别、种族、民族、阶层、年龄等多个方面。此

外，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

势不可挡的发展方向，美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

是吸引着全世界的学子趋之若鹜。国内外两股学生

群体的合流，使得这个时期的美国高校极具多样

性，学生中的新移民、有色人种、外国学生和非全

日制学生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尽管多样性一

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亮点，但同时也对高校教

师的有效教学提出了挑战。教师们首先必须学会在

教学中营造出积极的学习氛围，使多样性成为促进

学习效果的积极元素; 其次还要能够运用多种教学

策略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有效学习。培

养教师这两方面的能力已成为现阶段美国高校教师

教学培训工作的重点。培训项目要给教师足够的支

持，使他们能够正确引导学生正视敏感的差异性问

题，诸如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等等，最终促使

学生学会尊重不同的观点、信仰和世界观。许多研

究都表明，多样性对大学教育而言是把双刃剑，如

果能够在教学中积极利用学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那么学生和教师才会受益。
另一个是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的准备不足问

题。美国高校联合会 (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曾在 2002 年 做 过 调 查，

约有半数的大学新生并没有做好接受大学教育的学

术准备，在接受大学教育所应具备的读、写、算三

个基本能力中，至少缺乏一种能力。［3］这一问题至

今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有加剧趋势。学生的准

备不足致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经常互不匹配，教

师的教学期望时常落空。由于许多教师对于这些情

况始料未及，无法为这些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和指

导，新生因遭遇学习困难而过早辍学的事件时有发

生。因此，新时代的高校教师培训要让教师熟悉所

在学院或大学为学生提供的相关资源，例如辅导课

程、补习课程等。此外，教学培训工作还要帮助教

师进行不断地教学调试，掌握不同的教学策略以适

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
( 三) 教学、学习与学术的新范式

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学习和学术出现新

范式，导致教师培训工作的重点发生改变:

第一，更加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这种教学方法在 90 年代开始得到重视，是美

国高校教师培训 “学习者时代”的核心，至今依

然是教师培训的重点。新时代更加强调让学生为自

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诸如组织课程内容、总

结课堂讨论等。教师则更多地承担课程设计的工

作，并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更为频繁地提供反馈。
要实现这种新型教学方式，教师们需要掌握一系列

的教学策略，包括组织学生们进行小组讨论、同辈

学习、团队学习、案例研究等学习活动。
第二，要求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融入现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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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极大丰富了高校传统的教学资源和手段，

有效的使用这些资源和手段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课程

内容、养成问题解决技能以及形成学习共同体。而

美国高校教师很多都没有接受过教育技术的培训，

在传统教学中使用科技手段是当今教师面临的主要

挑战之一。在 2001 年的一项早期调查中，31% 的

受访教师认为: 在教学中融入科技手段是所有高校

面临的首要信息科技问题，而教师们却不会在教学

中系统地、科学地运用现代科技。［4］十年之后 2011
年的调查显示出类似的结果。要在教学和学习中成

功地融入科技元素，高校教师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对辅助工具的选择。课件、电子邮件、互联

网、课程管理系统等工具都能够为学生的学习目标

服务，但如何有效地整合这些工具却是个复杂的问

题，需要深入考虑课程内容、不同工具的特点，以

及学生对这些工具的接受程度等因素。鉴于新科技

的发展日新月异，远远超出教师的学习速度，科技

辅助教学的培训将成为新时代高校教师培训的一项

长期工作。
第三，强调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在强

调绩效问责的背景下，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显得尤为重要。评价是一个旨在了解并改善学生学

习的持续过程。对学生进行有效评价，并通过系统

化的收集和分析评价结果来采取进一步的教学措

施，是高校教师的必备能力之一，此方面的培训也

成为新时代教师培训工作的重点。
第四，对学术范围重新界定。在新时代，学术

的界定有所延伸，教学也被普遍纳入学术范围。美

国学者博耶 ( Boyer) 早在 1990 年就提出: 应该超

越教学与科研势不两立的局面，对 “学术”进行

重新界定，把四种各不相同却彼此关联的领域纳入

学术范围，即: 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整合的

学术与应用的学术。［5］但时至今日，教学作为一种

学术形式才被大多数美国高校认可。近年来，“卡

内基教学进步基金会” (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通过与教师、院系和

高校一起努力，共同推动了这种形式的学术，高校

教师培训工作也开始组织一些聚焦课程教学本身的

科研项目。
第五，跨学科的合作加强。跨学科合作有多种

实施方式，例如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参与研究或教

学项目。［6］教师培训工作开始鼓励团队教学、开放

跨学科课程、建设学校范围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高等教育在教学、学习和学术方面的范式转变促使

高校教师培训工作进行重大调整，从而步入了新的

时代。

三、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 “协

统时代”———实践策略

“协统时代”的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工

作在实践层面主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策略:

( 一) 扩大培训范围，兼顾个人与组织的同步

发展

多年来，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重点都是教学技

能培训，教师的个人发展和学校的组织发展少有涉

及，对后两个方面的强调多停留在研究领域和书面

建议上。“协统时代”的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

训工作出现了重心的转移，从原先对教师教学和科

研的单向关注转为对教师个体发展和院系组织发展

的双向关注。以往的教师培训项目多是关于课程开

发、教学诊断和学术写作等方面，如今的培训项目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教师个人发展的培训，

例如人际交往能力培训或职业生涯咨询等。［7］如今，

美国教师培训中心的工作也日趋人性化，甚至开始

帮助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马萨诸塞大学艾

默斯特分校的教师培训中心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好的

尝试，该中心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

活，出台了许多优惠的政策。例如，对于双职工家

庭的教师，该中心会协助其配偶在学校周边找工

作; 对于初为父母的教师，他们的终身聘任考核决

定可以推后进行等等。
除了对教师个人发展的关注，各高校的教师培

训也开始强调为院系和学校的组织发展服务，培训

工作的展开立足于院系和学校的实际问题。有关领

导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发展的培训项目逐步增

多，培训的主题包括理解 “正式”与 “非正式”
的组织结构、分析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与组织外围

压力、冲突管理与协调能力、时间管理、绩效评

价、财务管理等等。这些项目旨在促进整个大学组

织教学环境和决策环境的改善。至此，组织与领导

方面的培训不再被视为高校教师传统角色 ( 教学、
科研与服务) 的修饰与附属，从而有了自身的地位。

( 二) 丰富培训项目，满足全体教师的发展需要

这个时期的教师培训工作开始注意对不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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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发展需要保持高度敏感性，在培训的内容和

方法上力求多样性。在设计培训项目的内容时，既

考虑教师的多种角色要求，还要关注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教师需要。斯坦福大学将全校教师和参与教

学辅导工作的学生分为四类服务对象，分别是正式

教师、讲师与博士后、助教与研究生、本科生。教

学中心对这四类群体由专门人员提供针对性服务。
对于新教师，各个高校都有专门的新教师入职培

训。对初级教师的提供职业发展咨询也成为一种发

展趋势，几乎所有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机构都会在

能力允许的条件下给这些教师提供保密性的免费咨

询。这个时期的培训工作在方式上也呈现多样化趋

势，工作坊、研讨会、个人咨询、课堂观察、短期

课程、学术休假、奖教金、个人实习和导师项目等

多种培训方式被广泛采纳，以适应不同教师的学习

偏好。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 “教学实验室”为

教师们提供的培训项目就有咨询服务、工作坊、研

讨会、微格教学、教学证书项目、课程学习、教学

评价服务等等。
此外，高校还对教师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组

织专门的培训专题。例如，为了帮助教师在教学中

使用科技手段，哈佛大学安排了“在课程中使用多

媒体”的培训专题，协助教师把现代科技和多媒体

技术创造性地使用在课堂教学中，促使教师关注互

联网和社交网络给教学带来的变革，以及数码技术

和电子读物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斯坦福大学开设了

“科技辅助教学”专题，帮助教师在教学中融入科

技元素，学会通过自己的个人网页和课程管理系统

来改善教学质量，利用简单的工具增加课堂的互动

性。一些基金会也开始资助教师在此方面进行探

索，例如由微软公司资助的 “微软影响力教学基

金” ( Microsoft IMPACT Fellowships) ，就是旨在鼓

励教师在教学中创新性地使用现代科技。
( 三) 加强项目评估，提高培训工作的实效性

尽管项目评估一直被认为是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培训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鉴于缺少评估经验

等多种原因，此环节成为整个培训工作中的短板。
近年来由于美国经济发展低迷导致高等教育经费缩

减，社会问责要求增加，对教师培训项目的有效性

进行评估成为大势所趋。各高校无论学校类型或培

训机构的大小，都在加强此方面的工作。各高校采

取的评估方式除了较为常见的满意度调查外，对受

训教师进行跟踪调查、在项目实施前和实施后对受

训教师的变化情况进行比对、直接观察受训教师的

教学行为、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让受训教师对

培训项目进行评价等等多种方式得到综合应用。通

过对培训项目的评估，高校可以及时发现需要改进

的方面。例如，许多高校都发现其培训工作缺乏有

效的理论指导。这一问题引起了校方的注意，越来

越多的培训项目在设计中借助人力资源管理、成人

学习、课程与教学等领域的理论，大大提高了教师

对培训项目的认可程度。
总体而言，“协统时代”的美国高校教师培训

工作需要致力于满足教师职业的多种角色定位、应

对学生群体的新变化，并适应高等教育教学、学习

与学术的新范式。在这个全新的时代，美国的高校

教师培训工作已从早期 “被边缘化”的状态一跃

成为大学保持创造力的动力来源，教师培训者的角

色也最终从大学的外围转移到了大学的中心，变为

大学改革的引领者。他们必须洞悉组织变革的动向

与问题，并能够把组织变革与培训工作相结合，有

效调动使用组织内外的资源，这成为他们胜任变革

引领者角色的成功之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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