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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创新型教师培养的践行路径与价值参考

徐烨佳

【摘 要】创新型教师培养是当代教师教育事业的关键命题。受产业结构转型驱动，日本通

过多项举措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突出创新型教师培养的实践取向。其主要路径有三个：形塑三维能

力目标，树立实践创新风向标；融合各类教育基地，构建共生创新生态圈；推进课程内涵式发展，厚植

实践创新的苗圃。以此为鉴，我国在创新型教师培养上应完整理解教师创新素养内涵，合理定位本

土创新型教师角色；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营造平等互鉴的创新合作关系；树立现代型创新

课程理念，深化系统性课程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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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教师的培养具有前瞻性、基础性意

义。2018年，我国《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首次点明“要造就党和人

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初步描绘

创新型教师培养的蓝图，提出要“创新师范生教

育实践和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模式”“建立教师教

育协同创新平台”旧-。但反观现实，我国创新型

教师培养仍面临多重困局，存在创新型教师角色

定位模糊、创新型教学模式开发力度不足∞o等

问题。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产业结构转型中，

确立了培养创新型教师的新方针H1。面对因脱

离实践而日益僵化的教师教育，日本从多方面着

手革新教育大学的培养方式、办学体制、管理体

制，教育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日本在创新型教师

培养上无样版探索，能为具有相似人口发展形

态、儒学文化背景的我国提供有益借鉴。由此，

本文梳理了新时代日本政府和高校在创新型教

师培养上的主要举措，并立足本土实践，对其行

动改革展开价值探寻和限度思索，以期把握日本

创新型教师培养核心经验。

一、日本创新型教师培养的践行路径

(一)形塑三维能力目标，树立实践创新风

向标

在教师教育改革中，各级各类师范院校所采

取的各类措施，无不统摄于其所设立的教育目标。

20世纪末，基于对教育体制的评价反思，日

本重新调整教师角色定位，开始致力于培养解决

本国教育问题的实干家。作为加强教师实践能

力目标设计的先导，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颁

布的《面向新时代的教师培养改善对策》概述

了实践型教师的基础面貌。该报告中的教师素

养结构表征为以实践能力为内核的“一体两翼”

模型，其中，一体是教育一线所需要的“实践性

指导能力”，两翼分别为“外语交流、信息设备操

作”的学习技能及“基于全球视野采取行动”的

问题解决能力。1999年，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

议会在第三次报告中再次强调师范生应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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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能力——“实践指导”。之后随着日本文部

科学省《今后国立培养教师的大学或学部的存

在方式》、日本总务省行政评价局《关于教师养

成、资质向上的行政评价和监督结果的通知》报

告的陆续出炉，培育实践型教师逐渐成为日本教

师教育界的共识。

21世纪初，日本科技型产业的兴起推动教

育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敬岗乐业的实践型教

师由于无法满足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亟需转型

升级。200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今后教师

培养及资格证制度的改革方向》对教师知识素

养提出更高要求，报告指出“不但要培养能继承

知识的人才，而且要培养能够创造未来知识的高

素质人才”悔J。这表明，日本政府摒弃了先前机

能型的教师观，突出了创新型教师培养的主线，

即强调了教师从“教书匠”到“一线研究员”的

角色转换。2007年，日本教育再生会议提出的

《以全社会之力实现教育再生》报告书则从人

格层面拓展了创新型教师的内涵，其号召“用

所有手段总动员，培养有魅力、值得尊敬的教

师"[6]。这意味着日本未来创新型教师除了要

能在学校社交圈中游刃有余，而且还应具备足够

的人际吸引力、领导力。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日

本政府出台的若干报告丰富和发展了实践型教

师培养的要求，为创新型教师教育目标体系的构

建提供了方向引领。

2010年后，日本创新型教师教育目标体系

雏形初显。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就新时期教师

资质的发展需要，出台《关于提升肩负着今后学

习教育重担的教师的资质与能力》，该报告围绕

“自主创新”精神内核展开，从创新学习、创新

人格、创新技能三个维度对创造型教师的能力目

标进行界定。第一，教师应具有持续创新所需的

终身学习力，能恰当地收集、选择与活用信息。

第二，教师要有团队精神，能有效地与他人合作

解决新问题。第三，教师需积极参与创新实践，

懂得如何应对当今社会的最新教育课题。当前，

该创新三维能力目标已贯穿于日本师范院校的

育人体系，如国立御水茶女子大学培养主体自我

形成能力目标的本科教育，培养国际社会中活跃

的女性领导人的研究生教育。川；私立昭和女子

大学旨在提高学生的主体发展力、合作能力、社

会贡献力的教师教育喁。等。

日本在创新视域下设立的三维能力目标，

是其基于实践型教师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出的。

其中，隶属创新学习维度的“终身学习能力”目

标是教师可持续创新的核心加持，它强调教师在

面对不确定时代时拥有创新所需的学力，能自主

获取和处理多元信息。“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是教师在创造性解决教育问题时不可或缺的软

素质。面对复杂的教育实践，教师创新始终难以

脱离其文化圈层的助力，因而需要擅于和其他教

师交流教育经验、协作验证教育假想。“积极应

对教育课题"则是教师创新的关键技能。教师

创新的本质即为教育问题的解决，创新型教师应

当具备探索教育问题的行动力，懂得如何指导自

我实现创新意图，促进其内在的创新思维向外在

的社会实践服务转化。

(二)融合各类教育基地，构建共生创新生

态圈

为集合高校创新力量，形成创新型教师培

养的系统优势，日本在2l世纪20年代先后推出

多项举措，促进各类教育基地的融合。

一是实施顶尖全球性大学计划，促进创新智

慧的交融。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启“项尖

全球性大学计划小9|，该计划将参与高校分成两类：

一类立足全球视野，侧重于国际声誉的提升；另一

类主要立足本国社会发展需求，着力提高地域服

务水平。受该项政策的牵引，日本各高校纷纷调

整发展战略，挖掘自身的育人特色，以期成为当地

的知识高地和创新生产中心。为实现区域的可持

续创新，日本政府还于2016年颁布《首都圈整备

计划l》，该项目成功促进了日本各高校之间的交

流互动。以知识据点自称的日本高校，积极向外

分享自己的知识创新成果、实施区域人才合作培

养。其中，多摩地区的学分互换制度和东京学艺

大学牵头的联合大学院博士课程尤具代表性。签
署多摩地区大学协议的大学生可以到他校听课，

并可以把获得的学分算入本校的学分。而组建联

合大学院的东京学艺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千叶大

学、垮玉大学通过交换师资、课程资源，成功促进

了当地教师教育的跨界融合。

二是构建区域多方协作平台，共绘创新发

展图景。时代意识是创新型教师的潜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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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受教者的社会角色意识，日本各方合力搭

建协商平台，分享地区的发展愿景，凝聚改革动

力。2022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面向2040

年的高等教育设计(答申)》特别指明地方要建

立合作平台。为保证该项政策顺利落地，文部科

学省还制定相应的指导方针，列举若干先进大

学的改革举措作为地区合作平台建设的参考。

在该项规划中，区域协作主体有三类——社会

公共团体、产业界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其中，都

道府县以及市町村的首长发挥领导作用，高等教

育机构中的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是地方创生的中

心。与此同时，协作平台的目标场域还根据大学

分布情况被分设为五类——都道府县、地区块、市

町村、跨越行政单位的广域块单位、相邻单位的地

区合作单位。考虑到高教行政机构设置尚有待完

善，文部科学省在地方政府设立专业的管理部门，

为大学之间的协商合作提供咨询服务。

三是启动创生学校项目，加强创新合作行

动。日本尤为重视教师的创造实践，在新时代，

其发起的创新项目大致可划分为两类。其中，

一类为国际协作型项目学习，另一类是地方创

造项目学习。首先，为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社会

问题，部分国立大学的教育学部在线上、线下均

设置研究据点。一方面，在海外扩大全球校园

的版图，开展实地教育研究活动；另一方面，联

合各地面对相同问题的产学官民，组建网络创

新团队，使学生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参与

全球治理。u刨其次，为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经

济、政治、文化风险，日本启动多项地区再生计

划，如地方(知识)的据点大学地方创生推进事

业u1|，地区活性化人才培养事业u2|，致力于地

方可持续发展的创造×SDGs共同研究、实证项

目等。当前，地方创造项目学习已在实现地区再

生、激发产业活力、发挥大学优势上取得显著成

效。一些参与地区再生计划的教育大学协办的

地区教育课题，如“儿童校园项目”“教育平台建

设项目”“教职的魅力共创项目”“应对全球化的

教育资源数据库”等u 3J，在推动当地教师事业

的发展上也取得了瞩目成就。

(三)推进课程内涵式发展，厚植实践创新

的苗圃

为打破原有课程体制对创新人才发展的阻

碍，日本全方位创新课程体系，为教师实践创新

能力的养成提供了新鲜沃土。

一是活化课程教学，增强创新体验感。课

程实施方式直接作用于受教者，影响其情感体验

和思维智力的发展。为加强课堂教师行为质量

的保障和课程改革的有效性，日本在多项教育类

政策中强调要改变以讲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

式，提出具体性、实践性、趣味性、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等教学原则。在本科生教育上，日本注重拓

宽学生信息获取的渠道，锻炼其处理多元信息能

力和在教育现场的学习能力，采用“小组讨论合

作“‘讨论和观察”与“实地研究”“校外合作”

等策略。在研究生教育上，日本重视发展学生创

新所需的主体人格和探究意识，要求教师在课堂

上提供机会，激发学生主动提出研究内容，并在

项目式教学中为学生的调研提供指导。以东京

学艺大学“合作”为特色的课程科目为例，专业

型教育硕士可以通过实践培训和问题研究将理

论应用到学校，并将学校问题带到研究生院进行

理论思考和验证。u钊

二是革新课程内容，开放创造新视野。随

着社会文化迭代的速度明显加快，课程内容与时

俱进的需求也日益凸显。如何使课程内容在文

化继承与创新之间达到平衡，并富有弹性，曾一

度成为日本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困扰。《大学
设置基准》是日本开启第三次教育革命后，颁布

的有关课程设置方法的重要教育文件，其中有两

条基本原则奠定了日本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的开

放基调：一是课程设置标准宜精不宜细；二是课

程标准以定性为主。该政策很大程度上解绑了

受“科学主义”束缚的课程体系，为课程内容的

多向度发展提供了可能。此外，该政策还指出两

种具体的课程内容革新办法：一是发展校本课

程；二是学术创新与课程内容课程相结合。究

其旨要，课程内容革新就是要发挥大学原有的创

新优势，启动课程革新的关键一环。近几年，日

本教师教育在课程内容设置上，紧跟基础教育的

发展步调，基于对中小学教育内容的认识，对师

资培养阶段的学科与教育科目的内容进行了调

整。另外，基于日本信息化发展和地域文化再生

的诉求，日本部分大学的教育学部对教育研究生

课程也进行重组，增添“教育的高度信息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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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支持协同实践发展、下一代日本教育系统研究

开发等专业类课程。

三是整合课程板块，优化反思实践力。有

研究表明，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实践课程的融合

程度决定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质量。u副使

师范生在基础教育科目中所习得的专业知识，在

教育实践中焕发活力，是日本在第三次教育改革

中坚持的课程理念。1999年，日本教育职员养

成审议会在《关于教师培养、录用与进修一体化

的报告》中指出要设置教师培养课程委员会，编

制系统性的教师培养课程，既保证学科教学指导

及儿童指导等有关的课程与教育实习内容的整

合，又兼顾教育实习前、中、后指导的整合。当

前，日本部分高校的教育学部已在该政策的指导

下，对教师教育课程进行了重组，并呈现出两种

课程整合模式：一是在坚持由知向行的课程编

制逻辑前提下，将专业类教育课程与实习类课程

整合为专攻科目，鼓励学科专业任教者和实习课

程任教者合作教学；二是明确各课程之间的互

补递进关系后，实施“楔形”教育，使师范生在一

年级入学阶段即可体验所有类型的课程。u刮总

而言之，两类课程整合模式都践行了培养教师反

思实践力的初衷，通过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

衔接，为教师实践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但相较而言，后者课程融合面更宽，融合难度也

越大，需要课程设计者付诸更多精力统筹课程资

源，搭建课程模块。

二、日本创新型教师培养的价值参考

(一)完整理解教师创新素养内涵，合理定

位本土创新型教师角色

日本在新时代确立的实践创新型教师教育

目标，涵盖知、情、行三个经典维度，系统揭示了

创新型教师应有的素质内涵。通过其所强调的
创新学习力、创新社交力、创新实践力，我们得以

看到一个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品格、自主精神和

社会情怀的未来教师形象。此外，在表述上，创

新三维能力目标具体清晰、指向明确，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和延展性，这为不同系别、不同层级教

师教育目标的分级分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

为重要的是，日本众多教育学部在创新型教师教

育目标设定上，摒弃了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人

才观，其所拟定的创新型教师角色贴合教育一线

的发展诉求，体现了“实践创新”的目标特色。

但反思日本设立实践创新型教师目标的内部

逻辑，尚可发现其存在的若干不足。首先，创新学

力目标与创新技能目标缺乏衔接。如果将创新学

力视为创新的动力源泉，那其转化为创新实践所

需创新思维能力，在三维目标体系中是没有得到

体现的。与此相似，我国心理学标准视域中的教

师培养目标也受限于“点状实践”，不同维度彼此

隔绝，在现实中经常难以啮合。有鉴于此，未来我

国创新型教师目标在设立之初，除构筑完整的创

新素质结构外，还应考虑各目标维度之间的内在

联系，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日本此番

拟定的创新三维能力目标预设性过于突出，其内

蕴的目标主义逻辑很可能使创新性教师培养陷入

教育技术的漩涡。只有在地方高校有高度的自主

性、协同育人环境机制建设成熟的前提下，才能削

弱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各高校在建设

创新型教师培养目标体系时，还需强化育人的本

体意识，观照本地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合理定位

具有境域性的创新型教师角色。

(二)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营造

平等互鉴的创新合作关系

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创新型教师的成长无

法与其所处的环境脱钩，特别是与其处在同一时

空维度下其他创新主体。日本之所以能有效联

结社会中分散的创新力量，推动高校在创新上共

生演进，与其秉持的创新系统观密切相关。日本

政府高度重视创新生态圈在创新人才培养、产能

驱动上的集优效能，着力完善创新生态系统要素

结构，构建创新生态圈的启动机制。一方面，搭

建融合多元主体的合作平台，使来自产、官、学不

同机构的代表得以共享资源，凝聚愿景；另一方

面，协调创新主体的能力格局，使各主体保持协
调共进又相互博弈的动态关系。例如，增强高校

办学自主权，通过实施系列政策协助高校进行自

我定位，使高校找到适合自身的创新竞赛圈。

但日本“多元化、层次化”的创新生态圈并

非自发而成，究其发展机理，来自政府的协同力

量不可小觑。首先，鉴于多元主体的对话是在

具体的时空中发生的，日本政府一直关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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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构筑，搭建线上、线下融合贯通的智慧

交流平台，如“全国大学联盟协议会"以及负责

区域协商的管理机构等。其次，无论是知识据点

的建设，还是地方创生项目的启动，日本政府始

终走在高校改革前列，其典型做法是通过项目招

标激发高校的创新自主意识，为参与的高校提

供资金支持、就业支持。最后，作为国家科学技

术发展的重要举措，日本政府赋予“产学研”合

作重要地位，继《科学技术基本法》，21世纪日

本政府又连续出台《政产学研合作税制改革法》

《知识产权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地方

“产学研"的合作水平。u利相较而言，我国协

同创新机制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2011”计

划的搁浅、“U—G—S”合作遇到的多重阻隔表明，

我国创新协作的主体力量尚待重塑，平等开放的

对话关系有待加强。有鉴于此，我国各级政府应

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从多

个层面推动创新主体的深入合作。

(三)树立现代型创新课程理念，深化系统

性课程改革思路

日本高校在课程内容、类型、方法、结构上

实施的改革举措，集中体现了现代课程创新的文

化取向，即将课程视作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一

方面，日本通过打破单一的课程学科主义建设逻

辑，有效拓宽了课程资源的开发渠道，使原先封

闭静态的课程体系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另一方

面，日本通过赋予地方高校更多的课程自主权，

使得教师教育者得以克服课程执行的忠实取向，

探索多种互动类型的创造性教学模式。与此同

时，日本教师教育课程的模块化还映射出系统性

课程改革思路，即从时空、目标，内容等多个维度

嫁接不同类型、不同年段的课程，使原先知行断

裂、层级分离的课程结构蜕变为一体化的螺旋模

型。我国在课程标准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过度

加码的问题。在重重框架下，课程变得僵化、沉

寂，日本在课程编制方式上采取的“减负策略”

为此提供了建设性方案。展望未来，我国创新型

教师教育课程首先应在提质增效上作出努力，避

免高结构化指标体系对课程创新因子的压制。

同时，应加强不同课程的联系，系统筹划改革方

案，将课程结构改革作为核心目标。

尽管如此，日本在创新型教师课程建设

上，仍存在对师范生个体观照不足的缺陷。诚

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创新人才培养不是用“一

个模子”“一个公式”套出来的。u副社会取向

的课程建设思路固然必要，但也不能忽视创新

型教师的个性发展诉求。合理定位学生在教

师教育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是解决该问题的关

键策略，只有将课程生成的过程与准教师的学

习、工作、生活紧密联结，打通师范生的对话机

制，让不同受教阶段、不同发展类型教师的愿

景相互交织，放权让其自主建设课程模块，并

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才有可能使创新型教师

培养真正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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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Path and Vhlue Ref；erence of 1．raining InnOVatiVe 1'eachers in Japan

XU嘲ia

(Cen仃al China No衄al UniVersity，Wmlan，Hubei 430079，China)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eachers is a key proposition in contenlporary teacher

education．Driven by the transfo衄ation of indu．strial s仃IJcture，Japan has戗ken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r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highlight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innoVatiVe teacher仃aining．Its

main path includes the three aspects．Tlle first is t0 shape the three。dimensional ability goal and es切blish

a vane of practicalinnovation．The second is t0 integrate various education bases and build a symbiotic

i11Ilovation ecosvstem．And the third is to promote廿l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and cultivate

a nursery ofpractical innovation．T坎ing this as a lesson，China should 6rst fhlly understand the collIlotation

of teachers’innovative 1itemcy in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eachers，and reasonably position the r01e of

localiIlIlovative teachers．Then，construct a collabomtive illIlovation mechanism with multiple entities，and

create an iIlIloVatiV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of equal蚵and mutualle锄ing．Finally，est￡lblish the concept

of modem innovative courses and deepen the thinking of systematic cu币culum refoml．

KeV words：teacher仃aining；i衄ovative teachers：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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