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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专业发展是以教师个人成长为导向，以专业化或成熟为目标，以教师知识、技能、信念、态
度、情感等专业素质提高为内容的教师专业结构动态持续的终生发展过程。
在对我区教育资源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下，我们确定了“以名师工作室为载体，促进区域教师专业发展
”的工作思路，并通过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名师工作室”为载体培养教师
的制度框架和实施办法，构建起了名师持续发展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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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缘起：立足区情，转型突破　　第一节 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原则　　教师专业发展的原
则是指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指导原理，它反映了教师发展的基本规律。
教师专业发展一般遵循主体性、交往性和实践性三大基本原则。
这三条基本原则实际是对“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状态应是怎样的”“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与周
围人员的关系应是怎样的”“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与曰常教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回
答。
　　一、主体性原则——教师发展应是一个自主学习、自主超越的过程将教师视为发展过程中的“被
动客体”的观点一直是大家批评的焦点。
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教师的发展应是教师自主提高、更新的过程。
“主体性发展”是教师发展过程的首要原则。
　　第一，从发展动力上看，“主体性发展”强调教师发展源于教师内在的需要和意向，任何外在的
动因都无法替代内在驱动力对于教师发展的作用，教师本人在将外在影响因素转化为自身发展因素的
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从发展方式上看，“主体性发展’强调“以教师为中心的”专业发展方式。
无论何种教师发展方式，都不能“冷落”教师或将教师“边缘化”，有效的教师发展方式必须确保教
师的深度参与，确保教师有机会自主决策、自我反思、自主探究来实现自我超越。
　　第三，从发展结果上来看，“主体性发展”强调教师发展的个性化和连续性。
“主体性发展”将教师发展视为教师在反思中构建独特的专业自我的过程，教师不再完全是专家知识
的消费者，他们也是自身“个人实践知识”的创造者。
由于每位教师在个人经验、生活背景和认知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教师可能成为对于教师专业
的独特理解，这种独特的专业自我是教师专业品质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另一方面，“主体性发展”意味着教师发展不会走向终结，作为主体的教师，他们总是在“建构——
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循环中不断地修正自身，每一次建构都不是终极意义。
因此，教师发展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可能是一个现在完成时，教师发展所取得的所有结果，都是
暂时性成果。
　　二、交往性原则——教师发展应是一个人际对话与互动的过程　　近些年来，有关教师发展的研
究越来越强调“对话”“合作”“交往”“互动一分享”等对于教师发展的价值，教师发展是一种“
交往性”的原则得以确立。
　　“交往性发展”意味着，教师的专业伙伴是其专业发展的主要资源，教师与同事、学生、家长、
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交往、对话、协商、合作和分享是教师实现专业成长的必要条件。
教师只有走出自身，参与共同体的对话和互动，接受“重要他人”的影响，才能参照他人对自己的态
度来对自己的专业工作进行反思，并在与他人对话中来扩充自己的专业知识。
同时，也只有通过社会互动，教师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才会发生变化，才能引发认知冲突和认知失衡
，教师则必须通过主动反思的过程来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实现新的认知平衡。
在这里，人际互动是教师更新自我的重要促发因素，也是教师更新自我的重要资源来源。
　　为了使教师能够在交往、对话中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同伴互助、知识分享、课例研究、专业共
同体、合作行动研究等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策略和组织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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