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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业” 与 “专业”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种职业若想被社会认可为一门专业，从

事其行业的相关人士是得付出相应的努力与代价。而教师专业化是指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

相关人士在经过特殊的师范教育与师范技能训练之后，获得了较高的师范知识与师范技巧。

其中，越南教师的专业化意识是指越南教师在专业化过程中的自我觉醒，即越南教师根据

社会对教师这一行业甚至是对自身的具体要求，能够逐渐意识到作为教师这一职业的专业

化的需要与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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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所学校的发展，靠的是教学质量与教育声誉。而决定教学质量与教育声誉，

除了方方面面的硬性条件以外，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教师队伍。毋庸置疑，教师专业

素质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它不仅可以提高学校

的教育质量，还可以推进素质教育的最根本保证。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培养优秀

的教师队伍已经成为各所学校各层管理人员的首要任务。 

那么，专业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专业是指一群人在从事一种特定活动，其活

动必须在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之后，获得较高水准和独特的专门知识与技术并按照

一定的特有标准才得以进行的。通过这种活动这一群人将获得相应的待遇和社会地

位，解决了其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同时还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Pedagogic 

depart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可见，专业是由社会分工与职业分化所得出

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意识”又是什么呢？首先，意

识是具有指向对象的，无论是真切感知到的，还是仍存在模糊、隐约，尚未完全感

知到的，统统是意识指向的对象。对象一旦缺席，就不再存有意向性。诚然，意识

也不再存在。而且，意识行为或者意识能力还具有超越性。易言之，“意识”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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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的对象安置在生动的自身性之中，在感知自身之中把握对象，通过意向体验

将对象捆绑成一个统一体。而教师的专业意识是指作为独特的教育主体的教师在专

业化过程中的自我觉醒  (Zhang, 2015)。进一步论述，教师专业意识的觉醒即是教师

根据社会对教师这一行业甚至是对自身的具体要求，能够逐渐意识到作为教师这一

职业的专业化的需要与关键作用。同时对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专业规划以及自身的

专业发展有着清晰、准确、主动、充分地认识，并在提升个人专业水平的过程明确

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实质、标准和目标，并从中形成教师专业化坚定的正确信念。

同时，这一自我控制的过程还有助于教师的灵活、敏捷等潜在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出

来，从此实现个人专业化的预期目标。也就是说，教师专业意识的觉醒是教师专业

化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反省  (Wang, 2013)。因此，要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成长与提升，

在维持教师对工作应有的热情的同时，还要对教师的目标意识、责任意识、自学意

识与价值意识多下功夫。 

2.  越南教师对教育事业有了更明确的追求 

墨翟曾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诸葛亮曰“志当存高远”；越南人民的一句谚

语“只有登上山顶，才能看到那边的风景”。可见，要想成功，首先得有一个坚韧

不拔的信念与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信心。唯有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我们才可

以全心全力地为了那个目标前进。一个人树立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将发挥得越快，

他所获得的成就也将越多。作为一名教师更应如此，不仅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奋斗目

标，还要努力不懈地为那个目标前进着。因为有了奋斗目标才能使自己的职业道路

丰富多彩，光明夺目，而不是一旦加入教师队伍之后就长久处在迷茫懒散、虚度光

阴的状态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教师从事教育事业已有十年半载但教学水平却只

停留在刚刚任职的界限上；相反，有的教师教龄尚浅却具有资深教授的教书水平。

故此，给自己、给教师设立一个奋斗目标显得有多重要。唯有有着奋斗意识、目标

意识的教师，才能得到积极全面的发展，才能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好教师。 

自从教师专业化逐渐引起广大民众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以后，越南教师也开始为

自己的专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清楚、明亮的预测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态度。首先，

在求学期间，已经投身到师范专业院校的学习者，诚然都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故此在求学期间不断地为自己能成就这一梦想努力着。他们努力学习，认真上课，

以通过每个考核并获得梦寐以求的教学证书。当他们踏上讲台的第一步开始，他们

就是一名教师。而在知识海洋中沉浸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要努力学习，从此脱颖

而出，成为自己专业领域中的拔尖儿。面对教师职业在国内的待遇状况，唯有成为

一名稍有名气的教师，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与收入。因此可以说教师为自己的

前途不断地努力的渠道之一，是参加各种针对教师的大大小小比赛，并争取在赛场

中大显身手，力求获得佳绩，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也是事业上一个闪亮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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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轻教师都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当达到一定教龄的时候，将会成为某个地区或某

个领域中的“优秀教师”。就因为有了这样的职业目标，教师们才不断地努力着，

奋斗着。因为大家深信 “不想当名师的教师不是好教师” 。其中，最典型为胡志

明市师范大学，一学年期间所组织的各种针对教师及教学技能的培训班与竞赛活动

不少于 10 场，并且每每座无虚席，教师们均蜂拥而至。这一现象足以成为教师们积

极向上、努力提高自身教学水平与文化素养的铁证。 

当多媒体进攻教育领域的时候，教育机构及各个相关部门也竭力给教师普及相

应的多媒体知识。每逢开设的多媒体应用课程等短期班，都吸引了众多教师的参与。

为了迎合领导们的呼吁也好，或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也罢。在积极参与其中

的教师们，可以说都在为自己的专业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尽管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

存在，多媒体教学在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还相当有限，但其全面、直观且生动的各种

优势已逐渐引起了部分教师的关注并成为其教学手段之一。这一新科技的引进无疑

也是教师们在向着专业化前进的积极表现。故此，当 85% 的胡师大教师在其教学过

程中都仰赖于多媒体课件的辅助并且能够运用自如多媒体手段并不是一个让人叹为

观止的数字，要知道，胡师大 90%的教室内都拥有先进的多媒体教学系统。 

相信在众多教师里面，有不少人都幻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位被万人爱戴的好教师。

桃李满门，甚至是流芳万世。尽管在今天的越南社会里，不再需要教师为国家、为

人民做出任何伟大的牺牲，但教师们都想成为大家眼中的好公民，好教师，得到学

生们的尊敬与爱护。故此教师们在生活中都非常苛刻的要求自己，总是以“为人师

表”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因此，无论是穿着还是言行举止都非常温和优雅，力

求能在形象这一方面赢得大家的认可与拥护。一个良好的形象塑造意识诚然也是教

师专业化的目标意识之觉醒的最有力且最典型的表现，所以不难察觉到，有越来越

多的教师格外注重形象，力求从形象这一方面能够与其他先进教育地区的教师队伍

接轨。来证实这一点，只要踏入胡师大校门，必然看到各位穿着大方得体、举止亲

切优雅的教师与工作人员，甚至正为准教师的大学生们也散发出这一典型的气息，

使胡师大校园成为一个文明、美与礼相结合的校园。 

与此同时，很多教育机构还会定期给教师拟定一些教学目标及个人计划。有的

院校甚至每年让教师对照自己的具体情况，上交一份“教学成长与发展规划”。并

且每学年结束之后都会让教师回顾，总结、反思，并评价自己在过去一年内是否完

成之前所设下的预定目标。或许还会在公开会议上一起商榷如何更进一步完善当前

情况，克服障碍以达到之前定下的目标。这诚然是领导部门在促进和帮助教师之专

业成长及树立教师之目标意识的一个好措施。如此一来教师潜意识中就会形成了自

己的目标意识，对教育事业有了更明确的追求。当这一活动成为习惯，教师的目标

意识也就此成为了教师专业化的最初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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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越南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持着责无旁贷的态度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责任逐渐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与时代内容。犹如家庭中的

责任是父母抚养孩子，孩子孝敬父母；政府的责任是决策者把握航向、勾勒蓝图，

实践者把理想中的蓝图变成事实；校园中的责任是教师教书育人，学生立志成才。

毋庸置疑，教育的责任就是教人做人，而一位教师的责任，诚然就是教书育人。只

有在清楚准确地意识到怎么样的人才是好人、能人，受教育者才能够逐步成为一个

好人、一个有能力的人。故此，一名教师的责任首先是育人，接着才是相关专业知

识的传授。而一名好教师，诚然要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人。教师的责任除了对工作

尽责、爱岗敬业、恪尽职守还要对自己的教学对象——学生负责。学生的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品德思想的成长都少不了教师的一份责任。不仅如此，一位好教师还要

对学校负责，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全释一个教育者的基本素养。最后，教师要对其

负责的人就是教师本人，在为人师表的同时还要不停更新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力

求成为一名与时并进的好教师。 

越南教师待遇并不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故此，一名有责任心的越南教师，

从不会依赖自己这份微博的收入来起家。工作是为了谋生，这已无可厚非，而一名

教师的这份谋生工作，背后还要担起更多的责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教师的

最大责任也是育人。教师对学生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感。尽管对学生的道德形成的

最大影响是其家人及家庭环境，但一个负责的好教师，也是纠正其错误思想，引领

其走上正确道路的好帮手。可贵的是，大多数越南教师都非常有责任心，他们每天

不辞劳苦，起早贪黑地默默为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课间休息时间虽非常短

暂，对教师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很多教师都会利用这一时间来解答学生一个

个疑问，甚至是学生个人的生活困惑。在胡师大，很多时候下课钟声响了许久，才

看到教师拿着自己的公文包，在把教室的电路关闭之后，默默地走出教室。 

让学生接触到最新、最先进的教学理念也是教师不可懈怠的责任之一。也只有

充满责任心的教师才可以因为学生不能接触到实用先进的教学内容而懊恼。故此越

南众多大学都在尽力改革教学方案与教学课程，其中，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每两年就

会对正在实施的教学方案与课程进行回顾及改进，力求该校师生都能在最快的时间

接触到实用及先进的教学成果。此外，越南教育部也会对普及教育进行定期的考核、

补充与改进。因此，每一位越南教师都会在潜移默化中积极参与教育改革与教育实

践的事业中去。不仅如此，为了培养教师的责任心和爱心，越南相关教育部门及教

育机构在开展了不少加强培训教育、考核工作细节等活动的同时，还非常关心教师

的工作和个人生活情况，组织各类带有引领和强化教师文化素质作用的课外活动。

主要目标是让责任意识能够成为广大教师的一种基本素质并由教师以身作则，传递

给每一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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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教师自主学习，不断提升自我 

在飞速发展的讯息时代里，新事物、新知识的更新换代可谓是犹如流水冲击办

快速。作为知识传播者的教师，更不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相反，面对机遇的挑

战，教师更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思想，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提升自我。不仅要成为

新知识的传播者，而且还要充当学习方法的指引者。唯有这样，教师才得以胜任，

才得以赢得众人的肯定与尊重。“学海无涯、不进则退”这自古以来的名言，不仅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勤学的激励句子，更是为人师表者的口头禅。唯有将

“不断学习” 成为一种意识、一种习惯，无时无刻完善自己的知识空缺、充实自己

的知识基础，才能使教师成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 “智者”，才能把知识传播出

去，才能成为一位好教师。 

一位好老师，不但要有一位老师应有的道德品质，而且还要有正确、渊博的专

业知识。同时，还要有充足的师范专业技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组织各种教学活

动，主动学习专业以达到预设的教育目标。此外，一位教师还要拥有一定的科研能

力及吸收先进知识、新教学法的引进与操作能力。况且，不是任何一位教师离开母

校之后都有机会参加各个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培训班，因此，想在教育事业道

路上越走越远，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学习意识及自学能力。教育是一项非常忙碌的工

作，教师尽管身在何处，每时每刻都是在处理着很多繁琐事情，脑海里都在翻转着

诸多教学细节。故此，只有具备一定的自学意识，教师才可以从学习中产生兴趣，

并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 

越南教师的自学意识一般根据学习目的及学习动力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具体活

动，但形式上一般离不开以下两类，一是自主学习，参加各个短期班以获得相应的

文凭证书，从此提高自己的专业标准并达到教学机构所提出的各种官方要求。比如

一些短期开设的《多媒体教学速成班》、各种外语证书培训班、《共产党教育理念培

训班》、《哲学理念培训班》等。这些都是教师工作者需要提交的相关辅助证书，故

此每逢开班都迎来了众多教师，有的速成班还座无空席。另外一种形式是兴趣学习，

不求任何证书与文凭为回报，纯粹是为了个人兴趣及个人需求的学习。比如《心理

学入门班、提高班》、《最新国际教育理念培训班》，《声乐》、《说话技巧》、《演讲技

巧》等等。看似毫无相关的兴趣班，其实对于一位教师来说，却大有帮助。能够让

教师扩大肺活量，保护嗓音；或是获取更多更吸引学生的种种教学技巧。这些班级

的结业证书都不需上交，但教师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蜂拥而至。可见越南教师的自学

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同时也非常丰富多彩，受益良多。除此之外，在笔者访谈的 20

名胡师大教师之中，有 80% 教师（16 名）均在自己家中设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收集



HCMUE Journal of Science Vol. 16, No. 10 (2019): 513-520

 

518 

自己专业的相关书籍。其中有的教师的书籍收集数量达 500 余本，完全称得上是一

个小小图书馆。各种工具书的数量，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这小小图书馆不但成为了

教师教学的好帮手，有时候还是学生扩大知识层面，提高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的好

设备之一。 

在学校管理层面看来，培养教师的学习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之一。很

多学校都把培养教师的学习意识看作一项重要常规并加以促进，力求让学习能够成

为教师的一种潜意识，甚至是一种习惯。越南大学教师一般一学年间要举行一到两

次科研活动。教师们在自己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还会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自己的

研究观点、研究困惑等问题。经过商榷与交流经验之后，教师的科研成果还会发布

在相应的出版物上，并在校内、甚至是圈内流传着。成为一种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不可错过的好机会。胡师大中文系的教师们每学年都要组织 4 次专业小组讨论，2

次全系科研活动，并争取每一学年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无疑，这一切都是教师们

自主学习、不断提升自我的好例子。 

5.  南教师把教育看做实现人生价值及展现个人才华的终生舞台 

生命短暂，但是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体现出无限的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在

于奉献，虽然短暂，却充满意义。而教师的生命价值是职业理想，是对教育工作的

热爱与投入，是对学生的爱护与责任；教师的社会价值则在于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

传承。生命犹如一盏照明灯，尽管短暂但却能在自己有生之年点亮世界、照亮人生。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教育是为了改变、感化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学习者。因此，

最关键的是教师必须是一位品德高尚、才智兼备的人，他们的责任、公平、仁爱、

正直、谦虚、朴素等美德都将会对学习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可见，教师的人生

价值是何等高尚与重要。用尽一生的力量，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尽可能多地为社

会培养人才，使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因此，很多越南教师都把教育看做自己

一生中追求的事业，而不只是短暂的谋生手段。他们会为了备教案、批改作业而废

寝忘食；会为了学生的苦恼而深思熟虑，尽力给他们解决困惑，摆脱烦恼，从此集

中到学习中去；甚至有的教师还会为了学生的错误与不幸而感到自责；当然，他们

也会对能够培养出了一个个国家栋梁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成功，看到学生踏上了荣

誉大道的那一刹那，也会泪流满面，幸福欢笑。这就是教师的成就感与价值感所在。 

在很多教育领导人看来，教师的正确价值意识的培养是非常值得花费心思去斟

酌与考量的事情之一。因此，有不少师范院校在培养未来教师这一工作上多下功夫。

除了传递师范专业知识之余，还要培养师范生的人格修养与对教育工作的情怀。教

育要被当做一生的事业来追求，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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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中体验和享受事业的快乐，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与此同时，还要

培养师范生对师范专业的热爱，对教育工作的向往。形成良好的职业意识、热爱学

习与科学研究活动，提高自律能力与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教学风范。 

只有正确意识到教师职业价值，才能够更好地在教育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成就。

很多名师都是在认识到自身的职业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越南历史中出现的各

位名师，无疑都是在意识到教师职业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做出如此动人心脾，鼓舞

人心的事迹来。因此对于教育领导者来说，培养教师的正确的价值意识是重中之重。

所以，他们会在日常的很多教育细节上，肯定教师的重要角色，让教师在工作中体

会到自己的教育价值，同时还会定期让教师们写下工作体会与心得，并汇编成册。

公布在校内刊物上，全体教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以达到教师教育共同成长的 

效果。 

6.  结语 

越南教师在教师专业化这一方面的意识正逐渐形成。无论从教师的目标意识、

责任意识、学习意识与价值意识等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领悟与体会。越南教师开始

为自己的专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清楚、精准的预测与计划，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专业

态度。作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越南教师，当然要对学生的意志、成长与知识有着

一个明确的责任感，并从不会懈怠自己这份神圣的职责。可以说，越南教师的生命

价值是职业理想，是对教育工作的热爱与投入，是对学生的爱护与负责；越南教师

的社会价值则在于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传承。越来越多的越南教师把教育看做自己

一生中追求的事业，而不只是短暂的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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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p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s. For an industry 

to be recognized as a “professional” by the society, people engaged in that industry must put 
significant efforts to achieve that statu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eachers is a process of which 
individuals obtained higher teach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by undergoing relevant pedagog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Vietnamese teachers is still at the 
awakening and self-development stage. Whether it is based on society’s requirements or it comes 
from the community of professionals, Vietnamese teachers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t need to professionalize the ocupation.  

Keywords: Vietnamese teachers; teaching spe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wakening an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