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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study takes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cy factors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vealing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worldwide, but there is a universal challenge of continuously enhanc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rough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c suggestions, aimed at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ducation polici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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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从全球视角出发，对比分析
不同国家和地区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受文化、经济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揭示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共
性与差异性。研究发现，全球高校教师在专业发展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普遍面临着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的需求挑战。
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旨在为教育政策制定和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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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全球化加速的同时，气候变化、技术革新及国

际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等因素共塑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为

全球教育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

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影响深远，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

等前沿技术的融入，不仅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育内容边

界的扩展，也增强了教育的个性化、灵活性和互动性。同时，

全球对教育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关注持续升温，这

要求高等教育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充当培育未来领导力

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角色。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因而成为提升国家教育质量和竞争

力的核心。尽管如此，受经济、文化、教育体系和政策差异

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教师专业素养呈现多样化趋势，这

不仅反映了全球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也为教育改革和教师培

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视角。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国家

和地区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状况、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旨在揭示其共性与差异，并探讨文化、经济及政策因素的作

用机制。基于这些发现，论文提出促进全球高校教师专业素

养提升的策略建议，以指导全球教育政策和教师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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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差异

2.1 高校教师专业素养的基本范畴
在探讨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内涵、框架与能力提升等基

本范畴的研究中，必须认识到，高质量的教师是实现教育目

标、提升学生学习成果的关键因素。由于文化、历史和教

育体制的差异，对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概念的框架和理解可能

会有很大的不同。高校教师专业素养包括一系列技能、知

识以及态度和价值观（张杰，2008；张国强，2014；姚笛，

2014；王为正、孙芳，2015；任强、郑信军，2015），教育

者必须具备这些能力才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从全球的广泛

视角来看，各个国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①美国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教学、学科知识与持续发展。

在美国，高校教师的专业素养强调教学技巧、专业知

识及研究能力。这包括有效沟通、理解多样化学习需求、技

术整合与持续专业成长。美国大学协会（AAC&U）提出的

“基本学习成果”（Essential-Learning-Qutcomes，ELOs）[1] 

凸显了批判性思维、道德推理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体现了

能力导向教学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目标。教育质量的提升依

赖于教师的学科专长和教学策略，以促进学生全面能力发

展。教育改革要求教师不断提升教学与专业能力。同时，美

国教育系统通过研讨会、工作坊及在线课程，支持教师继续

教育和职业发展，满足其成长需求。

②欧盟教育标准化：数字能力与教师专业素养。

与其他国家正在努力统一教育标准的态势不同，欧盟采

取了更加标准化的方法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特别是在数

字能力方面。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Edu）

聚焦于提升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环

境。该框架的实施强调了教育工作者在信息处理、数字内

容创造、在线交流和协作以及安全使用技术等方面的能力提

升。此外，博洛尼亚进程也影响了高校教师专业素养框架，

其中不仅包括学科知识，还包括教学能力以及驾驭国际和多

元文化教育环境的能力 [2]。这些能力的提升对于高校教师而

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教师有效地整合技术资源到

教学中，促进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学习动机，具备多元化国际

视野。

③亚洲教育中的教师伦理素养：儒家文化影响与政策

要求。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除了学科专业知识和

教学技能外，特别重视教师的道德和伦理素养。这种重视反

映了儒家文化对教育者角色的影响，即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

递者，也是道德的引导者。在这些文化中，人们往往对教师

榜样作用抱有更高的期望，注重个人品德和终身学习。中国

的《教师法》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日本的《教师教

育课程指导纲要》均体现了这一理念，要求教师具备高尚的

职业道德，树立正面社会形象，促进了教师职业道德的提升。

④教育创新与跨学科知识：芬兰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面

发展。

芬兰、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强调协作能力

和创新教学法。芬兰的师范教育以其严格的选拔程序、全面

的培训和赋予教师的自主权 [3] 而闻名。芬兰的教育系统鼓

励教师进行创新教学实践，教师专业素养包括创造有利的学

习环境、培养批判性思维以及与同行、家长和社区合作的素

养 [4]。此外，芬兰教师的专业素养不仅限于学科知识的提升，

还包括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和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知识，以

确保教师能够创建支持学生全面发展的学习环境。

⑤多样性与包容性：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的反映。

澳大利亚的教学重点是文化适应性教学，特别是考虑

到该国学生的多样性，包括大量的土著学生。《澳大利亚教

师专业标准》强调了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专业参与

在内的能力，强调尊重和回应学生文化、语言和经历的多样

性 [5]。澳大利亚教育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一个包容和多

元化的教育环境，鼓励教师发展与学生背景相关的教学策

略，以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2.2 文化差异对教师教学方法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下，文化差异对教师的教学方法

和职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

通过其独有的价值观、教育理念和社会期待，形塑了教师的

教学风格和职业生涯发展。

①教育改革中的变革与挑战：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

探索。

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中国，传统上强调教师的权威

性和学生的顺从性，倾向于采用讲授式教学方法，强调知识

的传授和应试技能的培养。然而，随着国际教育理念的渗透

和教育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开始探索学生中心

的教学方法，以促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这一变化

不仅反映了教育观念的更新，也体现了教师专业素养的多样

化趋势。

②教育实践中的美国教师：互动式教学与问题解决能

力的培养。

在个人主义文化强烈的美国，教育体系鼓励创新和独

立思考，倡导教师采用互动式和探究式教学方法，以培养

学生的独立性和问题解决能力。美国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

往往依赖于其在教学创新、学术研究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表

现，不仅要求教师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促使

他们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寻求突破。

③职业自主权下的芬兰教师：教学多样性与个别差异。

芬兰教育体系以促进平等和支持全人发展而著称，强

调合作、自主学习和创新。芬兰文化中对教师的高度尊重和

职业自主权的赋予，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鼓

励他们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和学

习需求。同时，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被视为提升教育质量的

关键，反映了对教师个人成长和教育创新的重视。

④教育改革中的日本教师：从传统到灵活的转变。

日本教育体系中，则体现了对纪律、尊重和集体主义

的强调。这种文化背景下，教师通常采用较为传统和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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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学生行为的规范。然而，

日本也在努力推进教育改革，鼓励教师采取更加灵活和学生

中心的教学方法 [6]，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教师的职业发展同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多地关注教师的

在职培训、专业交流和教学研究。

2.3 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投资和教师资源的影响
经济条件对教育投资和教师资源的复杂而多维影响。

这种影响涉及国家或地区的财政能力、教育政策的优先级以

及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经济状况较佳的国家或地区能够

为教育提供较丰富的投资，促进教师薪酬、职业发展机遇以

及教学资源的改进。例如，如芬兰和瑞典，因其教育高投入

而享有良好的教师工作条件及专业成长机会，被国际认可为

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6]。相较之下，经济条件较差的国

家或地区遭遇更严峻的挑战，包括教师薪酬偏低、教学资源

紧缺及学校基础设施陈旧，这些不仅降低了教师职业的吸引

力与留存率，而且对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产生负面效

果。教师队伍面临数量不足和素质不一的问题，缺乏教育投

资难以吸引和保留优秀教师，同时教师的专业发展机会也受

限 [7]。经济条件与教育投资的不均衡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发

达地区学生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而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则因

资源匮乏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教育不平等可能影响其学业

成就和未来职业发展，加深社会分层。因此，揭示经济条件

作为高等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呼吁国家和地

区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育预算、优化资源分配，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和提升教学质量，以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进步。

3 教师专业素养全球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和
实践指南

提供一套系统的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南，以促进教育政

策和制度改革，进而为教育实践者，特别是教师培训和专业

发展提供支持。基于对现有学术文献、国际教育政策和实践

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出一系列具有可行性和针对性的策略。

3.1 政策建议
①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和高等教

育机构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交流和最佳

实践分享。通过组织国际研讨会、工作坊和短期访学项目，

为教师提供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学习机会。

②标准化教师专业发展框架。鼓励各国教育主管部门

参考国际教育组织如 UNESCO、OECD 等的标准和建议，

制定或优化教师专业素养的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应包括教学

技能、研究能力、道德伦理、终身学习等关键领域。

③教育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差异，教育政策应保持灵活性和适应

性，以满足当地教师专业发展的特定需求。政策制定者应倾

听来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反馈，定期评估和调整政策。

④投资与资源支持。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增加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财政投入，包括提供奖学金、研究资助和技术支持。

同时，鼓励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通过资金和资源赞助参与教

师培训项目。

3.2 实践指南
①构建教师学习社区。鼓励教育机构和教师自发组织

学习社区，促进同行间的知识分享和互相学习。利用线上平

台和社交媒体工具，可以跨越地理限制，增强学习社区的互

动性和可达性。

②个性化教师发展计划。教育机构应为每位教师设计

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计划，基于其职业阶段、兴趣和需求定制

培训内容。同时，提供定期评估和反馈，帮助教师明确职业

发展目标和路径。

③技术与创新的整合。鼓励教师探索和应用新技术、

教育工具和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体验。教

育机构应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支持，以降低教师使用新技

术的门槛。

④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课程设计。倡导教师在课程设计

和教学实践中，融入跨学科知识和跨文化视角，培养学生的

全球竞争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这要求教师自身具备相应的

知识储备和教学策略。

4 结语

在全球教育复杂的背景下，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

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发现国际合作、标准化框架、政策灵活性和资源支

持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教育部门和机构应加强合

作，制定灵活政策，提供资源支持，以促进全球高等教育教

师专业素养的提升，进一步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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