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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提高職前教師培養品質，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把教師教育改革重點集中於教師教

育能力標準的研製與實施上。文章通過分析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改革的思

路，揭示培養能動的專業性教師的內涵，解讀能動性教師的十大能力標準，並且從

課程、教學、評價三個方面分析了能動性教師培養的實施方法，給教師教育的改革

提供了一些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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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隨著韓國社會發展，中小學對教師的專業性要求越來越高。為適應社會發展，

提高教師專業性，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例如：2001年的《教
師職業發展綜合方案》、2005年的《教師培養體制改革綜合方案》。在職前教師培
養中，對於如何提高教師專業性仍然存在三個突出問題。一是統一性問題。由於學

校對「教師專業性」一詞的認識尚未統一，導致教師對培養目標理解出現偏差，進

而影響課程、教學、評估的有效實施。二是關聯性問題。課程教學內容與教育實習

內容相互割裂，課程之間聯繫不強，以致欠缺基於培養目標的課程設置。三是持續

性問題。教育人力資源部普遍重視職前教師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培養，但缺少從終

身學習角度提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養。

基於韓國社會發展對教師專業性的要求和職前教師培養方面普遍存在的以上三

個突出問題，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結合自身辦學歷史，聚焦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改革。

一是在充分研討教師專業性的基礎上，提出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二是根據

培養目標，制定實現能動性培養目標的教師教育能力標準。三是根據能力標準，構

建課程、教學、評價的「三位一體」的能動性教師教育評價體系（朱英珠、金敬子等，

2016）。

一、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的形成

能動的專業性是最近對教師專業性的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概念 (Bruner, 1977；
Rothman & Narum, 1999；Darling-Hammond & Bransford, 2005)。根據中國漢典的記
載，能動性是指人對外界或內部的刺激或影響作出積極的、有選擇的反應或回答，

其特點是通過思維與實踐的結合，主動地、自覺地、有目的地、有計劃地反作用於

外部世界。

教師專業性的研究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常規性專家 (routine expert)，另一種
是能動性專家 (adaptive expert)。常規專家把重點放在最大限度地發揮核心能力的效
率性上。效率性意味著具有能夠迅速、準確地完成工作的能力。譬如，初任教師在

教室裡對同時發生的各種問題感到混亂而不知所措。但常規性專家教師對此情景，

總是可以迅速、準確地做出判斷，並能夠迅速熟練地解決。通過反覆練習，教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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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會具有常規性專家的工作效率，其缺點是反覆練習往往會造成思維固化 (Vidal et 
al., 1997)。

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教育現象變得更加複雜、瞬息萬變，常規性專家教師在

面對真實教學情景時所表現出的靈活性、適應性明顯不足 (Fullan, 2007)。為此，教
師需要對傳統上注重效率性的常規性教師培養進行改革。培養具有應對隨時變化和

創造能力的專業性教師，並以應對「變化」能力作為專業培養目標，不僅能對原有

事物進行批判和重組，接納或改變自身原有觀點，還具有學習並應對新事物的能力，

把應對「變化」當作增加自身可能的教育能力。根據這種需求，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提出了培養應對「變化」的能動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

能動的專業性是指能夠積極主動地發揮內在潛能，主動借助外部的資源，自覺

地、有目的地、有計劃地改變其所處專業發展環境的個性品質。能動性教師不僅具

備常規性專家的效率專業性，並且具有創新的專業性，能夠在積極應對「教育變化」

的過程中而不斷形成的新能力。

（一）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分析

培養目標是教師教育培養的具體化體現。培養能動性教師的認識是一個不斷完

善發展的過程。早期教師專業性的研究中，關注的焦點在態度、傾向、行動上。進

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關教師專業性的討論重點在知識上，區分專業和非專業的

重要標誌之一是專業知識體系是否完整。

全國委員會提出，教師個人的基本素質、精湛的專業知識技能、專業態度以及

敬業精神是教師行業優秀的標準（徐玉斌、李迤航，2011）。專業態度是教師對教育
工作長期以來所具有的看法和一貫以來所採取的行動，良好的專業態度有利於教師

堅定教育信念，形成教育理念。只有實現教師教育理念的轉換、提升，才能更好地

轉變教學行為，實現教育創新，進而為能動性的教師奠定基礎（吳鋒民，2012）。

韓國的《教師教育課程標準（試行）》旗幟鮮明地提出旨在促進每一位教師專

業發展的三條理念：育人為本、實踐取向與終身學習（教師教育課程標準，2012）。
實踐取向強調實踐意識、關注現實問題，終身學習增強與社會的適切性和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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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學習型社會對於能動性教師培養在實踐技能方面的新要求。

綜合考慮教師專業性的相關研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

標在教師具有的專業態度、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三個方面形成了自身的認識。

專業態度是教師應具備的基本特質（金基泰、趙平浩，2003；金伊京等，
2005）。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提出教師具有的專業態度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對教學的態度，包括教學的使命感、教育的熱情等。二是對學生的態度，包括

對學生的尊重、愛、信任等。三是對自己的態度、自我尊重、真誠、誠實、道德、

公正、教養等。四是對社會的態度，包括倫理意識、責任意識、民主意識等。

專業知識是教師應具有的關鍵素質。舒爾曼提出以教職知識為基礎，教師應具

有教學內容的專業知識、普通教育學知識、教育課程知識、教學的知識、關於學習

者的知識、瞭解教育現狀的知識、組建教師共同體的知識等 (Shulman, 1986)。為適
應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哈蒙德和布蘭斯德於 2007年進一步完善了教師應具有的專
業知識 (Darling-Hammond & Bransford, 2007)。在此基礎上，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
教育提出教師專業知識大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關於學習者的知識。二是關於課程

的知識，包括對課程的認識和展望，以及對學校教育目的的認識等。三是關於教學

的知識，即說明學生能夠有意義地學習所需要的知識。

專業技能是教師履職的核心要素。通過對眾多中小學教師履職的觀察和分析，

結合朴英淑等的相關研究（金伊京等，2005）。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提出職
前教師應具有教學指導、學生指導、班級管理、編制學校教育課程、與學生家長溝

通、支援學校管理、組織研修活動等七種能力。

（二）培養能動的專業性教師的影響因素研究

對影響教師專業性發展因素的研究，最終指向教師如何學習教授 (teaching)，
並促進自身專業性發展。研究者從教師視角出發，深入討論怎樣培養教師處理各

種實際問題的教學能力，以及哪些因素影響這一能力的形成 (Darling-Hammond & 
Bransford, 2005)。綜合相關研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將這些影響因素歸納
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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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前概念問題。職前教師不是帶著空白腦袋來接受教育的。他們在以往的學

習中對教師的教學行為已經形成了一些前概念，並且這些前概念不會輕易改變。如

果職前教師的這些前概念被無視，或不積極加以應對，那麼他們就會帶著前概念或

歪曲的概念學習新的東西，從而對現有的學習產生影響。將職前教師所擁有的前概

念表面化，並提供持續批判性地思考和重組，促進前概念的轉化，這是課程設計和

教育教學所必需要考慮的問題。

二是實踐問題。關於實踐問題，最常見的對策就是讓學生進行反覆模擬訓練理

解理論知識。但當面對真實的教育現場時，其所獲得的知識往往無法應對千變萬化

的真實場景。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掌握了多少知識，而是擁有什麼樣的知識。如

果掌握的都是死知識，即使擁有再多知識，也無法付諸實踐。因此，為了解決實踐

問題，不僅需要職前教師學習豐富的專業知識，還需要通過實踐檢驗這些知識，通

過知識與實踐的相互作用，形成豐富的實踐性知識。

三是複雜性問題。Lampert (2001)指出，教學是一個複雜的、不斷變化的過程。
教學可以同時實現多個目標；教學可以與不同的學生建立關係；教學需要綜合利用

多種知識。在面對複雜的教學情景時，職前教師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些情景而感

到混亂，即使學會了處理各種教學行為的方法，但也不知道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教學

行為。因此，要應對教學的複雜性，就需要其不斷地對教學進行理解，並不斷反思

教學實踐，最終形成教育研究能力。

二、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的內涵與具體的能力標準

（一）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的內涵

教師能動的專業性包括個人能動性與環境能動性兩個方面（張娜，2012）。在
影響教師能動性發展的因素上，前概念因素屬於個體能動性，實踐問題和複雜性問

題則屬於環境能動性。個體能動性的發展可以通過個體努力，提升個人的專業發展

水準；環境能動性則主要依靠外部支持，實現靠自身力量無法達成的目標，改變自

身所處的專業發展氛圍。

在專業目標的三個方面，專業態度是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精神的本質，反映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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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性的個體能動性，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是與內部動機相關聯的環境能動性。韓

國梨花女子大學認為培養具有「真、善、美」的教師，才能有堅強的教育信念，並

進一步為個人能動性奠定基礎。具體來說，「真」是探求知識，「善」是熱愛實踐，

「美」是發揮創造性。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就是要培養探求知識、道德

高尚、具有能動性的專業教師。其中，能動性包括效率性和創新性。即教師不僅能

夠熟練地履行教師職業的專業性，還要有變革和發展自身能力的專業性，初步形成

終身學習的能力。

具體來講，其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具有教育使命感和奉獻精神，包

括尊重和公平對待學生，致力學生潛力開發，對教學工作富有激情。

二是要具有成長為能動性教師所需要的知識。主要包括課程知識和關於學生的

知識。課程知識不僅包括課程內容的知識，還包括以課程為基礎的知識結構、核心

概念、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及探索方式。關於學生的知識包括對每個學生的理解

和對學生學習、發展的專業知識。

三是要具有成長為能動性教師所需要的實踐能力，其核心是教授學生學習的能

力。為有效地教授學生學習，教師需要具有教育課程開發、教授、評價等方面的能

力。教育課程開發能力指能依據國家的教育課程，將其制定成適合學生和教育現狀

的能力，以及研究教育課程的能力等。教授能力指能依據課程和學生實際情況制定

適當計劃，診斷每個學生對課程學習要求並提供適當支援的能力等。評價能力是指

能有效利用多種評價方法，並將評價結果有效地應用到學生學習，改善教學的能力

等。為了有效地支援學生學習，還需要有班級文化建設，與其他教師、學校行政人

員、家長、社區成員合作溝通等能力。

四是要具有持續發展自己專業性的意志和努力。為了成為能動性教師，學員需

要對自身的教育實踐不斷研究和改進，不安於現狀，形成終身學習的能力。

（二）能動的專業性教師所具有的能力標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標準 (Standards)運動擴散到整個教育界，在教師教
育領域，已研製出以教師、校長等為對象的資格標準或教職標準，這些標準揭示了

教師應具備什麼能力以及如何評價。為實現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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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目標，研製組以梨花女子大學精神為基礎，提出梨花女子大學能動的專業性教師

應具有以下十大核心能力（周永宙、金京子、金恩珠、金正善等，2019），見表 1。

表 1：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十大核心能力

十大能力標準 特徵

能力 1 教師要體現梨花女子
大學精神追求的人性

教師要努力探索知識，奉獻愛心，發揮知識創新的作用。

能力 2 教師要懷著使命感投
身於教育

教師要對教學要充滿熱情，尊重並公平對待每個學生，幫
助每個學生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

能力 3
教師要理解學生和學
生的學習與發展

教師要瞭解學生的學習方式、學習動機、學習要求，並理
解學生的認知、社會性、情緒、身體發育等。教師還要瞭
解學生的個人特點、家庭、社會、經濟、文化環境。

能力 4
教師具有教學的專業
知識

教師能夠深刻理解教學內容，理解核心概念、概念之間的
關係及探索方式。教師還要繼續探索教學和學科基礎的最
新知識。

能力 5
教師要具有對教學、
學生、教育開發和運
用能力

教師要能夠按照國家教育課程，並依據學生和教育情況重
新組合，還要致力於教育課程的研究及開發。

能力 6
教師有效計劃和運作
課程

教師要能根據教育目標和課程內容，設計適合學生的課
程，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進行教學。能夠診斷學生對課
程的學習要求，並提供適當支援。

能力 7
教師要對學生的學習
進行監督和評價

教師要能使用適當的，多種評估方法對學生進行監督和評
價，並對評價結果進行合理的分析，並運用到學生的學習
過程中，同時不斷改善自身的教學。

能力 8 教師要營造支持學習
的環境和文化

教師要支持學生自主解決問題，民主管理，營造相互尊重
信任的學習文化。

能力 9 教師與教育共同體成
員建立合作關係

教師要與教育共同體成員進行有效地溝通，引導並加強彼
此的參與和合作。

能力 10 教師要不斷努力發展
自身的專業性

教師要研究和提高自己的教育實踐，積極參加校內的教學
研修活動，努力形成終身學習能力。

三、能動的專業性教師的課程體系構建

建立課程體系是實現能動性教師培養目標的具體化。圍繞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

養目標，研製組研製了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課程、教學、評價體系，以期通

過課程體系實現培養目標，通過教學體系支援職前教師學習，通過評價體系對職前

教師達標程度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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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體系：理清「學什麼」，指向職前教師專業教學能力的培養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課程體系是為了實現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專業性能力

標準，在教師培養中應該教授什麼。其內容主要由教育學、學科知識、學科教育學

和教育實踐課程構成。

教育學是教師教育的基礎學科，指向教育的目的和價值。包括教育哲學、教育

的發展歷史、教育與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關係，對學校教育的理解，對學習

者和學習的理解等。

學科知識是關於學科內容的知識，指向學科知識及其結構體系。尤其重視學科

知識結構體系，強調以學科知識為基礎，要揭示核心概念及其概念之間的關係及探

求方式，以深度理解學科知識及其邏輯結構。

學科教育學是關於如何教授學科知識，引導學習者學習的綜合學科。其中，最

重要的內容是關於如何教學，包括如何理解特定的課程內容，學習者對其內容方面

的前概念或錯誤概念，為此應利用哪些方法。此外，還包括特定內容的主題、問題、

爭論焦點等。在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中，學科知識和學科教育學緊密聯繫，

被視為教師所必備的專業知識，是體現教師專業性的一個獨特領域。

教育實踐課程是將理論應用於實踐，並由實踐回歸理論的課程。韓國梨花女子

大學教師教育中，教育實踐課程不僅有為期半年的教育實踐，更有平時在真實課堂

的教學體驗辯論，主題研討等。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課程體系與能動的教師

專業能力標準的關係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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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能動的教師專業能力標準與教育課程體系的關係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能動的教師專業能力標準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
教育課程體系

教育
學

學科
知識

學科
教育
學

教育
實習

能力 1 教師要體現梨花女子大學精神追求的人性 b a a b
能力 2 教師要懷著使命感投身於教育 b a a b
能力 3 教師要理解學生和學生的學習與發展 b a a b
能力 4 教師具有教學的專業知識 a b a b
能力 5 教師要具有對教學、學生、教育開發和運用能力 a a b b
能力 6 教師有效計劃和運作課程 a a b b
能力 7 教師要對學生的學習進行監督和評價 a a b b
能力 8 教師要營造支持學習的環境和文化 b a a b
能力 9 教師與教育共同體成員建立合作關係 b a a b
能力 10 教師要不斷努力發展自身的專業性 b a a b

注：a 表示相關；b 表示主要相關

（二）教學體系：明確「教什麼」，聚焦職前教師專業教學能力的形成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的教學體系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支援職前教師達成

教師專業能力標準。基於影響教師專業性發展的三個基本問題，即前概念問題、實

踐問題、複雜性問題。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著重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改革。

一是支持職前教師反思性學習。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尊重並理解職前教

師的前概念，並基於其前概念設計教學過程，通過對前概念的批判性反思，使其前

概念得以重組，並被重新塑造。

二是支持職前教師理解性學習。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揚棄了以記憶、背

誦、模仿為主的傳統教學。教授的重點不在是零散的、片面的知識，而是深入課程

內容的核心概念，並以核心概念重組課程結構。通過對核心概念的深入理解，建構

以核心概念為中心的知識結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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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支持職前教師實踐學習。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把教育課程和實踐課

程緊密結合並一起運行。通過實踐驗證理論並促進理解，形成理論與實踐結合能力。

四是培養職前教師元認知能力。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摒棄了將教授的複

雜性簡單化的傳統教學方式，而是直接採用真實的現場教學。通過觀察、理解、辯

論真實場景中的教師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行為，促進職前教師理解教授的複雜性，

逐漸形成應對複雜情景的元認知能力。

五是支持職前教師開展共同體學習。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摒棄了過分強

調競爭的傳統學習文化，支持職前教師不僅自己要努力學習，還要關心同伴學習，

組建學習共同體，培養協商合作能力。

（三）評價體系：檢測「怎麼樣」，測評職前教師專業教學能力的培養效果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評價體系與課程體系、教學體系緊密結合，形成了具

體的評價框架。在評價框架的基礎上，各學科再結合具體學科內容與教學細化評價。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評價體系提出了以下五個基本評價原則。一是評價

目的在於檢測職前教師是否達到了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專業能力標準，以及達到了何

種程度，並判斷為達到該標準還需要提供什麼樣的支援。二是評價要與課程、教學

緊密結合，通過對學習的課程評價，確認達到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專業能力標準還需

要提供什麼樣的支援。三是評價是對職前教師的專業知識、實踐能力、專業態度相

結合的綜合評價。四是評價目的、評價方法、評價工具、評價內容與教育課程、教

學過程聯繫，並確保評價目的、評價方法、評價工具、評價內容的公平性、可行性

和可靠性。五是評價結果用於檢測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專業能力標準的達成程度，並

為改進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專業性能力標準提供回饋資訊。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教育評價過程包括培養開始前、培養過程中、培養結束

後三個方面。在培養開始之前，進行診斷評價；在培養過程中，對梨花女子大學教

師專業能力標準的達成程度進行評價，確認還需要提供什麼樣的支援；在培養結束

後，對職前教師進行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專業能力標準的綜合評價。另外，評價

還包括職前教師對課程、教學的評價，為進一步改革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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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培養能動性的專業教師是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培養目標的重大改革。對韓國

梨花女子大學能動性教師培養目標的分析和解讀，開闊了各國對教師教育培養的新

視角和新要求。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將教師教育改革重點放在了教師能力標準的研製

與實施上。通過對教師專業性、影響教師專業性的發展的因素、能動性教師的培養

三個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培養能動的專業性教師培養目標及其應具有的十大能力，

構建了課程、教學、評價三位一體的課程體系。教師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課程改革。

高師院校應以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為重點，著力推進教師教育課程由傳統的學科化、

理論化、學術化向自主性、評價性、實踐化轉變，努力構建具有自主發展能力且結

構完善的教師教育課程新體系，全面提高教師教育的品質，培養具有先進教育理念

與良好道德素養的能動性和具有終身學習能力的創新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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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specialization: A Glimpse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of Ewha Women’s University i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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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Ewha Women’s University 
in Korea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e-service teacher ability 
standar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wha Women’s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idea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nnotation of adaptive specialization teachers, interprets the 
ten competency standards of adaptive teachers,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adaptive specialization teachers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provides some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reform of teac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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