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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归纳国内外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案例，分析不同类型学习共同体有效模式和运行策

略，分析学习共同体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提出在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教师学习共同体构建模式

和策略改革的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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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涵式发展背景下，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

师队伍是学校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教学和

科研的主体，每一位教师都面临着知识结构拓宽、
教育理念更新、科研水平提升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教师的专业发展尤为重要和迫切。20 世纪 90 年代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逐渐成为教师有组织的学

习的新范式［1］，托马斯等人认为，教师专业发展

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将关注的重心从 “专业

个人主义”转向“学习共同体”［2］。

一、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概述

( 一)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概念解析
1887 年 德 国 社 会 学 家 费 迪 南 德·滕 尼 斯

( F. Tonnies) 在 《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

到共同体概念，认为 “共 同 体”强 调 人 与 人 之

间的紧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个体对共同

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3］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一

概念被移植到教育领域，博耶尔 ( E. L. Boyer)
于 1995 年首 次 用 到 了 “学 习 共 同 体”。教 师 学

习共同体是一种特 殊 类 型，教 师 为 完 成 真 实 任

务，解决实际问题而与其他人相互交流和协作，

自发形成的一个学习型组织，在融洽的学习关系

中形成教师之间的精神共同体，通过强化和共享

价值观念达到情感的沟通和分享［4］。1997 年霍

德 ( Hord) 首 次 提 出 “专 业 学 习 共 同 体”( Pro-

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PLC) ，更强调教师

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的专业性特点，其目的是通

过参与专业学习共同体来实现个人或整体的专业

发展。
( 二)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特征和功能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国外学者认为教师专业

学习共同体创建了学校反思实践的氛围和新的文化环

境，使教师的教与学受到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关注。［5］

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教师面临诸多专业上的问题和

挑战，需要在学习共同体中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伴共同

解决和应对。在长期观察和研究后霍德提出教师专业

学习共同体的五个核心特征: 支持和共享的领导; 集

体学习与应用; 共享的价值与愿景; 支持性条件; 共

享的个人实践。［6］而教师作为参与学习共同体的个体，

首先要打破个人心理壁垒，适应新的学校合作学习的

文化，愿意与人分享知识和心得; 其次要以更开放的

思想跨越学科界限，积极参与协同创新。符合这些特

征的学习共同体才有可能持续运行，从而实现教师专

业发展的目标。

二、国内外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模式

当前国内外学校重视人才的培养，各类学习

共同体模式共存，在建设线下传统专业学习共同

体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新型的基于网络的虚拟学

习共同体，两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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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显著特点是:

多元化和灵活性强。它可以支持教师随时随地展

开对话、互动、合作、分享知识和经验，完全不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目前最广泛存在的教师

学习共同体类型。首先，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来设

计和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如岗前教师、青年教

师、某学科教师培训等; 其次，在技术层面上利

用各种网络媒介作为交际工具，如 facebook、twit-
ter、wiki、微博、微信、博客、电子邮件、BBS 等

即时通信方式，为教师交流提供便利; 最后，涉

及区域范围广泛，如校内、校际 ( 跨省或跨国) 、
各种国内外教育机构等，建设教师共同体专用的

学习平台，组织教师学习和培训。
很多典型案例证明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学习

共同体富有活力和成效。徐菲等介绍基于博客社

区的学校青年教师通过撰写教学反思日记，展开

教育叙事，分享各自的隐性知识，并按照日志归

档管理，对于青年教师经验积累和专业成长是有

益的尝试; 谢永朋等关注在教师中建立电子档案

袋，作为一种反思工具和多元评价工具，利用互

联网使电子档案袋成为教师间交流分享的载体，

有利于学校加强教师成长的管理，有效促进教师

实践智慧的养成; Panagiotis Tsiotakis、华磊等用

Moodle 软件构建网络教师学习共同体平台，建设

强有力的资源库、整合运用知识加工工具、综合

运用多元化评价工具，网络平台的资源以音频、
视频、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呈现，它的活动内容更

加多元化和综合化，方式更加开放和自由; 有出

版社建立了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网，在这个平

台上汇聚知名学者答疑解惑，引领全国各地致力

于外语研究的教师相互研讨，形成全国学校外语

教师科研学习共同体。
( 二) 传统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传统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包括教学科研平

台、跨学科创新团队、学术社团交流年会等，对

于带动整体教师专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

在学科层面，各类教学型团队建设以教研组或课

程组为基础，组织集体备课，召开主题研讨会，

成立精品课程项目组、教改项目组等; 或者以科

研实验室、研究中心为平台，或者以学科方向建

设项目为驱动构建各类科研型创新团队，主要任

务就是通过课题申报提升团队水平。其次，在学

校层面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平台。例如，从教学、
研究、管理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构筑教师发展架构，

每年一度举行全校的学与教会议，建立制度化的

教学改革、创新和观点展示的公共平台。教师学

习共同体可以由若干个共同体单元构成 ( 6 ～ 15
人) ，立足于焦点项目面向全体教职工开放，对其

感兴趣的教师不分学科和职务都可以提交申请，

通过一定的审核程序后被选拔为共同体的成员。
成功组建的共同体可以得到学校经费资助和组织

支持，得到课程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三、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策略

纵观国内外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分析

归纳其 构 建 愿 景 和 策 略，主 要 概 括 为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一) 培养教师终身学习理念和探究精神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创建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

务就是树立教师终身学习的理念，勇于探索和解决

问题的精神。陶行知先生说: “有些人一做了教师，

便专门教人而忘记自己也是一个永久不会毕业的学

生。因此很容易停止长进，甚而至于未老先衰。只

有好学，才是终身进步之保险，也就是常青不老之

保证。”学习共同体通过开设培训课程和项目来满

足不同职业生涯阶段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激发教

师学习和研究的热情，营造终身学习的环境。

( 二) 全面建立教师专业发展资源支持和协调

机制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真正的运行和持续发展依

靠能提供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要的强大资源支持和良

好的协调机制。首先，要提供可以分享互动的平台

或者场所，使教师愿意在学习共同体中对话。其

次，要提供充分的教学资源和技术支持，对于教学

团队制作 MOOC 课程或者精品课程至关重要。最

后，建立各部门协调机制和给予资金支持。

( 三) 转变教育思维方式，提升教师反思能力

美国著名学者 Posner 曾提出教师的成长公式:

成长 = 经验 + 反思。2001 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推

出“新时代教师计划”，目的就是重构教师教育，

培养高质量教师。而反思能力是高质量教师的重

要特征之一，通过反思日记、教育叙事、课后记、
行动研究、同伴讨论等方法，重新构建教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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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教学技能，给教师提供了协助反思的环境。
( 四) 加强教师合作文化建设

每个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都有其独特之处，

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合作。归纳教师学习共

同体在实践中所表现的特点有: 共同信仰、价值

观和愿景; 领导支持和积极配合的环境; 同伴间

信任和合作式学习模式; 持续发展和自我评价等。
而这些特点的核心就是建设合作共赢、持续发展

的学校文化。意大利都灵省的 “教育服务中心”
始建于 2000 年，通过网络举办一系列教师培训课

程，建立起开放式在职教师终身学习系统，活动

不仅限于自己学校，教师可以在校内或跨校以导

师、学习者、监督者、教练、促进者等身份参与

合作学习活动。

四、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教师专业学习共同

体改革的思考

( 一) 当前我国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面临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教师学习共同体案例的分析对

比，发现我国教师学习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以下主要问题。首先，教师专业发展主要以个体

为主，国 家 和 地 方 政 府 投 资 不 足，缺 乏 奖 励 机

制; 其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研究多在构建策略

和模式方面，缺少效果评价机制的研究; 再次，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 体 活 动 过 于 模 式 化，形 式 单

一，忽略了不同职业阶段教师需求的多样性，缺

少个性化咨询和辅导; 最后，中国教育体制中缺

乏合作精神的培养，教师也同样缺乏合作意识，

因此，有 些 教 师 学 习 共 同 体 会 出 现 “假 协 作”
的现象。

( 二) 新形势下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改革

的思考
1. 学科建设引领教师学习共同体发展

教师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学术水平的提高、
教师职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以及师德的提升三个

方面。一流学校和学科建设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

要站在一流的高度认真考虑科研型、教学型和教

学科研型不同类型教师的需求，组织不同类型的

教师学习共同体，对其建设目标、人才培养、年

度成果计划等给予必要的指导，统筹协调各种资

源，在学科建设经费预算中明确教师学习共同体

运行费和奖励性经费，保证其良性发展。

2. 评价体系促进教师学习共同体提升

为了避免教师学习共同体低效运行或者名存实

亡的问题，建立切实可行的多元评价体系，包括阶

段性自我评价、同行专家评价和年终成果评价等，

研制评价标准可以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但要

论证在国内环境下的可行性。同时在评价体系中要

融入奖励机制，刺激教师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如对

优秀集体或者个人给予申请各种奖学金和项目经费

的优先权。总之，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保证教师学

习共同体的发展和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3. 合作文化激发教师学习共同体活力

合作是教师学习共同体保持活力的源泉。不

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学科的人能在虚拟或现

实的空间里一起愉快合作，并能实现个人成长的

愿望，这是一股激励学习共同体发展的无形的推

动力。我国教师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存

在合作和分享意识不强，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等

问题，因此学校管理层要大力弘扬合作精神，有

意识地组织开展需要合作完成的竞赛、项目、任

务等活动，营造学校合作文化氛围，提高教师合

作意识，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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