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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胜任力是一种与有效的或出色的工作绩效相关的个人潜在的特征，由此发展而来的教师胜任力已成为评

价教师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全球化，对教师胜任力的研究已成为教师培养领域的

一个焦点议题。文章基于已有研究对胜任力和教师胜任力概念界定、模型构建等部分进行系统地整理与

分析，并针对研究现状，进一步明确对未来教师胜任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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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ence is a personal latent characteristic related to effective or outstanding job performance. 
The teacher competence derived from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for evaluating teach-
ers.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on 
teacher competence has become a foc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training. This paper systemati-
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s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competence and teacher com-
petenc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future teacher 
competen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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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McClelland 教授开创性地引入胜任力这一概念以来，这一理念在西方社会的学术界与实践领域均

引发了高度的重视与深入的探讨。胜任力不仅成为了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同时也深刻影响

着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走向。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教育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胜任

力相关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成果正在渗透到教育实践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教师这一关键领域，胜任力的

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不仅关乎教师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更关系到教育质量的提

升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深入探索并科学应用胜任力理论，对于推动教育事业的持续进步意义重大。 

2. 胜任力概念及模型 

2.1. 胜任力界定 

教师胜任力的概念，其根源可追溯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胜任力”理论。在深入探讨和理

解教师胜任力的内涵之前，需要对“胜任力”这一概念建立清晰的认知。 
1973 年，McClelland 首次提出胜任力的概念。他认为胜任力是与工作绩效及生活中其他关键成就直

接相关联的知识、技能或动机[1]。这一定义不仅为胜任力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而且如同一把

钥匙解锁了后续对该领域探索的可能性。Spencer 在 1993 年进一步阐释，胜任力是那些能够区分工作中

卓越表现者与一般表现者的个人深层次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包括动机、自我认知或价值观、知识或行为

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评估并明显区分卓越与普通绩效的个体特质[2]。Boyatizis [3]则把胜任力界定个体

稳定的内在特质。 
胜任力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其内涵远比单一要素更为丰富和复杂。常见的胜任力划分

包括五个维度：1) 知识：个人掌握的信息和学习能力；2) 技能：个人完成任务的能力；3) 自我概念和

个人价值观：包括个人的态度和个人形象；4) 特质：对于环境的反应；5) 动机：推动行为产生的情感欲

望和心理需求等[4]。可见教师胜任力的内涵不仅涵盖了个体的知识、技能和动机，还深入到个人的价值

观、自我认知和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这些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胜任力体系。 

2.2. 胜任力模型 

在探讨胜任力模型的模型时，“冰山模型”、“洋葱模型”以及四因素(KSAO)模型是经典代表。“冰

山模型”利用冰山的比喻，将胜任力划分为两大层面：“水面上”与“水面下”。前者构成了表象层，代

表显而易见、易于评价的知识和技能，如同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后者则深藏于“水面下”，涉及更为复

杂且不易被直观捕捉的个人特质。“洋葱模型”采用洋葱的层次结构来形象描绘胜任特征。从外至内，

每一层都代表着胜任力的不同维度，最外层对应于基础的知识和技能，易于观察和获取，而越往内层深

入，越触及个体的深层素质与潜能。四因素(KSAO)模型将胜任力细分为四个关键要素：K 代表知识

(Knowledge)，涵盖了广泛的专业领域信息；S 代表技能(Skill)，涉及实际操作中的技巧、技术和累积的经

验；A 则代表能力(Ability)与素质，包括了智力等个人潜能；O 代表其他个体特征(Others)，包括工作要

求、工作态度、人格个性以及其他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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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胜任力的研究 

3.1. 教师胜任力的定义 

关于教师胜任力的概念，学者们的共识在于包括成功实施教学活动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与精湛技能。

这些要素构成了教师胜任力的核心基础。在胜任力的其他构成特征上，国内外学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

歧。Dineke E.H.等认为教师胜任力是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人格特征，以及在不同教学环境和情境中

所需的教学态度与技能的综合体现[5]；国内有学者则认为，教师胜任力是指教师个体所具备的、与实施

成功教学有关的一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价值观。是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必要条件，运用专业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教师胜任力的核心要素[6]。具体而言，国外学者在探讨教师胜任力时，往往倾向于

认为教师的人格特质，如亲和力、耐心、热情等，更能够体现其是否胜任教学工作。这些特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体验。国内的学者则更加注重教师的专业能力，认为教师的专业技能和个人品德

更能反映一名教师的胜任力水平。 

3.2. 教师胜任力模型 

当前，对于教师胜任力的研究重心主要聚焦于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与优化上，核心在于深入剖析并明

确界定教师胜任力的本质要素，从而构建一个稳固且全面的理论框架。 
在现有的胜任力模型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之中，包括英国的 NEAC 模型、

双因素模型、高绩效教师模型以及多因素模型等。NEAC 模型将教师的胜任力划分为四个关键维度，涵

盖了 12 项具体的胜任力特质，这些特质主要聚焦于教师的资质要求，即教师在特定教育岗位上高效完成

任务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和专业素养。“双因素模型”中的双因素是指“合作胜任力”和“教育胜任力”。

前者侧重于教师的团队协作、沟通能力以及与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有效互动；后者则强调教师在

教学设计、实施及评估等方面的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Sternberg R J 等曾指出，专家型教师普遍具备高水

平的知识、效率、创造力和洞察力[7]。综上，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教师胜任力模型应涵盖教育水平、专业

能力和发展潜力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教育学界对于教师胜任力(或特征)模型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徐建平和张厚粲在

2006 年通过访谈和关键事件分析，构建了一个包含 11 项区分特征的中小学教师胜任力模型[8]。这些特

征共同构成了评价中小学教师胜任力的多维度标准，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英武等探索了我国中小学教师胜任力的结构维度，认为它包括：情感道德特征、教学胜任力、动机与

调节、管理胜任力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在构成教师整体胜任力中有着重要作用[9]。林涛等人运用问卷

调查等方式测量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胜任力，认为它包括教学、科研、实践、社会和教学胜任力在内的 5
个主范畴[10]。 

3.3. 教师胜任力的实证研究 

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对不同教师群体胜任力特征的深切关注。靳江波[11]开展了一项

研究，他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辅导员的道德规范认知与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胜任力水平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系统性地考察。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那些在日常工作中展现出

较高道德规范水平的辅导员，往往也能够在其职责范围内表现出更为出色的胜任力，这一发现无疑为提

升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张英峨在 2008 年则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幼儿教师群体，她用

《幼儿教师胜任力行为自评问卷》和《幼儿教师胜任力问卷》进行施测，以此为基础对幼儿教师的胜任

力状况进行了全面地剖析。结果表明多个因素——包括教师的教龄长短、教育背景的差异、是否为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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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以及所在幼儿园的类型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幼儿教师的胜任力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2]。 
为了更加精准地衡量和评估教师的胜任力，学者们还致力于开发专门的测量工具。刘玉敏等人[13]在

近期的研究中，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综述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师胜任

力特征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开发并验证了《农村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力问卷》，此

问卷的成功编制为评估农村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胜任力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当前研究在揭示教师胜任力的不同方面和影响因素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 

取样的局限性，研究样本局限于特定地区，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难以推广到其他地区。后续研究可以增

加样本的多样性，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2) 研究方法单一，主要依赖文献综述和深度访谈，

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应采用文献综述、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实验设计等多种方法结合的方式，拓宽研

究结果的深度；3) 教师胜任力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发展和老师自身经验积累而不断变化。通过纵向

研究，跟踪教师不同阶段的胜任力变化，为教师的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4. 研究展望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在教师胜任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

深化了对概念的理解，但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不足，是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 
尽管国外已从多维度对教师胜任力展开了深入探讨，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我国在这一领域

的研究起步较晚，多数研究倾向于直接采纳西方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鉴于此，有必要根植于本土的

文化土壤中，深入剖析并适应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仅要对现有西方理论进行审慎的本土化修订，还

需创新性地设计与开发出贴合我国教师职业特征的胜任力评估工具。例如，可以通过文献综述和深度访

谈的方式，先收集我国教育专家、一线教师以及其他教育从业者的意见，再结合实际教育政策和文化背

景，提炼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师胜任力的独特内涵。 
其次，深化对胜任力的理解需从增强其统一性入手。目前，在胜任力的概念界定、理论模型的构建

以及具体测量方法的应用上，学术界尚未达成一个普遍认可且统一的标准或结论[14]。这种情况不仅限制

了对教师胜任力本质的深度挖掘，还可能削弱研究成果在实际教育管理与教师培养中的应用价值。鉴于

此，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当侧重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整合与梳理，力求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逐

步构建一个更为统一、具有广泛共识的框架。例如，可以结合文献综述和专家咨询，对比分析现有的冰

山模型、洋葱模型、KSAO 模型等，识别其核心要素和结构。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等统计方法，验

证模型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 
最后，为了深化对教师胜任力的理解与应用，必须不断拓展研究的边界与深度。未来的研究不应仅

仅局限于孤立地审视教师个体的胜任力表现，而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将教师、学校管理层乃

至所有与之密切相关的环境与因素纳入考量范畴，进行综合而全面地分析。此外，鉴于教育信息化的迅

猛发展与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日益普及，同样不能忽视这些先进技术对教师胜任力带来的

网络化、数字化变革。比如，可以通过行为事件访谈(BEI)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技

术和教育信息化工具中的具体行为和经历。再结合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等统计方法，验证多媒

体技术使用与教师胜任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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