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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时代，变迁已成为恒常。
　　人类社会无疑再次进入了大变革时代，其变化的速度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知识的更新令人
匪夷所思。
有论者认为，信息科技的急速发展让一些崭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出现，如“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
？
，而它们又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学习和沟通的观感和习惯。
至于那些要肩负国家发展重任的人才，人们也抱着前所未有的期望。
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是培养既通且专、处变不惊的人才。
因为这些社会蜕变，教育也同时改革，以配合时代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让国际竞争加剧，国力与人才素质便成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的发展关键。
　　国际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巨变也对本国的教育体系提出了繁多而迫切的要求。
教育变革的节奏于是加快，变革的程度也相应加深。
教育必须不断调适，才能适应外在环境的需求。
教育改革策略的实施和有关政策法规的颁布，不断地标志着一浪接一浪的教改大潮。
美国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颁布以来的系列改革、英国的“国家语文与数学策略”、荷兰的高
中课程改革、中国大陆的“新课程改革”、中国台湾的“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课程改革等，无不突显了一种“科教兴国”的改革意向，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口号声中祭起教育
改革的大旗。
　　综观全球教育的变革路向，各国的策略焦点经常是先在教育系统内和学校内设置素质保证机制和
流程来改进其效能，继而是关注教育的外显功能（如学校的增值功能和毕业生的素质），然后便是通
过全球性的视角检视本国教育的成就、位置和潜力。
有关的教育改革政策，多为由上设计、交下执行，以行政力量推动和延续的策略模式。
然而，当这些政策试图在学校层面落实时，其实施形态便变得多样和众彩纷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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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知识、课程与教师体验”，讨论了教师知识、教师反思、课程改革以及改革情境下教师
的情绪体验等主题；第二部分为“学习、协作与教师发展”，围绕教师学习、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协作
及协作过程中的教师赋权等议题展开论述。
第三部分为“政策、组织与教师专业性”，论述了在中国宏观改革的大环境下教师的生存、生活、工
作、生涯发展等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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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内地，新课程改革的推行无疑给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没有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没有课程改革的成功”，该论点经过实践的检验而渐人人心。
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培训活动，希望将改革的理念传达给广大教师。
但改革的推行从来也不是一个施与关系，它需要教师的主动参与和投入，需要教师根据变革的新形势
产生新的专业认同。
于泽元的“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投人”一文分别从工作场景和社会场景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内地两
所正在进行新课程改革实验的小学作了研究，讨论了教师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心理层面所发生的深刻
变化。
作者强调过去的一些研究把教师个人特征和课程改革方案的特征、学校文化情境并列起来的做法是有
问题的，因为课程改革方案的特征、学校文化情境只有经过“自我”的过滤，才会产生工作满意度、
效能感等自我感觉，才会影响到教师投入。
尹弘飚的“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情绪经历与自我重构”一文指出，汹涌而至的变革浪潮不仅改变了教师
所处的外部世界，而且牵动着每一位个体的内部感受。
作者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内地四所个案学校的教师在高中新课程改革中的情绪体验，以及逐渐建构而成
的四种不同类型的身份：“领头羊”（从容的观光者）“适应者”（无奈的流浪者）“小卒子”（冷
漠的流浪者）和“演员”（激进的怀旧者），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类型的教师在面对变革时所
采取的立场、态度和反应。
　　在第二部分，有4篇文章围绕教师学习、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协作及其过程中的教师赋权等议题展
开论述。
前文对学科取向、大学主导的师资培养与培训制度有过反思，指出教师在培养与培训过程中居于被动
接受的地位，大学及其专家才是教育理论的创造者，从而在大学专家与中小学教师之间形成立法者与
执行者的关系。
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量出现基于平等、民主理念的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协
作关系。
此种新关系将发挥双方机构各自的优势，以切实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具体目标，以提升教师专业性、
重振教师的社会地位为最终归宿。
在一定意义上，伙伴协作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动力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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