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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U-S 合作：班主任专业发展的新机遇 
◆王  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合肥师范学院  230000） 

 
摘要：建立大学与中小学校合作的伙伴关系（简称“Ｕ-Ｓ合作”），已

成为当今教师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班主任作为特殊的教师，担负着

班级管理的职责，其专业化要求比普通教师更高，但目前的职前职后教

育均忽略了班主任专业发展的重要性。U-S 合作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途

径，也应该为班主任群体所用。本文提出在 U-S 合作中班主任专业发展

的相关问题，号召从政府、中小学、大学研究者和班主任自身四个方面

入手，拓展班主任专业发展的途径，将 U-S 合作转变为班主任群体专业

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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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打破大学理论研究与中小学
实际脱离的僵局，加强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U-S 合作（即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U-S 合作是互利共
赢的模式，不仅能够弥补一线教师重经验轻理论的缺陷。同时，
中小学给大学教育教学专家提供鲜活的研究素材；专家学者在和
中小学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更容易捕捉教师教育中的问题，进而改
善教师教育方案。   

学者们在探索 U-S 合作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华
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项目；华东师范大学
陈桂生教授主持的“教育行动研究实验”；东北师范大学马云鹏
教授主持的“优质学校计划”等。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对这种合作
模式也十分关注，积极地引导和促进二者之间的合作，逐渐产生
了“U-G-S”、“G-U-S”等新型合作模式。 

大学与中小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可以使二者成为合作学习团
体，彼此受益，特别是对教师专业发展极为有利。[1]那么，班主
任这一特殊的教师群体，也可以利用 U-S 合作的机会，促进自
身的专业发展，突破专业发展的瓶颈。 

U-S 合作项目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但针对班主任群体并
未收获显著的成果。 

一、U-S 合作中和班主任相关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对班主任群体的关注 
U-S 合作虽然炙手可热，但现有的合作和研究中，对班主任

这一群体的关注却零星无几。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16 日，在中国
知网以“U-S”或含“大学与中小学”为关键词搜索，有 222 篇
文章。以“U-S”并含“教师专业发展”为关键词搜索，有 15
篇文章，但以“U-S”并含“班主任”为关键词搜索，并无已发
表的文章。由此可见，针对 U-S 合作中教师专业发展的关注较
少，更缺乏对班主任的关注。 

（二）大学研究者局限于教育领域 
“班主任是学校任命、委派的负责组织、教育、管理班级学

生的主任教师。”[2]班主任的专业发展有其特殊性，U-S 合作过程
中仅针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入手是不够的，还应涉及管理学、
社会学等相关内容。班主任不仅是教育者，还是一个管理者，要
担负班级发展的职责，即通过促进班级发展来促进每一个学生的
发展。 

（三）师范生班主任见习流于形式 
“中小学教师则以实践理性为导向，他们关注的是应试分数

的多寡，拒绝以牺牲学业成绩为代价而让师范生自主操控班级。”
[3]见习生通常作为助理观摩班主任的管理工作，没有机会独立地
进行管理实践，更没有机会探索不同的管理方式。 

二、改善对策及建议 
U-S 合作是班主任专业发展的新机遇，要想利用好、发挥好

其对班主任专业发展的价值，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主管部门协调引导 
针对合作中班主任专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政府主管部门可以

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和引导，号召学者们加大对班主任群体的关
注，吸引研究人员关注班级管理和班主任专业发展。同时，鼓励
一线班主任参与教育研究，深化合作，寻求和学者们共同的研究

目标。 
（二）大学研究者拓宽研究范围 
大学在派遣学者深入中小学的过程中，应多元化学者队伍的

构成，鼓励跨院系、跨专业合作，要求管理学专家参与，力图从
不同的专业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带给班主任多元化的专业
帮扶。 

（三）中小学加大力度培养有管理才能的师范生 
中小学校可以选拔一批从实践中走出来的研究人员，作为专

职实践教师指导师范生见习、实习。发掘有管理才能的师范生，
培养他们的班级管理能力，衔接学生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工作。
力求逐渐形成班主任培养体系，创建班主任实践课程，丰富并衔
接高校师范生培育内容。 

（三）班主任主动寻求合作机会 
在合作中，班主任群体常常被忽视，或者仅仅作为教师的角

色存在。为了加快专业发展速度，一线班主任切忌被动接受，应
积极主动地寻求合作机会，打破专家追随者的刻板印象，消除学
术自卑感，敢于挖掘并提出班级管理中的问题。 

U-S 合作不仅是教师教育的重要议题，更是班主任专业发展
的新机遇。这个机遇是否能抓住、能发挥好，取决于政府的协调
引导、大学研究者拓宽研究范围、中小学校平衡师范生培养方向
及班主任的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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