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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教师: 新加坡的经验与启示

钟亚妮
( 北京教育学院 首都基础教育人才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20)

摘 要: 为确保在全球教育中的领先地位，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培养优秀的专业教师队伍，在教师职前

培养与资格认定、在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等方面颇具特色。新加坡的教师教育制度及培养高素质专业教师

的有效策略，对我国提升教师队伍质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政府加大投入、提高教师待遇等策略提升

教师的社会地位，遴选优秀人才担任教职，强化系统全面的职前培养，关注教师生涯发展的个性需求等方面

的有力举措，将有助于为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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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教师进而提高教育质量，

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中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纵

观全球，新 加 坡 教 育 制 度 位 列 世 界 领 先 地 位。
2016 年 12 月 6 日，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 OECD)

公布了“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 2015
年测试结果。在全球 72 个参加国家和经济体中，

新加坡 15 岁学生表现优异，在科学、数学和阅读

三项测试中均位居榜首［1］。新加坡将人力资本

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通过政府为学生提供

优质教育而培养高素质公民，进而提升了该国的

国际竞争力［2］。为确保在全球教育中的领先地

位，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
本文介绍新加坡的教师教育制度，以及该国在教

师职前培养、在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特

色做法，以期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和教师队伍建

设提供参考。

一、新加坡的教师教育制度

新加坡自 1965 年独立建国以来，教育被视为

政府设定的重要政治议题之一。在新加坡的发展

历程中，教育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中心，

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融合与宣扬国家理念

的重要领域之一。新加坡政府认识到，由于自然

资源缺乏，其所能依靠的最大资本即是优质而丰

富的人力资源，人才是新加坡维持国际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和提升有赖

于教育。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提升国民教育质量

的关键，将对国家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

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对发展

人力资源的教育和教师工作高度重视，建立了系

统的教师教育体系。
新加坡政府高度掌控教育体系的发展。在教

师教 育 体 制 上，教 育 部 (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负责全国中小学教师的管理，教师教育采

用“先遴选、后培训”的政策。教育部面向社会招

聘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师范生及其他社会人

士。符合基本条件且有意担任教师者提出申请，

申请者通过面试并被录取之后，已经具有任教资

格的候选人由政府直接选派至中小学任教，没有

任教资格的候选人则需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国立教

育学院接受职前培训。国立教育学院在体制上是

隶属于南洋理工大学的独立学院，在功能上则与

教育部形成协作伙伴关系［3］。作为全国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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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机构，国立教育学院负责提供教师教育

课程，对师范生进行职前培养并负责在职教师的

持续专业发展。
在国立教育学院完成相应的教师教育课程之

后，师范生即可自动取得教师资格，获准在新加坡

教育体系中任教，教师无需参加额外的考试或认

定程序。在教师的整个教学职业生涯中，亦没有

对教师的再认定程序。这种对新教师的“认定”
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教育部、国立教育学

院和学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4］。
新加坡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 officer) 。申请

成功的候选人若没有具备任教资格，则作为师范

生在国立教育学院接受职前培训。在此期间，候

选人享有公务员及师范生的双重身分，并享有

“未受训教师”的待遇，每月根据资格类别获得级

别不同的薪金［5］。待完成职前培训之后，教师将

根据教育部要求赴中小学任教。根据参加课程的

不同类型，教师在学校服务的年限至少为 3 年。
若受训教师未完成国立教育学院的课程或在服务

年限期满前解约离职，则需要赔偿政府在其受训

期间所支付的学费及工资［6］。

二、新加坡教师职前培养与资格认定的程序

新加坡教师职前培养与任教资格认定的主要

程序是: 有志担任教师的申请者提出申请，经过严

格的筛选过程获准录取之后，在国立教育学院完

成相应的职前培训课程之后自动获取任教资格，

无需参加相关考试。
( 一) 提出申请

新加坡教育部负责招聘合适的候选人与需进

行职前培训的师范生，确保教育服务的空缺职位

与招聘人数相一致。教育部招聘师范生的人数，

主要基于每年不同学段学生人数的变化、离开教

育行业的教师人数( 包括退休或转行的教师) ，以

及国家当前的经济情势与人才需求等三个因素予

以确定［7］。根据实际需求，教育部将教师招聘信

息( 包括人数、任教学科、申请条件与要求、申请

时间等) 在网站发布，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
在招聘对象上，除了理工学院、大学生之外，教育

部也欢迎其他行业对教学热忱的优秀人才转行加

入教师行列。
新加坡教育部对于具有不同资格的申请者及

可以就读的教师教育课程类型、任教学科及学段

等方面均有详细规定。有志担任教师的申请者需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大学学士学位; 具有理工学院

证书，并且英语、数学和其他三个科目通过剑桥普

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 或者，英语、数学和其他三

个科目通过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另有两

科通过高级水平，两科通过另类证书普通水平

( AO level) 等等［8］。
( 二) 筛选机制

在新加坡，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申请者均有

机会通过不同的渠道成为教师。为确保教师质

量，教育部实行严格的筛选机制。国立教育学院

与教育部合作，明确录取师范生的学术资格标准，

参与教育部面试遴选过程并帮助评估候选人各方

面的能力水平［4］。
一般而言，申请者的学业表现需在同年龄组

群中的前三分之一才有机会通过初审并参加面

试［4］。面试时，由资深教育人士组成委员会，对

申请者的教学热忱、沟通能力、教学兴趣、目标与

态度、学习意愿等方面进行评估［9］。若通过面试

但不具备任教资格的申请者则需在国立教育学院

接受职前培训。通过面试的录取者在进入国立教

育学院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前，若不符合免试规

定，候选人还需要根据任教学科的不同，通过相关

的入学语言能力考试［10］。
( 三) 教师职前培养与任教资格

国立教育学院负责师范生的职前培养，对其

学习、生活等方面均有严格标准，以确保师范生毕

业时具有良好的教师专业素养。
1．教师教育课程类型

根据师范生不同的教育背景及入学资格，国

立教育学院主要提供三类教师教育课程: 学士后

教育文凭(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PG-
DE) 、学 士 学 位 文 凭 ( Bachelor of Arts /Science，

BA /BSc ) 、教 育 文 凭 ( Diploma in Education，

Dip Ed) ［11］。
课程类型中，第一类为学士后教育文凭( PG-

DE) 。已经具有学士学位而有志于从事教职者，

可以修读一年制的学士后教育文凭。师范生毕业

后根据不同的条件可以担任小学或中学教师。第

二类为学士学位文凭，分为教育文学士及教育理

学士。获得剑桥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资格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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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参加此类四年制的课程学习，毕业时获得大

学学士学位和教育文凭，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
第三类为教育文凭( Dip Ed) ，属于非学位的教师

教育课程。获得剑桥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资格的申

请者，可参加此类两年制的课程学习，师范生在学

习后可以取得小学或中学的任教资格。
上述三类教师教育课程有不同的申请资格及

学习年限，所取得的教师文凭和教师资格亦有差

异。中学教师的培养以学士后教育文凭及教育文

学士及教育理学士为主，而小学教师则以四年制的

学士学位文凭及二年制的教育文凭为主。
2．教师职前培养的理论架构

国立教育学院以 V3SK 架构作为教师教育的核

心理念，旨在使师范生在职前培养阶段，在 21 世纪

教学专业所必需的价值( values)、技能( skills) 和知

识( knowledge) 等三个方面做好准备。
V3SK 架构中，技能与知识的维度是指 21 世

纪的教学专业必备的关键能力和知识。而该架构

中的“价值”包含三个维度: 学习者为中心、教师

身份认同、对教育专业与社群的服务。第一，学习

者是教师工作的核心，教师必须关心学生、相信所

有学生都能学得好、注重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尊
重学生发展的多样性。第二，教师的身份认同方

面，教师需要对教育工作具有高标准、对教育事业

有强烈的热忱、具有道德伦理与专业性等。第三，

对教育专业与社群的服务方面，需要教师与相关

人员进行协作学习，具有社会责任感并积极投入

改善社群的实践等［1 2］。V3SK 架构将学生的需求

置于教师工作的核心地位，注重将价值、技能与知

识三者有机结合，并特别强调了教师对教育价值

与专业认同等方面的培养，是新加坡教师职前培

养课程设置和各类教育活动设计的指南与依据。
3．教师职前培养课程

在职前培养中，师范生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型，

其专业学习的领域不尽相同。三类专业课程中，

一年制的学士后教育文凭 ( PGDE) 、四年制的学

士学 位 文 凭 ( BA /BSc ) 、两 年 制 教 育 文 凭 ( Dip
Ed) 都需要学习的相同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研究”
“课程研究”“教育实习”“语言提升与学术对话技

能”四个领域。师范生通过上述四个领域的学

习，需要了解教育基本概念与基本原则，掌握特定

学科领域的教学知识与技能，掌握所教学科的内

容知识，通过教学观摩参观、见习与试教等方式积

累实践经验，强化应用口语及文字进行沟通对话

的能力。此外，学士学位文凭课程还需要学习学

科知识、核心课程等其他五个领域的学习，教育文

凭则 需 要 学 习 学 科 知 识 等 其 他 两 个 领 域 的

学习［1 3］。
新加坡教师职前培养中，尤为重视教育教学

实习和对学生的了解。国立教育学院与中小学校

和教师密切合作，以帮助师范生积累实践经验。
如在四年制的学士学位文凭 ( BA /BSc) 课程中，

师范生在第一年学习期间需有 2 周学校经验，在

第二年具有 5 周教学助理经验，在第三年进行 5
周教学实践，第四年则进行 10 周教学实习。师范

生每周需有两个小时辅导中小学生( 约 4～5 个学

生) ，以了解中小学生的心理和学习的情况，增强

对教育实践的认识、对教育的热爱，培养良好的专

业态度及专业精神。
除专业课程与实习之外，师范生的个人修养

及社会责任的培养亦是职前培训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立教育学院要求每一位师范生留意自己的

言行举止，并了解身为教育工作者所担负的社会

责任。师范生在职前培养的第一年阶段均需参加

并完成社区服务学习，旨在加强师范生的计划管

理能力，促进个人与团队发展，并增强其公民意

识、社会关怀与服务的精神。

三、新加坡在职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

新加坡不仅重视职前培养，更关注在职教师

的持续专业发展，通过建构各项配套措施，形成了

教师专业发展的系统体系。新任教师辅导和支持

系统旨在协助新任教师适应新的角色任务、提升

教学能力。除了提供导入训练之外，新任教师在

任教的第一年可减少 20%的教学任务，以进行教

学计划、课堂观摩、与指导教师进行研讨学习等，

并需接受年级主任、领域指导教师等的课堂观察

与指导。
为鼓励教师持续成长，新加坡政府自 2007 年

开始实施“教师专业与个人发展计划”。此配套

包括四个部分: 一是增加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

( 如奖学金、部分时间进修等) 。二是通过提高薪

水、晋升及奖金等措施强化教师的专业认同。三

是提供更佳的生涯发展机会。四是关注教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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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的相关福利。根据该计划，在新加坡服务

满 12 年以上的教师，可以享有两个半月的公假进

修。所有教师每年可以报销 400 ～ 700 新元的在

职进修费用，可用于任何与学习有关的活动，包括

购买计算机、订阅书报等［1 4］。此外，教育部亦将

教师的生涯规划分为教学、行政领导、资深专家等

三个路径，让有意担任行政工作者能有施展的空

间，让不同路径的教育工作者可以依据工作成绩

获得晋升。
概言之，新加坡国民教育的成功，有其特定的

政治社会背景。新加坡政府自独立之初即认识

到，经济发展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教育被视为提升

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工具，教育政策亦与经济发展

紧密联系。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力

资本被视为该国最宝贵的资产，而教育是培养人

才的主要路径，教师素质决定了教育质量。因此，

新加坡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培养

优质师资，制定了系统的政策、建立了完善的教师

教育体系。

四、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启示

诚然，上述新加坡教师教育制度有其成功之

处，但基于国情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新加坡在教

师教育各方面的做法未必能全然适用于我国，在

借鉴时必须从本土现实出发。但若从教学专业和

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视角来看，教师教育的最终

目标是同一的，即培养优秀教师。深入了解新加

坡政府在完善教师教育制度、教师职前培养与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有效策略，对我国提升教师队伍

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一) 提升社会地位及待遇，吸引优秀人才承

担教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66 年通过的《关于教

师地位的建议》强调: 教师是专业人员，教学应该

被视为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尊师

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同属华人文化圈，新加坡 74%的人口是

华人［2］，在其传统文化中，教师亦是受人尊重的

职业。在新加坡，作为专业人员的教师被纳入国

家公务员，属于政府雇佣的专业模式，其待遇和福

利( 包括薪水、年终奖金、奖励等) 与其他行业相

比更为优厚。
尽管我国在教师管理模式上与新加坡相异，

但在管理体制上有相似之处。为提高教师队伍质

量，国家应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进一步保障教师

的专业地位和权利。国家亦应为教师队伍建设提

供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各种有力措施提

升教师队伍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鼓励优秀人

才投身于教育事业。
( 二) 建立严格的遴选机制，确保教师准入

质量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993) 、《教

师资格条例》( 1995)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

法》( 2000) 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形成了教师资

格认证框架。2013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扩大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的通

知》，决定在 2015 年力争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根据我国目前的教师资

格认定标准，仅对申请者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及

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进行简单的纸笔测验。简短

的教学能力测试无法完全反映申请者的实际教学

能力，对其从事教学工作的目的、专业态度与专业

精神等方面均缺乏有效的考察。即使申请者获得

教师资格证书，亦不能完全保证其成为教师的专

业水准与胜任能力。
新加坡严格的教师准入机制对于我国教师资

格考试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新加坡鼓励具

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学历条件的社会各界优秀人才

加入教师行列，但对师范生的遴选条件十分严格。
在我国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阶

段，评审专家侧重于对申请者的学历、学科知识、
教学能力和语言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但对其专

业情意层面的关注不够。在未来教师资格考试

改革过程中，除了加强专业知识与能力等方面

的考察之外，亦需要在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环节，

重点关注申请者担任教师的意向与态度、对教

育的热忱与承诺、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等方面

的情况，以通过严格的遴选机制确保教师的“入

口关”、保障教师的素质。此外，学校在招聘和

录用阶段，亦可对准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目的

与动机、专业实践能力、服务精神与态度等方面

做细致的考察，以确保选择到真正符合教师资

格条件者从事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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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系统全面的职前培养，提升教师的专业

素养

教学作为一门专业，其专业性由值得尊重的

学术知识、可靠的实践技能、拥有社会信任的道德

和实践规范、对以上构成要素具有有效的权力和

自主等四个方面构成［15］。扎实适切的职前培养

课程，可以使教师具备教育教学的基本知识、实践

能力和道德规范，是培养优质师资的关键。新加

坡将 V3SK 架构作为教师教育的理念基础及课程

设置的指导方针，并且将价值、知识、技能等三方

面加以整合，尤为强调教师情意与行为层面的培

养，有利于增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教师正面

的专业形象。
我国已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推行“师范生

免费教育”，并制定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试

行) 》( 2011) 。上述针对师范院校的改革，旨在深

化教师教育改革、规范和引导职前教师教育课程

与教学、培养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随着我国教

师教育改革的推进，日趋增多的非师范院校专业

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行列。以北京市某城区为

例，该区 2013 － 2014 学 年 中 学 新 任 教 师 中，有

52%属于非师范专业毕业生。在本科学习阶段，

非师范专业毕业生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知识与教

学技能的学习，亦缺乏教育实践经验。因此，我国

在加强师范院校改革的同时，需对非师范专业学

生的职前培养课程进行系统设计。在设计教师职

前培养课程时，除应关注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学习、提升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之外，更需要重视

教师的专业信念与态度、专业精神、个人修养、行
为规范等方面的培养，提升教师对教育工作的热

忱、服务的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和医生、律师及其

他专业人士一样，无论是师范生还是非师范生，教

师必须经过系统的职前培养，获得“值得尊重的

学术知识”“可靠的实践技能”“拥有社会信任的

道德和实践规范”，并经学校严格的甄试方可进

入学校任职，才能确保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 四) 鼓励教师持续成长，关注个人生涯发展

的需求

教师是否具有高素质，很大部分取决于进入

教学现场之后的持续学习与专业成长。我国和新

加坡皆非常重视在职教师的持续发展。新加坡除

建构新任教师的辅导与支持体系之外，“教师专

业与个人发展计划”亦为教师成长提供了经费、
时间等方面的保障，并在晋升、奖励、待遇等方面

建立了系统的配套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已

经通过开展各级各类培训提升教师素质。在今后

的教师培训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对相关配套措施

予以考量，将培训与教师生涯发展体系、职务晋

升、提高工资待遇等方面建立联系，并且需进一步

关注教师个体不同的发展需求，通过校本研修等

方式建立学习型的教师团队。
新加坡高度重视建立优秀的教师队伍，对教

师教育制度进行了整体设计和全面规划，确保了

该国在全球的教育领先地位。新加坡培养卓越教

师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提升教师队伍质量的启

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加大

投入，通过提升教师待遇等策略提升教师的社会

地位; 第二，建立严格的筛选机制，遴选优秀人才

担任教职; 第三，强化系统全面的职前培养，以提

升教师专业素质; 第四，注重教师的持续专业学

习，关注教师生涯发展的个性需求。通过上述四

方面的有效策略，将有利于我国提升教师队伍质

量、为教育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
教师教育涉及遴选优秀人才、职前培养、资格

认定与准入、入职教育与持续专业发展等多个环

节，涉及各级政府、教师教育机构、教师资格认定

单位、培训机构、学校等多个单位，是一个涉及多

部门的系统与体系。在当前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的背景下，提升教师队伍素质，需要基于

“专业”的视角，从“上游”的遴选与职前培养开

始，对教师教育进行系统设计和更为细致的规划，

才能有效建设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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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sights from Singapore’s
Practices

ZHONG Ya-ni
( Capital Institute for Basic Education Science，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Beijing 100120，China )

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unique institu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the policy of teacher
preparation and qualification，and teachers’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effectiv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Singapore has great insights on developing high-quality teachers． Ｒaising the
status quo of teachers，selecting best students，designing systemic preparation，and focusing on teachers’in-
dividual need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ll help to provide high-quality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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