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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教 师 能 否 真 正 参 与 ， 是 课 程 改 革 能 否 成 功 实 施 的 关

键 ， 南 非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中 的 教 师 参 与 主 要 通 过 教 师 角 色 转 变 来 实

现 。 为 此 ， 南 非 教 育 决 策 者 对 教 师 提 出 了 新 的 角 色 期 待 ， 南 非 教 师 参

与 课 程 改 革 的 实 际 角 色 和 期 待 角 色 落 差 较 大 。 教 师 角 色 落 差 的 缩 小 需

要 三 方 共 同 为 教 师 提 供 三 位 一 体 的 支 持 ， 具体 而 言
， 学 校 需 要 营 造 人

性 化 的 改 革 环 境 ，
地 方 应 提供 理 性 的 实 践 支 持 ， 国 家 层 面 应 重 视 与 教

师 新 角 色 相 关 的 能 力 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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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４ 年南非新政府 组 建 以 来 ， 大 致 经历 了 三 次课改 ，

１ ９ ９４
一

２０００ 年

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 间 调 整 式 的 课改 、
２００９ 年 至 今深度

修订后 的 课改 。 研 究 教 育 变 革 的 资 深 学 者 富 兰 （
Ｍ ｉ ｃ ｈ ａ ｅ ｌＦｕ ｌ ｌ ａ ｎ

） 指 出 ：

“

教育变革 的成败取决于教师 的所思所 为
” ？

， 课程改革作 为 教育 变革 的 重

？ 本 文 系 浙江 省 ２ ０ １ １ 协 同 创新 中 心非洲研 究 中 心 非 洲研 究专项课题
“

南 非 基础 教 育 课程 改 革

中 的 教 师参与研究
”

的 课题研究 成果 ， 项 目 编 号 １ ４ ＦＺＺＸ０ ３ Ｑ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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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中 的教师参 与 ： 角 色现状与 超越 １ ９５

中之重也不例外 。 南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 师在课改 中 的 角 色提 出 了

期待 ，
也给予 了较大支持 ， 但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 为此 ， 笔者试图在考察

南非教师参 与 课 改 的 应 然 角 色 和 现 实 角 色 的 基 础 上 ， 提 出 可 能 的 超越

理路 。

一

南非对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角色期待

任何 国 家在推 出 改革政策文本 的 同 时 ， 自 然会提 出关于教师在课改 中

的应然期待 。 南非至少有 四个政策文本提到 了教师参与课改 的应然角 色 ，

这些文本折射 出 南非官方对教师应然角 色的潜在假设 。

１ ． 南非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应然角 色

《 国家教育部 门 教育工作者 的职责 》 （
Ｎ 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Ｄ ｅ

ｐａｒｔｍ ｅｎ ｔｏｆＥ 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Ｄｕ ｔ ｉ ｅ 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 ｓ ｉ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Ｅｄｕ ｃａ ｔｏｒｓ
， 简称ＮＤＥＤＲＥ ） 、 《南非 教育工作

者委员 会行 为准则 》 （
Ｓｏｕ ｔｈＡ ｆｒ ｉ ｃａｎＣ ｏｕｎ ｃ ｉ ｌｏｆＥｄｕ ｃ ａ ｔｏｒｓＣ ｏｄｅｏｆＣ ｏｎｄｕ ｃ ｔ

，

简称 ＳＡＣＥ 行为准则 ） 、 《 教育劳工关系 委员会发展评估手册 》 （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Ｌａｂｏｕ ｒ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Ｃ ｏｕ ｎ ｃ ｉ ｌＭ ａｎｕ ａ ｌｆｏｒ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Ａ
ｐｐ

ｒａ ｉ ｓａ ｌ

， 简称ＥＬＲＣＭ
－

ＤＡ
） 、 《教育工作者规范 与标准 》 （

Ｎ ｏ ｒｍｓａｎｄＳ 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ｓｆｏ ｒＥｄ ｕ ｃ ａ ｔｏ ｒｓ
， 简

称 Ｎ ＳＥ
）

？ 等 四个政策文本涉及教师参与课改 角 色 的描述 ， 其 中 第 四个最

完整具体 。

ＮＤＥＤＲＥ 主要描述 了 教师 的 工作 角 色 ， 从教学 、 课外课程 和共 同 课

程 、 行政 、 与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四个维度 陈述之 。 ＳＡＣＥ 行为准则

提 出 了 教师 的道德准则 和职业守则 ， 描述 了 教师 与学生 、 家长 、 共 同体 、

同事 、 教师职责 、 雇 主 （ 国 家教育部 ） 和 ＳＡＣＥ 相关人士和部 门交往时应

具备 的道德行 为 ， 规定 了对教师 的 道德角 色期 待 。
ＥＬＲＣＭＤＡ 主要对教 师

提 出 发展评估方 面 的期 待 ， 旨 在建立评估过程 、 标准和工具 ， 提 出 了１ ３

类评估标准 ， 包括课程 开发 、 创建学 习 环境 、 说课和方法论 、 课堂管理 、

学习 者评估 、 记录和分析数据 、 学 习 领域能力 的发展 、 专业发展 、 人际关

系 、 领导力 、 共 同体 、 课外课程 、 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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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６ 非 洲研究

１ ９ ９ ８ 年颁布 、
２０００ 年修 订 的 《 教 育 工 作 者 规 范 与 标 准 》 是 在 １ ９ ９ ５

年颁布 的 《 教师教育规 范 与 标 准 》 的基 础 上修 订 而 成 ，
以 《 教 育从业 资

格认可 与评价标准 》 （
Ｃ ｒ ｉ ｔ ｅ ｒ ｉ ａｆｏ ｒ ｔｈ ｅＲｅ ｃ ｏ

ｇ
ｎ ｉ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Ｅｖ ａ ｌｕ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Ｑ ｕａ ｌ ｉ ｆｉ ｃ ａ
？

ｔ ｉ ｏ ｎ ｓｆｏ ｒＥｍ
ｐ

ｌ ｏ
ｙ
ｍ ｅｎ ｔ ｉ ｎＥ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作 为 补充 。 该标 准 引 人 结果 为 本 的 教

学 ， 提 出 了 教 师 的专业 资质 和职责 范 围 ，
规定 了 ７ 种教师角 色 ： ①学 习 调

解者 ； ②学 习 计划 和 资料 的解读 与 设计者 ； ③领 导 者 与 管理者 ； ④学者 、

研究者 与终 身学 习 者 ； ⑤社 区 、 公 民 与公众 角 色 ； ⑥评价 者 ； ⑦学 习 领域

的专家 。

？ 与 １ ９９ ８ 年版提 出 的 ６ 种 角 色相 比 ，

２０００ 年版增加 了
“

评价 者
”

角 色 。 需要指 出 的 是 ， 《 教 师教 育规范 与标准 》 是针对教 师教育计划 提 出

规范 与标 准 ， 而 《 教 育 工作 者 规范 与 标准 》 则 是针 对教 师个 人 的 。 对 于

课程改革 的顺利 实施 ， 针对教 师个人提 出 规范与标准至关重要 。

此后 ，
基 于 文献研究 和公众评论等 ， 《 Ｒ

－９ 年级修订的 国 家课程 声 明 》

（ 以 下简 称 《 声 明 》 ） （
Ｒ ｅ ｖ ｉ ｓ ｅｄ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Ｃ ｕ ｒ ｒ ｉ ｃ ｕ ｌ ｕｍＳ ｔ ａ ｔｅｍ ｅｎ ｔＧ ｒａｄ ｅ ｓＲ －９

）

颁 布 。 该 《 声 明 》 不是新 的 课 程 ， 而 是 对 《 课 程 ２００ ５ 》 的 精 简 和 深化 ，

由 概述部分和八大学 习 领域报告两部分组成 。 《 声 明 》 除对课程 的价值追

求 、 修订原则 、 学 习 领域 内 容等做 了 说明 外 ，
还展望 了 南非未来 的学生 和

教师 ， 指 出
“

各 级教 育 工 作 者 尤 其 是 教 师 都是 南 非 教 育 变 革 的 主 要 力

量
”

。 教 师应是合格 的 、 具有奉献精神 、 关心他人 、 能够胜任 《 教 育 工作

者规范 和标 准 》 （
２０００ 年修订 ） 里 列 举 的各种 角 色的 工作者 。

？

２ ． 南 非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应 然角 色 的设定逻辑

从 上述政策文 本 看 ， 南 非设 定教 师 参 与课改 的 应 然 角 色 的 大 致 思 路

是 ： 从 国 家课程实施及南非提升教育质量 的需要 出 发 ，
设定 教师参与课改

的应然 角 色 ，
以 此规 范 教 师 的 课 程 实 施 能 力 ， 期 待 最终提 升教 师 的 专业

性 。 如果从政策制定者 角 度 而言 ， 官方能 以 理性 的思路设定 教 师参与课程

改革 的应然 角 色 ，
至少在逻辑上 是有 价值的 ，

且这也是 自 上而 下 的 课改推

行 的 常用思路 。 然 而 ， 如果从教 师作 为
一个完 整 的人 的 角 度 而 言 ，

上述 角

色设定完全是对教师专业性 的一种理想 的外部期待 。 这种期待背后 的潜在

①Ｄ ｅ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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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非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 中 的教师参 与 ： 角 色现状与 超越 １ ９ ７

假设是 ， 教师是实施新课程 的实践者 ， 其存在 的 主要价值是执行并完成官

方设定 的角 色职责 和任务 。 然而 ， 如果仅仅将教师视作实践者 ， 教师在政

策 、 体制 的双重压制 和束缚下 ， 很难真正体验并建构起课改对 自 身角 色改

变的存在意义 。

尽管南非政府设定 了 教师参与课改 的应然角 色 ， 并要求各省 实施之 ；

然而 ， 从南非教师参与课改的现实看 ， 官方期待 与教师实际角 色存在较大

落差 。

首先 ， 课程 改 革 实 施之初 南 非 教 师参 与 课程 改 革 的 角 色 总 体落 差

较大 。

哈利 （
ＫｅｎＨ ａ ｒｌｅ

ｙ ） 等人 以 １ ９９ ８ 年颁布 的 《教育工作者规范与标准 》

（ 以 下简称 《标准 》 ） 中提 出 的六种 角 色为据 ，
调査教师参与课改过程 的

真实 角 色 ， 研究发现 ：

？

①从
“

教师作 为 教育 者
”

的政策逻辑看 ， 教师似乎未能达成官 方设

定 的六种角 色 ； 从
“

教师作 为 人
”

的 角 度看 ， 教师 （ 在学校实施课程 中

所做的努力 ） 超过 了设定 的 六种 角 色 。 ②教师个人价值体 系 严重 冲击着

教师在特定角 色 中 的成效 。 如政策要求教师能促进性别平等 … … 有教师认

为 ：

“

在课堂问题 回答上 ， 我尽量平等地给予男 女生机会 ， 政策也要求如

此 ； 但作为个人 ， 我认为性别平等是站不住脚 的 。

”

③教师控制 问 题被政

策低估 。 在 《标准 》 中 ， 强 调 教师要从控制 走 向 领导 ， 但合适 的控制 对

于新手教师而 言是重要 的 ，
且 《标 准 》 中 没有 明 确 适 当 的控制 和领导有

哪些形式 。 ④学校情境影 响 角 色的分配 和界定 。

这表 明 ， 教师认为他们既很难实现官方设定 的总体角 色 ，
也很难在课

改 中践行具体 角 色 。 对 于 具体 角 色 的 践行 ，
以 教师作 为

“

学 习 调 解 者
”

为例 ， 其职责之一是谨慎地调解学 习 中学生 的多样化需要 ， 据此 ， 面对性

别平等 问题 ， 教师本应努力解决之 ； 然而该 问题在南非有非常复杂 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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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８ 非 洲研究

历史语境 ， 单凭教师改变 角 色是很难 实现 的 。 由 此可见 ，
尽管教 师理论上

能理解 角 色转变 的重要性 ， 但在实践 中 却 因 为学校情境 的独特性 、 课堂语

境 的 复 杂性 、 学生背景 的 多样性等 ， 很难真正得到落实 。

对此 ， 贾森 （ Ｊ ｏｎａ ｔｈ ａｎＤ ．Ｊ ａｎ ｓｅ ｎ
） 也提 出 了 类似 的 观点 ， 他认 为 ：

“

结

果 为本 的课程改革政策首先是被政治需要驱动 的 ， 这些政治需要很 少 考虑

教师课堂生活 的现实 。

” ？ 为此 ， 他对实施之初 的 南非课程改革提 出 了 十 大

批评 ， 第
一大批评就是结果 为 本 的课程改革语言过 于复 杂 、 混乱 ， 有 些甚

至相互矛盾 。 如 为 了理解结果为本 的课程改革 中 的
“

结果
”

， 教 师需要理解

一大堆相关术语 ， 包括能 力 、 单元标 准 、 学 习 计划 、 课程 、 评价标准 、 范

围陈述 、 均 等 、 清 晰度 、 学段 、 水 平 、 阶段 、 课程框架 ， 以 及它 们 和 南非

推 出 的各种课程 改革 、 教 师教育 等政策 文 本之 间 的 关 系 ， 等等 。 教 师 的 日

常教学 Ｘ作本身繁忙异 常 ，
几乎 不 可能有 精 力 理解 如此复 杂 的 各 种 术语及

其关 系 ， 其结果 自 然 导致教 师不 可 能胜任 官方设定 的各种 角 色 。 况且 ， 教

师角 色不完全是被设定 的 ，
理想 的教师角 色是教师职业 的一种 内在 召唤 。

其次 ， 课程修订 后 南 非 教 师 参 与 课程 改 革 的 角 色 有 所 改 善 但落 差仍

较大 。

２０００ 年 ， 南非教育部反思 了 《课程 ２００５ 》 实施 中 出 现 的 问题并作 了

修订 ，
２００２ 年后相继 出 台 了 《 国 家课程声 明 》 、 《 Ｒ

－９ 年级修订 的 国 家课

程 声 明 》 、 《 １ ０
—

１ ２ 年级 的 国 家课程声 明 》 等政策 文 本 。 之后 ， 南 非 教师

参 与 课程改革 的 角 色 有 所 改 善 ， 主要体 现 在 ， 课程 本 身 经修订 后 更 为 合

理 ， 方便教 师理解课程本 身 ； 但对 于 如何 以 新角 色实施改善后 的课程 ， 因

得不 到应 有 的 支 持 和 培 训 ， 教 师 感 到 困 难 重 重 。 如 ： 普林 斯 卢 （
Ｅｍ ａ

Ｐｒｉ ｎ ｓ ｌ ｏ ｏ
） 以 半结构式 的 问 卷调査 与访谈法 ，

调 査 南 非 ４ 省 １ ２ 所 中 学 的 校

长 和 教 师对学校实施生 活课程 面临 的 困难 与挑战 ， 研究发现 ：

？

生活课程 的开发 良 好 、 结构 完 整 ，
包 含 了 沟通 、 生活 与 必要 的 生存技

能 ， 引 导学生成 为负 责任 、 有使命感 的现代南 非 人 ； 与此 同 时 ， 很 多 教师

在实 施生活课程时遇 到障碍 ， 老师们 认 为 ， 他们很少有严格意 义 上 的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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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生活课程 的培训 ， 由 此缺乏实施生活课程 的 动机和 自 信心 。

南非教师参与课改 的 角色落差主要体现有二 ：

一是教师对新角 色 的感知 。 对于新角 色的感知 ， 前述 ２０００ 年修订版

的 《教育工作者规范 与标准 》 对教 师新增 了评价者 的 角 色 。 范 德亚 和 基

伦 （
Ｓａ ｌｏ ｓｈ ｎａ Ｖ ａｎｄｅ

ｙ
ａ ｒ ＆ Ｒｏ

ｙ
Ｋ ｉ ｌ ｌ ｅ ｎ

） 调査 了 南非 教师能否胜任评价 者 角

色 ， 他们研究指 出 ：

？

如果教师理解高质量评价的基本原则 ， 那 么他们会基于结果为本 的教

育或 《课程 ２００５ 》 提供 的具体评价指南 、 修改后 的 国 家课程声 明 或任何

未来 的课程框架 ，
调整 自 己 的评价实践 。 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表 明 ， 当教

师忽视合理的评价实践 ， 评价将成为一个无意义 、 脱离学 习 的活动 。

髙质置评价 的基本原则包括可靠性 、 有效性 、 公平性 、 可 区分性和有

意义 ，
不论教育背景如何 ， 这些基本原则是相通 的 。 回顾南非教育部 出 台

的课程政策 文本 ， 这 些 原 则 的 确 被包括 在 以 结果 为 本 的 教 育 、 《 课程

２００５ 》 以及修订版的 国 家课程声 明 中 ， 但教师却很难履行评价者 的 角 色 ，

并将这些基本原则合理地运用于评价实践 中 ； 其主要原 因诚如上述两学者

所研究指 出 的 ，
不是教师抗拒课改 中 的新角 色 ， 而是没有帮助教师真正理

解 髙质量评价的基本原则及其这些原则 和教师 已有评价实践之间 的联系 。

二是具体课程 的实施 。 教师主要通过 自 己 所任教学科课程 的实施体验

角 色变化 ， 从课程修订后 的实施现状看 ， 教师们认为修订后课程 的实施并

不能真正促进 自 身 角 色转变 。 如班特维 尼 （
Ｂ ｏｎ

ｇ
ａｎ ｉ Ｄ ．Ｂａｎｈｖ ｉ ｎ ｉ

） 以南非

东开普敦省 的学 区为例 ， 研究 了 科学教育改革对小学科学教师的 知觉意义

及在课堂改革过程 中 的 角 色转变 。 研究发现 ， 小学科学教师对于科学教育

改革 的知觉意义不一 、 角 色转变体验不佳 ：

？

一些教师认为 ， 新的小学科学教育改革是消极 、 非建设性的 ， 而另
一

些教师则持 中 立态度 ＾ 对于前者而言 ， 他们认为 ， 国家课程声 明声称提升

负 责开发学 习 计划 的 教 师 的 职责 和 能 力 ， 然 而 ， 事 实 并非 如此 。 对 于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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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非 洲研 究

者 ， 他们 对 国 家课程声 明 中 的声称反应冷淡 ，
多数人根本不关注 。

“

开发学 习计划 的教 师的 职责和能力
”

本是 《标准 》 中 教 师作 为
“

学

习 计划 和 资料 的 解读 与设计者
”

的 角 色 ， 然 而 ， 从 上述研究 看 ， 小学科

学教 师认 为他们体验不 到 自 身该角 色 的有效提升 ， 由 此 ， 他们抵制 或漠视

角 色转变 。

三 南非教师在参与课程改革中转变角色的可能理路

从 上述 角 色现状梳理看 ， 南 非教 师角 色落差 主要与新 角 色所需 的知识

和 能 力 缺乏 有关 ， 这 些 缺乏 与 学 校环境 、 地 方 支持 和 国 家 引 领 有 关 ， 据

此 ， 学校 、 地方 、 国 家共 同 为教 师提供三位一体 的 支持 ， 是南 非 帮助教 师

在 参 与课改 中 实现 角 色转变 的可能 出 路 。

首 先 ， 学校需要 营造人性化 的改革环境 。 学校环境是影响 教师 角 色转

变 的 重要 因 素之一 。 国 际上该领域 的研究表 明 ， 人性化 的学校改革环境是

教 师 实现角 色转变 的关键 。 人性化学校改革环境营造 的推动者是校 长 的领

导 力 ，

？ 据此 ， 校长能否营造相互尊 重 、 彼此信任 、 促进合作 、 发 展 可持

续领导力 的环境 是 突 破教师 角 色之 困 的 关键 。 如 以 教 师新 角 色 中 的
“

学

Ｓ 计划 和 资料 的解读 与设计者
”

为 例 ， 学 校如 能 帮 助 教 师形成 以 教研组 、

学科组或年级组 为核心 的不 同合作 团 队 ， 团 队成员 在相互尊重 、 彼此信任

氛 围 中 ， 就特定学科 的学 习 计划 和 资料 的解读 与设计有序分工合作 ， 各 自

在 规定 时 间 内 完 成相应 的任 务 ， 团 队负 责人及 时跟进 团 队 任 务进展 、 关注

教 师们在合作 中 可 能遇 到 的 困 难 ；
对于遇 到 的 困难 ，

以组织研讨或寻求外

部 帮 助 的方式及时解决或反馈到相应 的决策机构 中 。 实施之初 ， 合作 团 队

能否 有效运作 ， 关键在 于校 长能 否物 色具有 引 导 团 队开展合作 的 团 队 负 责

人
， 并 给予 团 队运作所需 的 时 间 、 资源 、 经费 等方面 的支持 。 上述过程是

一个 以 合作联 动人性化改革环境 中 的尊重 、 信任 、 可持续领导 力 发展等其

他 因 素 营造 的过程 ， 如 能顺利 推进 ， 教 师 在体验 从 教 案 设计 者 向
“

学 习

计划 和资料 的解读 与设计者
”

转 变 的 过程 中 ， 生 成 与 此 角 色 相关 的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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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 。

其次 ， 地方应提供理性 的实践支持 。 理性的实践支持指地方能为教师

在课改 中 实现角 色转变提供指 向 实践 问题解决的支持 ， 包括提供教师想要

的专业培训 、 促进教师之间 的合作能力建构 ， 前者能为 角 色转变提供专业

知识更新 的保障 ， 后者能为角 色转变提供能力提升 的路径 ， 且合作能力 建

构能帮 助 教 师超越 孤军奋 战 的 困 境 。 富 兰将 后 者 称 为 能 力 建 构 ， 他 把
“

能力建构界定为政策 、 策略或行动 的实施
”

？
。 对于教师所需 的地方专业

培训 ， 班特维尼 曾 研究 了３ ９ 所小学 １ 

一

６ 年级 的科学教师 和 一批学 区 官

员 。 该研究 中学 区官员 想 当然地认为 ， 修订后 的课程声 明很容易理解 ， 教

师对此实施不佳的原 因是抗拒改革 。 然而 ， 班特维尼研究后却 发现 ：

“

学

区官员 们想 当然地认为教师抗拒改革 ， 这极有可能决定 了 教师能从学 区官

员 中得到 的支持 的性质 。

” ？ 换言之 ， 学 区 官员 认为 ， 教师角 色无法转 变

是态度所致而非能力不行 ， 这样 ， 教师所需要 的支持不是专业培训 、 而是

转变态度 。 然 而 ， 在这项研究 中 ， 小 学科学教 师真正想要 的 地方支持是

２ １ 世纪如何进行小学科学教学 ，
运用 正确 的科学 概念 、 模型 和理论 的 持

续专业培训 ， 如何有效利用课堂资源等 ， 即小学科学教师想要提升学科知

识和学科教育学 内 容知识的专业培训 ， 这些知识的提升有助于帮助他们实

现 《标准 》 中设定 的 多 种 角 色 。 对于促 进教师之 间 的 合作 能 力建构 ， 地

方官员 的优势在于有机会领导整个学 区教师 的发展 ， 以 团 队方式提升教师

与新角 色相关 的能力 。 团 队方式的重点是 以合作行动研究 的方式 ，

一起设

计与新角 色相关的实施方案 ， 共同试行方案 、 反思或修改方案 ， 直到 与教

师新角 色相关 的能力 得到提升为止 。 新 出 台 的 《南非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５ 教师教

育与发展综合 战略规划框架 》 中 也提 到 ， 要致力 于
“

教师教育和发展 中

的协调性和连贯性
”

？
， 但这里所指 的 协 同 性 主要指涉及课改 的不 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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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非 洲 研究

之间 的协 同性及其 国 家 、 省 、 地各层 面 的协 同性 ， 尚 未提及学 区层 面 如何

促进教 师合作能力 的 建构 ， 而 这恰恰 是课程 实 施 中 教 师 角 色 能 否 改 变 的

关键 。

最后 ， 国 家层 面 应 重视 与 教 师新 角 色 相 关 的 能 力 建构 。 从 已 有 努 力

看 ， 南非教育部的大致思路如下 ： 面对教师 角 色落差 ， 官方运用包括文献

法 、 教 师听证会 、 意见 书 收集 等 多种 方式 ， 收集相关的证据 ， 并据此提 出

修订基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方 案 的 建议 ， 相 关 的 修 订体 现 在 《 国 家课 程 声

明 》 、 《 Ｒ
－９ 年级修订 的 国 家课程声 明 》 和 《 １ ０

—

１ ２ 年级 的 国 家课程 声 明 》

中 。 这些声 明 试 图 通过提供更加 清晰 的顶层课程设计方面 ， 便于教师更好

地实施新课程 。 尽管努 力修订顶层课程设计是重要 的 ， 但更 为重要 的是帮

助 教 师提升与新 角 色相符 的 课程实施能力 。 对 于帮助教师提升 与新 角 色相

符 的课程实施能 力 ， 与地方支持不 同 ，
国 家层 面需要 为 教师提供 国 家层 面

的 专业发展机会 和 有 支 持 的 课程 改 革 行 动 。 对 于前 者 ， 新 出 台 的 《 南 非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５ 教 师教育 与 发 展综合 战略规 划 框架 》 的 目 的 之一 ， 就 在 于 更

好地满足教师个人和集体 的专业发展 ， 与此相 对应 ， 提 出 了 五项举措 ：

？

①建立新 的 国 家课程与专业发展研究 院 ； ②提供教师诊断式 的 自 我评

估 ，
以 此评估 自 身 的课程能力 ；

③开发 髙质量 、 内 容丰富 的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 ； ④部署并开发一个 ＴＥＤ 信息 技 术 支 持 系 统 ； ⑤识别 并解 决 即 时 的

整体教师发展需要 。

对 于南非教师知觉到 的 角 色落差现状看 ， 如何提供有 支持 的 行动 ， 关

键是让教 师能发 自 内 心地想试验和体验新 角 色 ， 而非急 于评估教 师参与 课

程 改革 的成效 。 诚如 富 兰 所指 出 的 ：

“

能 力 建 构 的 早期 阶段 ， 应避 免对改

进 的 努 力 作过早 的评价 。

”

？ 只 有 这 样 ， 教 师 才 有 可 能 通 过 充满 信任 的 试

验性行动 ， 获得关于课程改革 中 教师新 角 色 的具体体验 ， 进而提髙教师参

与课程改革 的信心 和 能力 。

（ 责 任 编 辑 ： 王 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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