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卷 第 2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2  No.2 
2010 年 3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10 

 

                               
收稿日期：2009-12-10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C87） 

第一作者简介：郑东辉（1976-），男，浙江象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专业发展。E-mail: ndzdh@163.com 

参与课程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 

郑东辉 1，郭  威 2 

（1.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 余杭高级中学，浙江 余杭 3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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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原动力、教师参与课程领导是校本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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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迈克弗逊（Mcpherson）、

伊利奥特（Elliott）等一批澳大利亚学者提出教

师课程领导的命题以来，伴随着世界各国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深化，教师课程领导研究不断升

温，研究领域逐步拓宽，有关教师课程领导与教

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性问题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

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大多只

停留在价值判断上，即教师参与课程领导能促进

自身的专业成长，并没有就具体的问题展开充分

的讨论，尤其是指向专业发展的教师课程领导行

为表征与实现路径问题。实际上，教师具备怎样

的课程领导行为才能有助于专业发展以及通过

何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是研究相关性问题的

关键，也是教师课程领导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为

此，我们围绕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期引发

更多的思考。 
一、教师参与课程领导与专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从控制型的课程管理到民主化的课程领导，

参与领导的人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过去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等级关系转变为推

崇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平等关系，开始突破自上而

下的管理模式，扁平化的团队领导成为首选，团

队成员只要能提出课程愿景及其策略并有人追

随都可以成为领导者。当然，课程领导者不是控

制他人，而是引导其他人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自

我管理。在这样一种管理理念的影响下，加上我

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深化与完善，教师被赋予

了更多的课程发展方面的自主权，“课程领导不

再是校长、学校行政人员的专利，教师同样有机

会参与课程领导。”[1]也就是说，教师有权力参

与课程领导，甚至应该成为课程领导者。教师参

与意味着教师要介入学校课程领导事务和从事

学校课程领导活动，从中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自

主性和创造性。教师通过主动参与，主要目的是

想在课程与教学方面获得更好地发展，提升自身

的专业能力。有人曾作过这样一项研究，小范围

调查学校课程领导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学校课程领导与教师专业发展之

间存在高度正相关。[2]由此可见，学校课程领导

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作用。这有

助于我们理解教师参与课程领导与专业发展之

间的关系。如果从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内涵、教

师专业发展范式转型以及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

等方面来考察，教师参与课程领导和专业发展之

间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 
（一）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

原动力 

从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内涵来看，教师参与

课程领导的初衷和终极目标是实现自身的专业

发展。教师参与课程领导有两层含义，一是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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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领导作为一种课程实践方式，在课程事务方面

实现自我管理，即“从若干个方向运用个别的、

团队或整个学科的方式将课程加以运作，拟定全

年的教学活动行事历，拟定各单元的计划，充实

课程与补救教学，定期进行课程评鉴。”[3]也就

是教师要成为学科课程发展的研究者、参与者和

实施者，在课程目标的制订、课程内容的选择、

课堂教学的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充分发挥

自主权和领导权。二是以课程实践领域为平台实

施人际领导，在教师群体中带领教师共同向前，

即“教师的课程领导更重视教师教学经验的分

享，教师群体间的互动，生命经验的相互叙说，

以及经验的连结。其主要任务是作为教师的亲密

伙伴，由教师帮助教师，改善教师的处境，并作

为教师群体与学校领导之间的联系者与转化者，

同时也是教师群体间的知识管理者与协助转化

者；在此过程中，更重视彼此的关系与相互的信

任，期待藉由教学的实践与叙说，激发并延续对

教育的热情，使彼此更能承担责任，更有力量，

更有勇气。”[4]概而言之，教师之间要形成一个

共同体，围绕课程与教学事务，实施彼此的人际

领导，支持教师之间的合作，发展良好的人际关

系，分享成功与经验。只有同时实践上述两个方

面内容，才可以说教师参与了课程领导。要使这

两方面同时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教师能意识

到这样做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提高自身专业素

养，否则很难使课程领导行动得以持续下去。一

项调查研究显示，教师的个人素质影响教师的课

程领导行动，只有赋权给教师，教师也有信心和

能力去做，同时又能对教师的发展产生重大意

义，教师的课程领导行动才会发生，并且会产生

良好的效果。[5]可见，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动机

之一便是看是否有助于教师的发展。教师专业发

展，作为一种引导性的结果，也就成为教师参与

课程领导的重要动力，这也是衡量教师能否成为

课程领导者的关键因素。 
（二）教师参与课程领导是校本教师专业发

展的基石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发展的研

究范式开始发生转向，由技术取向转向实践取向

与解放取向，由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条件转

向强调教师个体内在专业特性的提升，彰显教师

在专业发展中的主体性。通过让教师个人或者群

体在学校实践的情境下进行学习和发展，并更加

注重群体的学习，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与反思，

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概言之，新的教师专业发

展模式强调学校本位，注重教师专业发展的主体

性、实践性、合作性、反思性。教师专业发展对

教师的内在驱动，促使教师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与情境做出不同程度的专业努力，自觉或不自觉

地扮演教学研究者、学生指导者、实践反思者等

角色。显然，这是教师基于不同的面向做出不同

的角色选择，但事实上，教师往往面对整体的学

校生活与连续的个人专业成长，需要有一个总体

的事业规划与角色整合，课程领导恰恰能承担起

这项任务。这可以从教师参与课程领导所体现的

内涵中看得出来。因为“在教师生涯中影响自己

最大的可能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而是教师之间

的互动与对谈，教师间的相互影响才是看不见而

又巨大的力量。也因此，教师课程领导将是未来

教师（不管是课程领导者本人，或是一般教师、

生手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机转。”[6]

可以说，教师在学校本位的教师专业发展过程

中，参与课程领导比过去强调外推式的专业发展

时期变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为促进自我发展的最

为重要的途径，如果不是唯一途径的话。 
（三）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是教师专业发展

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来看，教师要从“跟

着别人做”转变为“自己独立做”，再发展到“与

人合作做”，最后实现“带着别人做”，每一阶

段的行为表现都需要得到课程领导的支持，尤其

到了后两个阶段，教师必须成为课程领导者才能

胜任，才能更好地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如果我们

从利思伍德（Leithwood K A）的教师发展阶段

多维理论来分析，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利思伍

德在归纳和分析已有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从多维的角度综合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理

论，包括心理发展、专业知能发展和职业周期发

展三个方面。其中在专业知能发展方面，他提出

了六个逐步复杂化的教师发展层次：（1）提高

生存技能；（2）掌握基本教学技能；（3）拓展

教学灵活性；（4）获得教学专长；（5）促进同

事的专业成长；（6）行使领导权和参加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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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7]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层次可以看出，教师

要获得一定的专业发展高度，需要参与到课程领

导中来，行使一定的领导权。教师从实习教师发

展到课程领导的角色，必须经由教师的自我学

习、反思，与其他教师切磋而凝聚共识，同时利

用其专业知识优势，激发团队成员之间的思想碰

撞，促进知识交流与共享，增进专业发展的广度、

深度与厚度。可以说，教师在参与课程领导的过

程中成长为课程领导者就意味着教师专业发展

趋于成熟，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最高境界。 
二、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行为表征 

既然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参与课程领导之

间存在互动关系，教师参与课程领导是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专业发展则为教师课程领

导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持续行动的动力，就需要

我们进一步考证怎样的教师课程领导行为才有

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关于教师课程领导的具体

行为表现，迈克弗逊等人做过一些研究，提出了

一个包含教学、专业发展、自我领导、教师交流、

学校政策、社区关系诸方面的行为表征框架。[8]

不难发现，他们主要是表征教师参与课程领导应

表现出来的全部行为，而不是聚焦课程领导与专

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有助于专业发展的哪

些领导行为。为此，我们尝试整合教师专业发展

的要求和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内涵两个方面，提

出新的行为表征框架。 
对于教师个体来说，实现专业发展的具体表

现主要是通过个人专业素养的提升得以体现。一

般来说，专业素养主要包括专业精神（或专业情

意）、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或专业技能）三个

方面，而情意智能方面的素养又往往与教师日常

从事的课程、教学以及学生学习密切相关，所要

发展与提升的素养也就集中于课程、教学、学习

诸领域。如果以专业知识为例，例举国外几种代

表性的教师专业知识分类，即需要教师习得的各

类知识，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具体见表 1。[9] 
教师参与课程领导，一方面教师要处理相应

的课程事务，包括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

施及课程评价等，充分发挥课程自主权；另一方

面，教师通过协调课程运作中的人（即课程利益

相关者）之间关系，认真倾听其他利益主体的声

音，使之共同参与到课程发展中来。概括起来，

教师参与课程领导主要涉及课程事务和课程人

际两大方面。课程事务与教师所要发展的专业素

养领域基本一致性，而正确地处理课程发展中的

人际关系能使课程事务做得更好，所以捏合课程

领导与专业发展各自的关注点，我们将从课程与

教学、学生学习、专业支持、人际交流四个维度

来表征相应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专业支持是

指教师在人际交往中为同伴提供各种有助于课

程发展的支持，属于课程人际范畴，见下表 2。 
此外，教师要践行上述课程领导行为，成为

课程领导者，还需具备一定的潜在特质，按塞佩

达（Zepeda S J）等人的说法，应具备 13 项特质，

如：对于教学、学校风气以及区域组织，已经发

展到有一种远景的想法；自愿担当一名领导者的

角色和任务；有预感并能基于这些预感去冒险；

有自信去与现状争论，并按照自己的信念执行；

愿意多负一些责任，并积极地为它寻找出路。[10]

也就是说，在人格特质上教师需要具有同情心，

善于与人沟通，对工作有热情，富有责任感，有

解决问题与处理冲突的能力，且深受他人信任。 

表 1 国外几种代表性的教师专业知识分类 
代表人物 教师专业知识分类 

舒尔曼（Shulman） 教材内容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有关学习者的知识；

情境（教育目的）的知识；其他课程的知识 
伯利纳（Berliner） 学科内容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 
格罗斯曼（Grossman） 学科内容知识；学习者和学习的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情境的知识；

自我的知识 
博科和帕特南 
（Borko H, Putnam） 

一般教学法知识；教材内容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 

考尔德黑德（Calderhead） 学科知识；机智性知识；个人实践知识；个案知识；理论性知识；隐喻和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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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参与课程领导的现实路径：来自一

位生物老师的案例 

案例来自笔者参与的与杭州市余杭高级中

学为期 3 年的合作研究，合作研究的主题是基于

合作的校本教师专业发展，两个重要的抓手是建

构合作共同体和推进课堂观察实验。在研究过程

中，笔者结识了一位 W 老师，教高中生物，他

是合作学校方的核心成员。他的出色表现引起了

我们去探求他的成长之路的兴趣，结果发现，W
老师经历了从普通教师到教研组长再到课程领

导者的过程。于是，我们把他参与课程领导的具

体过程分阶段记录下来。 
（一）潜心课程与教学及研究，赢得同事尊

重与认可 

W 老师刚入新学校之初并不被新同事认可，

他凭借过去的经验和对生物课程与教学的理解，

在课堂教学上下足了功夫，尤其在备课环节，改

变过去写教案的做法，关注与研究学生的学习，

以学生为中心编写学案，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

学案由学习目标、学习建议、课前准备、课中学

习、课后互助等部分组成，课前发给学生，课上

运用学案教学，帮助学生学的轻松和有效。经过

多次实践以及不断修正学案，他的做法深受学生

喜爱，也引起了同行的关注。他那富有变化的课

堂、课件、作业，开始成为教研组内老师争相传

阅和模仿的范本。与此同时，W 老师也愿意与

同事分享自己的经验，一起解决共同遇到的课程

问题，也敢于担当一些专业发展方面的示范责

任。他当上了生物化学教研组的“教科信息员”。 
（二）以专业智慧和道德感号力引领同事从

事课堂观察研究，做好教研组长工作 

当上教科信息员，之后又成为生物教研组的

组长，W 老师就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成功，而是

思考如何引领同事参与课程领导，在具体活动中

引发教师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建构合作的教研文

化和团队，让组内的每位教师都获得发展。于是

他以课堂观察为抓手，带领同事研究课堂观察的

技术，如观察程序、制度、工具等，共同实践课

堂观察，改进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当然前提是

W 老师首先要成为课程观察的行家里手，如此

才能贡献专业智慧，与同伴分享，进而指导同伴

开展课堂观察。事实上，他用大量的课余时间来

研究、规划、组织课堂观察，更为重要的是，他

还是个称职的心理指导师，加强与教师的交流与

沟通，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协助解决问题或冲突，

关注同事在专业上取得的进步，并进行鼓励。正

是有了 W 老师隐性的道德力量和专业贡献，组

内教师才会追随他，一起来谋求共同的发展，W

表 2 教师参与课程领导行为表征 

实践领域 具体行为 

课程与教学 

1. 以课程纲要的方式规划课程与教学；2. 按预定的目标设计学业评价方案；3. 设计并运用能反映学

校政策的具体的课堂教学方式；4. 选择适当的资源来辅助课堂里的教和学；5. 善于组合/移植不同领

域的知识并用在教学上；6. 每天记录课堂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以便进行反思和学习；7. 关注同事或学

生对自己的教学评价；8. 回顾自己的教学实践，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 

学生学习 

1. 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习状况；2. 基于学优生和学困生不同的学习需要进行

教学；3. 分析学生的课堂表现和考试成绩，与学生交流，并提供改进建议；4.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集体教研，并重新制定教学的内容与方法；5. 与家长讨论学生的情况，并能合理解释学生的学业

表现 

专业支持 

1. 寻找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图书或信息，并从中学习；2. 针对课程与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同伴合作，

一起研讨并加以解决；3. 引导教师做好个人的知识管理，并提供行为示范；4. 协助其他教师制定专

业发展计划并引导其执行；5. 观察其他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改进建议，共同解决教学问题； 
6. 为其他教师提供教学示范；7. 关注同事在专业上取得的进步或成就，并进行鼓励 

人际交流 

1. 通过多种渠道与同伴研讨如何提高教和学的有效性；2. 和其他教师交流班级学生学习的情况，讨

论教学如何应对；3. 协助教师与学校行政之间的协调与沟通，促进两者之间的理解及行动转化；4. 与

教师交流，了解教师的兴趣、意向，结合学校愿景，引导教师参与课程发展，并提供咨询与指导；5. 与

教师交流与沟通，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协助解决问题或冲突，或处理危机；6. 与家长和社区人员共同

为学校的课程发展寻找资源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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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指导、合作、分享过程中也获得了自己新

的发展。 

（三）在学习中领导，在领导中服务，让组

内每一位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 

在 W 老师看来，选择课堂观察作为课程领

导的一个点，带领大家一起做，只是一个开始，

最终是要引导组内的每位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

那是教研组长参与课程领导的最高境界。W 老

师正尝试这样做。一方面，W 老师不断学习课

程、教学、学生学习与评价以及人际领导方面的

新知，在学习中领导，引导教师们“共学”、“共

研”。另一方面，实施支持性的、服务性的道德

领导，倾听教师在课程、教学和专业发展方面的

声音，感同身受地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甚至“甘

为人梯”，帮助他们“自己独立做”、鼓励他们

“与人合作做”和“带着别人做”，充分发挥每

位教师的课程领导角色，与组内教师一起营建民

主、道德和反思的课程共同体。 
按照 W 老师参与课程领导的经历，大致可

以归纳出几条值得同类教师借鉴的做法。一是参

与课程领导要立足课堂。所谓立足课堂，是指教

师首先要以课程的视野研究课堂教学和学生学

习，发展并落实新的教学理念和行为，形成自己

某方面的优势，树立专业信心。二是以自己的专

业智慧引领同侪教师参与课程领导。教师课程领

导者寻找机会发现与其他教师间的专业共识，利

用专业知能，委任一个工作给其他教师，并鼓励、

带领、陪伴教师参与学校的课程实施与开发工

作。在实施与开发过程中，了解教师的需求，安

排相应的课程开发与专业成长活动，与教师教学

经验连结，改进教学实践，从中提供咨询与指导，

引导教师独立开展课程发展事务。三是从教研组

长到课程领导者，要终身学习，善于合作，甘于

奉献，敢于担当，以道德的力量去影响、感化一

批教师。教师课程领导者最重要的不是要求教师

“应该做什么”，而是陪伴教师，和教师一起讨

论“我们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给予支持，进

而让每一位教师变得更强、更有责任感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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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Curriculum Leadership: An Innov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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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urriculum leadership, vital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a 
significant landmark for sophisticated instructors’ progress that is, in turn, a major motive for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leadership. The paper stresses that a better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and focus of the two sides will be of great 
value to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building of teachers’ curricular leadership in the dimensions of course and instruction, 
students’ learning, professional aid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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