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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高教师素质的政策改革 

方向和措施 

 

近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召开了

提高教师素质的特别分会，讨论了以全

球化、信息化、知识社会为特点的 21

世纪对中小学的新要求，审议了教师教

育、教师培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

出了今后教师教育、教师培养改革的方

向和措施。 

改革的总方向：改变教师教育由大

学承担，教师培养由教委承担的断层现

状，构建教师生涯一体化培养的体制，

使教师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进行深入的专业发展。 

改革的具体方向：教师的硕士化培

养，将教师定位为高度专业性人员；改

革教师资格证制度，设置“基础资格

证”、“一般资格证”和“专业资格证”。

改革的切入点：促进大学和教委的

合作，使教师培养内容高度化、多样化、

实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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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高教师素质的政策改革方向和措施 

 
近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①召开了提高教师素质的特别分会，讨论了以全

球化、信息化、知识社会为特点的 21 世纪对中小学的新要求，审议了教师教育、

教师培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今后教师教育、教师培养改革的方向以及

措施。 

 

一、教师教育、教师培养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一）新要求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社会为特点的新世纪的到

来对中小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有： 

1．今后中小学必须培养富有先见性、创造性的人才，让学生掌握基础、基

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活用知识技能时所需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

并且要重视学生的合作型学习，重视学校与地方的协作。 

2．为培养新型人才，学校需要具备值得社会尊敬和信赖的，具有培养思考

力、判断力、表现力的教学实践能力，具有研究和探究能力的教师。 

（二）新挑战 

中小学对高素质的教师人才的迫切需求，凸显了教师教育、教师培养中面临

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必须培养能够传授 21 世纪新型知识（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的教师； 

2．必须培养能够应对欺凌、逃课等问题的新型教师； 

3．必须要充实特殊教育； 

4．必须要提高教师灵活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5．必须解决无法适应学校工作的新教师不断增加，老教师大量退休，知识

技能的传承功能日益低下的问题。 

 

 

 

                                                        
① 中央教育审议会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咨询机构，主要为日本教育的振兴、终身学习的发展、

体育的振兴进行重要事项的调查和审议，该审议会提出的意见通常会成为日本未来的政策和

制度。审议会的成员由许多著名大学的校长、教授、研究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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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教育制度和教师培养体制的改革方向 

在严峻的现状面前，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认为目前的教师教育制度和教师培

养体制迫切进行改革。经过一段时期的审议和讨论，会议提出了改革的总方向和

切入点。 

（一）改革的总方向 

改变教师教育（成为教师之前）由大学承担，教师培养（在职培训等）由教

委承担，二者缺乏有效衔接与深入合作的断层现状，构建教师生涯一体化培养的

体制，使教师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深入的专业发展。 

（二）改革的切入点 

促进大学和教委的合作，使教师培养内容高度化、多样化、实质化。 

（三）改革的具体方向 

会议提出的教师教育制度和教师培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 

1．教师的硕士化培养，将教师定位为高度专业性人员 

今后的教师必须在掌握基本教育教学工作知识、技能的同时，具备能够使学

生掌握 21 世纪新型知识的教学实践能力，具备结合理论进行实践反思的研究能

力，具备开展合作性学习的能力，具备良好的交流能力，具备顺利履行职务的能

力等。这些能力必须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以外，通过亲身实践，并根据理论

对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和考察才能做到。为此，在本科四年的课程基础上，必须对

未来教师进行理论和实践性的硕士教育，使其能够将实践性的教育理论运用到教

学工作中。 

2．改革教师资格证制度，设置“基础资格证”、“一般资格证”和“专业资

格证” 

“基础资格证”能够保证该资格证的获得者掌握基础的教育能力，获得该资

格需要本科毕业。 

“一般资格证”能够保证该资格证的获得者在习得基础、基本知识和技能的

同时，具有培养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等新型知识的教育能力，具有高度的专

门知识、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要获得该资格必须在本科四年的基础上，修 1至

2年的硕士课程。本科阶段以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为主，硕士阶段以教学研究

或个案研究为主，提高教学实践能力。  

“专业资格证”能够保证该资格证的获得者掌握特定领域的高度专业性知识

技能，例如学校管理、学生指导、升学指导、教学科目指导（各个科目）、特殊

教育、外国人儿童教育等领域。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领域的“专业资格证”，而

获得该资格证要求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教师，通过研究生院的学习，或者利用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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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在职研修，习得更加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专业资格证”与学位没有关

系，但今后具有“专业资格证”很有可能成为学校管理职（校长、副校长等）的

必要条件。 

 

三、教师教育制度和教师培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提出改革方向的基础上，中央教育审议会也提出了改善和促进中小学、教

委、大学之间的合作，构筑教师生涯一体化培养的体制的具体措施： 

（一）教师教育、教师录用及新教师阶段的改革措施 

充实本科教师教育课程，加强课程与实际教育工作的联系，构筑整体体制，

推进个性化课程，使课程功能明确化，保证教育质量；开发与硕士课程相衔接的

本科课程；探讨教育实习的理想方式，积极提倡学校志愿者（到学校去做教学或

学习活动志愿者）；强化国立大学附属学校作为教育实习示范点的功能；促进有

实际教学经验的教师成为师范院校教师；对于师范院校的研究性教师要从培养实

际教学能力的角度出发加强教学审查和教师评价等；利用教师教育评价体系、大

学间相互评价的体系和评价实习前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等评价方式

保证教师教育的质量。 

充实和改善硕士阶段的教师教育。改革教职大学院①的课程和硕士课程，构

筑培养教育实践能力的模式，推进阶段性体制的完善。包括增设教职大学院的教

育科目，增加教育内容，推进特色化，培养实务型教师②；改革一般大学研究生

院的硕士课程，提高课程实践性，规定一些实践性课程为必修科目，支持实践性

教育学的研究等措施。 

改善博士课程，确立培养师范院校教师的体制，探讨专业型博士学位的应有

状态。 

改善新教师入职培训，促进教委与大学、教职大学院的合作，提高新教师研

修的质量，构筑 2到 3年的新教师支援体制。 

改善教师录用制度，包括积极进行 30 岁到 40 岁之间的教师录用，改善教师

年龄结构；加强临时教师、兼职讲师的实绩评价；开发能够准确地评价报考者资

质能力的教师选任考试方法；促进教师选任考试中笔试的全国统一性，提倡共同

考试、多次考试等方式。 

 

                                                        
①教职大学院是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按照文部科学省省令设立的教师教育研究生院。教师

教育研究生院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修得 45 学分以上可授予“教职硕士”学位，相当于我

国的教育硕士，属于专业型硕士。 
② “实务型教师”是指更具备实践能力，更贴近教学实际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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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职阶段和管理层阶段的改革方向 

促进教委和大学的合作，共同开展面向有 10 年教育经验的教师的研修、国

家和地方主办的各种研修；推进在职研修的项目化、学分化，不仅利用校外研修，

还要充分利用教委和大学的资源提高校内研修的质量，确定校内研修的内容和相

关体制；促进与近邻学校的共同研修，积极任用教职大学院毕业者为干部教师；

强化教师研修中心提高教师资质能力的机能；通过教委和大学的合作推进高端研

修项目的开发和实施。 

推进与教职大学院、都道府县教师研修中心的合作，构建管理职、教育行政

职员的培养体制。充分利用教职大学院、都道府县教师研修中心的学校经营研修，

提高管理职的学校经营和管理能力。 

（三）录用多元化人才 

创设想要成为教师的社会人士进入教育行业的多种路径；为应对信息化和全

球化，广泛录用特定领域的高度专门化人才，例如信息技术人才等。对于理数类

人才和英语人才，通过给予“教师特别资格证”或者聘任为兼职教师等方式，让

其进入教育行业。 

（四）特殊教育 

促进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取得“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为了提高普通学校

中特殊教育班级的教师资质能力，要求该类班级的教师掌握普通教师所应具备的

基础知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肖艺芳 

北京教科院教育信息中心  周红霞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 

责任编辑  商发明  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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