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共同体：

农村教师专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载体*

刘加宽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年）》，明确提出改善乡村

教师资源配置，稳步提升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水

平。不久前，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就加强新时代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造就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

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提出明

确要求。农村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被放在了重

中之重的位置。

目前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的一个瓶颈

是发展相对孤立，缺少协同。美国学者洛蒂曾

提出“孤立的蛋篓结构”，即教师习惯于靠个人

力量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在课堂、班级等

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孤立地工作，就如同一个个

放在蛋篓里的蛋一样。而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孤立”现象更为突出。斐迪南·滕尼斯指出，人

们在积极形态下组成的群体，在为共同目标而

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

和的“协同效应”。笔者认为要突破农村教师专

业成长的困境，需要构建农村教师学习共同体，

实现农村教师的专业协同发展。

一、以共同愿景引领学习共同体的发展规划

共同愿景是农村教师学习共同体中所有人

共同确立的目标，反映了学习共同体发展的方

向，是共同体成员的精神纽带。农村教师学习

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关系到学校、教师、学生，

最终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学生。

【摘 要】农村教师专业协同发展以学习共同体为载体，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为目标，从打破农村教师

发展现状出发，走生态发展的路径。以“协同论”指导农村教师专业协同发展，引领教师确立共同愿景，融入

“专业合作学习群”，建构“立体式”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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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层面来讲，农村学校在确立本校的

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等愿景时，首先要定位好其

与“教师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学校的发展规划与

教师的奋斗目标相一致。这样，在学校发展的同

时，也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教师，使学生

的进步与成长有了根基，实现学校、教师、学生的

共同发展。所以说，确立共同愿景，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教师群体的力量和内在潜能。

农村教师学习共同体协同发展的愿景，应

具有清晰性和实际性、长久性和共识性、进步性

和协同性等基本特征。因此，农村教师学习共

同体共同愿景的形成要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

一是基本服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与愿景；二是

学校协助共同体明确共同愿景；三是在全体成

员充分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初步愿景；四是“化虚

为实”，在实践中及时调整共同愿景，共建共享

学习共同体。共同愿景是由学校与教师一起商

讨确定的，表达的是学校和教师的共同理念。

教师们感受到共同愿景的实现过程也是个人成

长的过程，自然会自发地去努力创造。

二、以合作共赢提升学习共同体的整体素养

一是要增强教师合作学习的自主性。合作

和竞争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农村教师学习

共同体的竞争以合作为基础。在合作的前提

下，竞争减少了激烈的场面，增加了融洽交流的

机会，显示了群体的力量，促使共同体内成员彼

此都能更好地成长与进步。

为了实现知识与资源的共享，不断提高合

作效率，农村教师学习共同体摒弃了个人本位

主义，在合作性竞争的学习交流中，形成“共享

双赢”的良好局面，实现农村教师自主合作学

习。农村教师学习共同体建构，是在合作文化

的基础上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当教师觉醒

时，他们显现出强烈的学习需求，从而实现学习

的常态化与持续性。

二是要激发教师提升素养的主动性。农村

学校教师除了要增强合作学习的意愿，还应注

重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这样合作交流才有基

础。这就要求农村教师增强学习的意识，唤醒

提升专业素养的自觉性。如此，农村教师在共

同体的合作中才会有真正的互动性交流，避免

学习共同体活动流于形式。

如果学习共同体内教师的专业素养相差较

大，就会直接影响共同体内教师合作交流的质

量。不同性格特点和教学风格的教师，对教学

中的问题有着各自的独特理解和处理方式。共

同体内教师之间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有助于其

产生合作的需求与意愿。但是，专业素养依然

是高水平的合作交流的根基。

三、以多元团队搭建学习共同体的立体架构

在形成共同愿景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活

动载体，促进农村教师在学习共同体中的互动

与合作，达成学习共同体的生态发展。

1.“学习共同体”教研组群。

“同课异构”建构教师学习共同体。要想充

分发挥农村教师的力量，让教师真正参与集体

教研活动，教研组群不仅要打开教师的教学思

路，还要实现农村教师在集体教研活动中知识

的增殖。当教师亲身经历“设计—讨论—修正

—二次设计—集体验证”的研讨活动后，自身素

养得到提升；同时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优化得以

实现，推动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课题研究发展教师学习共同体。农村教师

学习共同体应增强成员科研的自觉性和问题意

识，帮助教师在课题研究中提高教育教学实践

水平。利用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智慧，把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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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体化，让问题研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生

根发芽，使课题研究真正成为农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重要载体。

培训研修巩固教师学习共同体。基于学习

共同体的农村教师专业培训以教研组培训的形

式开展活动，是一种双向平等的学习交流培训；

针对不同学习需求的教师进行有机编组，开展针

对性专业指导与培训。无论是在培训前、培训中

还是在培训后，都坚持以教师为本，及时调整培

训内容与形式，以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

2.“立体式”学习共同体。

组建“青蓝”师徒团队。新教师在教育理念

方面往往比较先进，而教育教学技能与经验方面

存在不足；年长的教师正好相反。“青蓝”师徒结

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可以大胆尝试推行“一对

多”甚至“多对多”的新式师徒结对模式，从而拓

展农村教师相互学习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组建引领型学习团队。在组建学习共同体

时，应根据农村教师需求，由学科专家和地区骨

干教师提供理念与教育实践上的指导与支持；

先培养一批农村学校的学科骨干教师，以更好

地指导农村教师的学习与教学研究活动。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学科专家对农村教师学习共同

体的专业引领，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衔接

与转化；应重视受训学员在培训学习过程中的

参与和认同、感悟与反思。

四、以多元保障助推学习共同体有效运行

目前，农村教师的培训在与学校规划和教

师个体需求的衔接上还存在不足。因此，农村

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多方参与。

一是强化农村教师培训的针对性、互动性。

首先，注重培训目标的针对性。建构主义理论

指出，培训学习应该结合教师自身的认知结构

与教学经验，在培训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其次，注重培训形式的互动性。专家讲、教师听

的培训已经不能满足教师发展的需求，要创造

性地提供机会，让农村教师与专家进行互动，以

期实现农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真增长。

二是建构立体、多元的评价形式。在建立

农村教师学习共同体评价标准时，适当突出教

师评价的主体性。在评价内容方面，也适当考

虑农村学校的特殊性，将农村教师在学习共同

体中的所有活动纳入考量范围。

三是为学习共同体提供时间和物质保障。

学校进行教学安排时，应充分考虑教师的工作

和学习现状，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适当压缩

会议、检查和无效竞赛等，为农村教师腾出共同

体学习的时间。对共同体的学习活动尤其是外

出参加培训等，学校要落实资金保障。同时，学

校要为学习共同体提供硬件设施的保障，如安

排专门的学习活动场所，根据其学习需要开放

图书室、资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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