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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的改革使得高职教师核心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对教师核心素养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有

利于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及提供研究方向。经研究梳理发现，核心素养及其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核心素养研究是教育理

论界关注的热点，高职教师核心素养研究尚且停留在起步阶段，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基于不同视角下的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某一特定核心素养研究，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提升对策研究都是今后值

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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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在职教层面开始探索中高本纵向贯通、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的现代化职教体系的建设实践，职业

教育的地位与重要性进一步凸显。2019 年 1 月，教育部出台

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作为指导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

队伍”“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以及“双

高计划”。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 3 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中提出“打造高水平双

师队伍”。继而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分别针对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及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具体建设方案。从一系列政策

文件的出台，可见国家对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而

作为面向区域行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

其师资队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职教师的核心素养水平不

仅关系着自身专业化水平的发展，更关系着职业教育改革成

败。

近年来，核心素养也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本人以

“教师核心素养”为主题或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止

到 2022 年 8 月共检索到 11366 篇文献，以“高职教师核心素

养”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35 篇文献。可以看

出学者们关于教师核心素养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关

于高职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十分匮乏。由于高职教师的核心

素养与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核心素养存在共通点，因此本研究

整理了国内外关于“核心素养”的文献以期对高职教师核心

素养的研究形成借鉴。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教师核心素养内涵研究

各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教师核心素养内涵进行了解释，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教师核心素养是教师必备胜任力

（Essential Competence），是每位教师发展自我、融入社会及

胜任工作所必需（Need For）的能力。二是教师核心素养是

可迁移素养（Transferable Competency），从教师“专业”角度

看，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其所需的专业素养不同，只有那些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持续、长久地发挥作用的素养，

才能称为教师核心素养。三是教师核心素养是关键素养（Core 

Competences），是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高阶素养。

虽说不同学者对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的解释略有不同，

但在认为教师核心素养是由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经验、

价值观、技能等发展而来，又超越了知识、技能和态度，是

跨学科的知识、技能、态度、情绪和价值观的复杂综合这一

点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

（二）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

2011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教师核心素养的具体内涵和指标，

包括专业理论知识素养，教学能力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探究意识及自主学习意识等。UNESCO 依据社会发展与

教育改革迫切需求，推出了第二版《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能

力框架》，将学生能力有待发展的三个领域（信息素养、知识

深化、知识创造）与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六个维度（理解教育

中的 ICT、课程与评估、教学法、ICT、组织与管理、教师专

业学习）相交叉，创建出一个包含 18 个模块的框架。2015 年

美国的“职业规划组织”协同各州的教育委员会提出了教师

素养的“6大基本原则”，认为教师素养应涵盖认知素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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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素养、社会交往素养、教学素养 4 个不同维度，在每一维

度下又明确了具体内容和指导意见。澳大利亚颁布的《教师

素养框架》将教师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包括专业态度、

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制定了“21 世纪

教师教育模型”，强调了教师三方面的价值维度：学习者中心、

教师身份认同、服务于专业和团体。

从以上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看出，国际组织或各国根据当

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以及从学生素养要

求出发，构建了强调整体综合能力或某方面突出能力的素养

框架体系，但基本是针对中小学教师构建的核心素养框架。

从核心素养框架内容上看，国际组织或各国都强调教学素养、

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性，并且已有核心素养框架中含有超越

“教师职业”的作为社会公民的一般素养。

（三）教师核心素养评价方法的研究

国外教师核心素养评价研究起源较早，教师能力、认知

水平、智力等方面的测评是教师核心素养评价的前身。但关

于哪种测评方法和工具更适合监测、评估、衡量教师核心素养，

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内容。通过梳理，目前较为流行的教师

核心素养评价方法和工具主要分为四类：课堂观察、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混合式评量。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教师核心素养内涵研究

郭少英、朱成科（2013）从公民和教师两方面阐释教师

素养，认为教师素养既包括教师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品质，

又包括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教师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条件。齐永胜（2017）认为，教师核

心素养内涵是指高尚的师德、扎实的知识基础以及丰厚的人

文底蕴，概括来说，教师核心素养就是作为教师所必备的关

键品格。曾文茜、罗生全（2017）认为教师核心素养就是教

师最为关键的素养，是对所有任教教师的底线要求。李木洲、

李晴雯（2018）指出，教师核心素养是教师适应社会发展和

教育教学需求的必备品德、知识与能力，是教师素养中最关

键的部分，对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专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学者李涛、马颖化（2019）认为，教师核心素养应该是由多

种素养组成的整体，是职业道德素养、专业知识素养、创新

创业素养以及科研素养等多方面素养在内的整体，这些素养

结构可以帮助教师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和意义世界。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教师核心素养内涵的研究基本上

有两大观点，一是认为教师核心素养不仅包括作为教师的职

业与专业素养，也包括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品质，比如郭少英、

朱成科。二是认为教师核心素养有别于其他职业的素养，主

要指作为教师的关键品格、最为关键的素养，或者是综合素养。

可以看出，在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上目前学术界并未达成统

一的共识。

（二）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整体角度，或者基于特定视角、学科、背景、

特定学段对教师核心素养进行了研究。从整体角度看，部分

学者认为教师核心素养框架中不仅包括作为教师的核心素养，

也包括作为公民的社会素养，如傅兴春（2015）认为，教师

要具备“人的核心素养”和“学科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备

正确的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教学技能和诊断学情以及指导

学生的能力；还有部分学者仅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构建了教师核

心素养的框架；邢志新（2017）将信息技术应用素养、创新素

养、科研素养作为教师核心素养；郑金洲（2018）指出教师素

养应包括职职业道德素养、科研素养、专业知识与能力素养

以及创新素养等。

许丁玲（2006）以语文新课标为切入点，提出新课程背

景下语文教师应该具备语文学科素养和语文教学素养；孟宪

乐、侯方静（2017）基于“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认为未

来教师要具备开放的国际视野，具有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热忱，

具有互助、合作精神，关爱学生、能够满足学生需要，具有

高度责任心、爱心和人格魅力等。

综上所述，在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方面取得了广泛、

深入的研究成果。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基于特定学科的教

师核心素养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尽管在教师核心素养框架中

到底是否包含“人的核心素养”方面存在分歧，基于不同的

视角或者背景下的教师核心素养框架也存在不同的表达，但

在包含职业道德、教育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信

息素养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

（三）教师核心素养评价指标研究

在中国知网以“教师核心素养”和“评价指标体系”作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 31764 条结果。删除学生核心

素养评价、学科核心素养评价以及教育以外领域评价指标的

文献，针对教师素养评价的文献仅有 68 篇，且其中绝大多数

都围绕教师教学能力开展研究。针对教师核心素养评价的文

献非常匮乏，如廖艳辉、王强（2016）利用层次分析法，建

构了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包括基础素养、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养三个层面以及 20 个具

体支撑指标，并计算了各项指标的权重，最后将该评价指标

体系进行了小范围试用；张艳丽（2019）从学生关注的角度构

建教师素养评价指标，利用联合分析法测量学生对教师素养

不同指标的偏好程度，采用全轮廓法收集数据，根据调查数

据构建回归模型，以此为基础构建教师素养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在教师核心素养评价指标方面，研究方法上主

要利用层次分析法、联合分析法、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等开

展质性研究，为学校开展教师核心素养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高职院校教师核心素养相关研究

对高职院校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文献总体偏少，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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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 2017 年 -2022 年，从内容上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是

构建素养框架与因素的研究，如陈敬贵（2017）认为高职教

师应该素养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意和专业实践

等四个维度；高莉（2021）对高职教师的内涵、构成要素开展

了研究。二是现状、对策研究，如张彤（2017）对互联网背

景下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提升策略的研究；樊孝凯（2021）对高

职院校教师核心素养及其核心能力培养策略开展研究。三是

单一素养、特定教师的核心素养研究，如张荣华（2019）对

民办高职教师核心素养和能力培养策略开展研究；丁盛、杨珊

（2022）对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实践教学核心素养提升进行研

究。四是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如张华、赵振江（2020）

基于 AHP- 模糊综合评价的高职教师核心素养评价；尹志华、

付凌一等（2022）基于扎根理论对体育教师构建了 3 方面、

12 个范畴的核心素养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高职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既有宏

观层面的内涵、框架与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有微

观层面的培养现状、培养与提升策略的研究；既有针对全体高

职教师，也有针对具体学科以及基于不同背景的高职教师核

心素养研究；既有针对整体核心素养框架、体系的研究，也有

针对单一、特定核心素养的研究。在对具体学科的高职教师

核心素养研究方面，主要是对体育、数学等公共课的教师核

心素养开展了研究。虽说关于高职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是近

五年研究的热点，但是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偏少，研究

以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

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了

教师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具体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学段上看，对核心素养的研究侧重于基础

教育阶段，关于高职阶段的研究文献匮乏，但基础教育阶段

关于核心素养与教师核心素养的文献为高职教师核心素养的

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的分析视角；从研究内

容上看，关于宏观层面的核心素养内涵、教师核心素养内涵

与框架有大量的理论成果，但是学术界关于教师核心素养的

内涵以及框架上存在诸多争议，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关于

教师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不利于高职

教师核心素养的养成与提高。在微观层面，学术界普遍认为

目前教师的核心素养存在不足，并对如何提升教师核心素养

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

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缺乏。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无论从高职教师自身专业

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高职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高职

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关于高职教师核

心素养的研究尚且停留在起步阶段。由于不同学科间的素

养要求有所不同，统一的框架与指标体系适用于所有学科

显得缺乏针对性，在宏观层面的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高职

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不同视

角下的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框架研究；以及微观层面的某一特

定核心素养研究，高职教师核心素养提升对策研究都是今

后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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