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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之一。

摘 要: 新时代对师范专业建设及教师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考验，一方面教师培养从 “量”的追求转

为“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师范专业建设将更关注 “标准规范”与“内涵特色”的相互融合。对于高校而言，

面对新时代，在教师培养过程中，需要提出发展“新理念”、构建培养“新标准”、探索合作“新路径”、形成

评价“新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符合“四有”标准的高素质专业化卓越教师，全方位服务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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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西方 “教师教育”概念

逐渐取代“师范教育”并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我

国于 2001 年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中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将长期使用的 “师范

教育”概念用“教师教育”加以代替，提出 “完善

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校共同参与、培养

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其意义不仅仅

是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变

革［1］，标志着教师培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

段。区别于传统 “师范教育”封闭性、理论性、终

结性等特征［2］，“教师教育”理念更体现出教师培

养的整体性、开放性、专业性和终身性［3］。十九大

明确提出“新时代”的到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

出台了《全面加强新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加快推

动了教师教育模式改革创新的步伐，师范专业建设

及教师培养迎来了新的机遇与考验。

二、“新”师范提出的背景及基础

( 一) 新 时 代 教 师 培 养 从 “量”的 追 求 转 为

“质”的提升

时代之“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矛盾

的变化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的到来，

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

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

出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基础教育领域而言，其

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教师数量紧缺的问题，而是社

会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及教育公平的强烈需求与优质

教育资源稀缺及教育不均衡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表 1
的数据看，近年来基础教育领域对于教师的需求数量

总体趋于稳定并有下降趋势，与我国师范生培养人数

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矛盾。从现实看，我国绝

大部分地区基础教育，无论是义务阶段抑或高中阶段

均已实现了普及，正从规模满足到质量提升、均衡优

质发展转变，这意味着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已经不再是

首要任务，培养造就一大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卓越中小学教师、
全方位服务基础教育、持续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

公平，才是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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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15 年我国本专科师范毕业生与中等教育

机构及以下专任教师逐年增减情况一览表［4］

年度 本科 专科 合计
中等教育机构及

以下专任教师
逐年增减情况

2015 366664 189923 556587 21045

2014 364225 171317 535542 17112

2013 342076 176354 518430 6104

2012 328571 183755 512326 10686

2011 302990 198650 501640 － 19997

2010 293421 228216 521637 578

2009 295630 225429 521059 － 25351

2008 303253 243157 546410 588

2007 279328 266494 545822 52377

2006 241787 251658 493445 43711

2005 223715 226019 449734 63203

2004 185868 200663 386531 39566

2003 158569 188396 346965 90004

2002 107661 149300 256961 46124

2001 87023 123814 210837 58254

2000 52516 100067 152583 152583

( 二) 师 范 专 业 建 设 更 关 注 “标 准 规 范”与

“内涵特色”的相互融合

当前在师范类专业建设过程中，面临一些普遍

问题: 一是更强调教师的素质和课程的改革，对学

生的培养质量和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对毕业

生通过专业学习后的学识和技能等方面的状态和程

度缺乏有效评判; 二是高校间甚至高校内部专业间

的信息相对封闭、共享不足、协同性不强，体现在

课程相互不兼容、资源重复建设、培养模式相对单

一固定等方面; 三是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

小学校间合作不够，体现在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发

展衔接不够、专业建设标准与教师职业标准衔接不

够、人才培养目标与基础教育实际要求存在差异等。
2017 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实施办法》及 《中学、小学、学前教育专业

认证标准》，标志着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

正式拉开帷幕。从发展趋势看，师范专业建设将会

体现如下发展方向: 一是师范专业认证会成为促进

教师教育走向专业化、职业化、职前职后一体化的

有效手段和重要抓手，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提

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将会成为重点工作; 二是 “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质量持续改进”会成为重要的指

导思想和理念，师范类专业的建设将不仅要考虑与

“认证标准”的衔接，也要考虑突出自身的内涵建

设及特色发展，两者相互融合，以 “标准规范”为

基本要求，以“内涵特色”为发展方向，促进高校

明确专业定位、发挥专业优势、优化专业布局，更

新教师教育办学理念，提高师范专业建设水平。

三、“新”师范的发展理念及其改革思路

新时代及师范专业认证的背景，赋予了教师教

育新的目标和任务，需要高校在发展理念、培养目

标、合作路径、评价体系等方面有创新思考和实践。
( 一) 提倡发展 “新理念”: 从单一封闭走向

多元开放

新的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培养思路的开放性、
培养形式的灵活性和课程设置的连贯性等方面。坚

持需求导向、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开放多元的基

本原则，针对教师培养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

深化教师培养模式改革。
首先，在培养思路上，以追求卓越为目标，以

系列化、层次化课程为载体，通过实学、实训、实

习逐步使学生形成远大的教育理想、坚定的教育信

念、深厚的教育情感、坚强的教育意志以及宽广的

教育知识和突出的教育能力。强调当代教师培养的

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相结合，凸显中西教育经典

元素的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强化自主训

练和合作训练、自我养成与他人促成的相结合。
其次，在培养形式上，强调凸显特色，并通过

主辅兼容、复合培养、 “本科 + 教育硕士”一体化

培养、“本 － 硕 － 博”连贯式培养等模式，造就符

合“四有”好标准的卓越中小学教师。
再次，在课程设置上，以往的培养主要是 “理

论学习 + 教育实习”两段式模式，主干课程主要以

“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 新的

发展理念更强调 “四年一体”连贯式的培养，提倡

以实学、实训、实习理念为培养路径导向，构建理

论课程、实践研习、教育实习三位一体的师范教育

课程体系。其中理论课程力求模块多元化、内容丰

富化; 实践研习则更多以项目形式实施，并注重项

目之间的层次性、连贯性及创新性; ［5］教育实习则更

强调学生通过真实体验与角色扮演，达至对教师职

业的融入理解、对教学技能的掌握提升、对理想信

念的坚定坚持、对教师情怀的增强升华。
( 二) 制定培养 “新目标”: 从强调 “学科基

础”转为重视“综合素养”及“追求卓越”
在基础教育师资相对紧缺的时代，高等师范院校

·33·



·学科与专业· 新时代与新师范: 背景、理念及举措

的主要培养目标，是缓解中小学校教师相对不足的矛

盾，培养一大批掌握基本教育教学技能、能胜任中小

学教育岗位的教师。在教师培养要求上，较为重视打

牢学科基础知识，掌握“三笔字”、普通话等教师基

本技能，对于师范生的艺体素养、信息素养、心理疏

导能力、实践能力等强调不足或重视不够。
从教育部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

见》《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等相关文件可以看出，

新时代高校在师范生培养目标上，将与时俱进，清

晰定位，结合基础教育的发展提升师范生的综合能

力，培养造就一大批 “四有”的高素质专业化卓越

中小学教师，全方位服务基础教育。对于高校而言，

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扎实的学科知识外，

更要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重视艺体、信

息、心理等综合素养的养成，逐渐形成 “以扎实的

学科基础为重点，以艺体、信息、心理等素养养成

为特色，以 卓 越 的 实 践 能 力 为 目 标”的 培 养 思

路［6］。首先，提升学生对艺术、体育的认知和修养，

使师范生具备较好的艺体素养，通识教育课程在提

升高校师范生艺体素养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

次，使师范生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新时代对师范

生的信息素养有了更高要求，信息素养成为评价人

才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7］高校需要依托教育技

术学、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学科，为师范生开设相关

课程、举办各类学术知识讲座及教育技术类竞赛，

提升师范生信息素养。再次，使师范生具备较强的

班级管理、心理干预与疏导能力。新时代背景下，

对师范生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心理疏导与干预技能、
班级管理能力等也有了更高的要求。［8］高校需要充分

发挥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优势，鼓励科研引领教学，

教学促推科研，对师范生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三) 探索合作 “新路径”: 从独立发展走向

协同共享

卓越教师的培养，涵盖职前教育与职后实践的

全过程，需要与兄弟院校共享经验，需要得到各级

政府的支持，更需要中小学校的参与。高校需要改

变以往各自独立发展的思路，通过理论引领、共建

共享、联合培养等方式途径，加强高校间、高校与

政府间、高校与中小学校间的合作，实现教师教育

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共享，提升基础教育教师培养质

量和专业化水平，促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推动

教师教育可持续发展。
首先，发挥好区域 “引领示范”作用，促进高

校间的合作共享。高校要以社会公众对优质教育资

源及教育均衡发展的强烈需求为发展动力，秉持互

惠共生、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原则，促进高校间教

师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强教师教育理论和实践研

究的合作，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引领教师教育

发展，提升教师教育的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其次，担当好服务政府部门的 “智囊”角色，

促进高校与政府间的合作。一方面，以促进基础教

育向优质和均衡方向发展为立足点和合作基础，通

过学科共建、招生就业、职后培训等方式途径，对

接政府在基础教育整体提升战略、中小学教师素质

提高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加强师范专业建设

与教师职业标准之间的衔接，以师范专业认证及教

师资格制度等为导引，增强高校服务基础教育的能

力和水平。
再次，利用好高校专家团队及课程资源，促进

高校与中小学校间的合作共建。一方面，利用高校

强大的专家团队、丰富的课程资源，提升中小学校

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科组发展，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 另一方面，通过建设高质量的卓越教师协同育

人平台，汇聚优质教育资源，将校内培养与校外实

践融会贯通、连成一体，通过高校兼职教师制度，

稳定一批优秀中小学名教师、名校长参与到高校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及课程改革建设中来，共同造就卓

越教师; 再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探索与

推进线上线下相并行、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发挥基础教育名校长、名教师在师范生信

念、理想、情感、知能、意志等培养中的促进作用，

提升师范生专业核心素养。
( 四) 形成评价 “新体系”: 从强调 “教师教

学质量”的评价转为关注“学生培养质量”的评判

当前的评价体制，更为强调对教师教学质量的

评价，而对学生培养质量及培养效果的评价机制有

待完善，对毕业生通过专业学习后的学识和技能等

方面的状态和程度缺乏有效评判。未来师范专业建

设及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一方面， 《专业认证标

准》会成为促进专业建设及完善评价体系的重要参

考，新印发的 《专业认证标准》，从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

持条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等八个方面对师范专

业的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将会成为高校制定专业

建设方案和评价体系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另一方面，

学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机制将成为制度建设的重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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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新的认证标准明确提出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质量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并致力于能对毕业生

们通过专业的学习后的学识和技能等方面的状态和

程度作出有效评价。因此，高校在完善评价体系过

程中，要体现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的理念，突

出师范专业内涵建设及特色发展，不仅重视对教育

过程的考察，更要加强对教育结果的评价，包括毕

业生通过专业的学习后的学识和技能等方面的状态

和程度、教师职业素养、社会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

的认同度等。此外，制度的建设将更重视 “专业”
与“职业”之间的紧密关联，使专业建设不仅符合

教育规律，也符合行业要求。

四、创新教师教育 “协同共享”合作模

式的思考及举措

新时代师范专业建设及教师人才培养，需要在

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从单一封闭走向开放多元，

从独立发展走向共建共享，与兄弟院校、教育行政

部门和中小学校构建起权责明晰、稳定协调、合作

共享的“校际 － 校政 － 校校”协同培养机制。
( 一) 重视高校间的合作，构建 “校际” ( U

－ U) 共建共享机制

校际合作主要是指高校之间的合作，包括省内、
省外高校，也包括国际间的高校。总体思路可以是

高校间整体的战略合作，也可以是以点带面引领式

的合作。主要举措包括:

1． 共建课程团队。教育部于 2011 年印发了 《关

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化教

师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师培养质量，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从发展趋势看，课程改革仍然是

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而课程团队的建设

则是推动课程改革创新的重要一环。高校需要发挥

各自优势，利用专家团队的力量，秉持互惠共生、
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原则，组建跨校式、开放性的

课程团队，开发优质的《教育学》、《心理学》、《教

育信息技术学》等课程资源，集中解决课程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2． 共建共享教师教育类课程。在推进教师教育

改革创新、提高师范专业建设水平过程中，教师教

育类课程改革是重中之重。各高校都在紧锣密鼓完

善和修订教师教育类课程方案。利用此契机，各高

校应通过共享教师教育课程建设成果，构建体现先

进教育思想、开放兼容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争取

在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优化教师教育课程结构、
改革课程教学内容等方面取得突破。

3． 联合培养学生。包括本科生交换培养、硕士

生联合培养。一方面，构建起课程共建共享体系。
充分利用“互联网 +”优势，共享丰富的线上课程

资源，形成开放式、多元化、现场与网上相结合的

共享课程体系;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目前已

有的优质教育实践基地的优势，共享基地资源，在

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的同时提升高校服务基础教育

的能力和水平。
( 二) 加强与行政部门的沟通，创新 “校政”

( U － G) 合作模式

“校政”合作主要是指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之间的合作，发挥好高校 “社会服务”功能及扮

演好“智囊智库”角色。
1． 以多层次、多向度的教师职后培训模式为基

础，对接政府提升在职教师专业能力及学历需求。
按照国家和各省教育中长期规划，提升基础教育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是重要任

务。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 “在职教师专业素质

提升计划”，对教师的学历、职业技能等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高等师范院校作为教师培养培训的重要机

构，应构建多层次、多向度的教师职后培训模式，

服务基础教育，解决基础教育教师学历提升、专业

素养提高等方面的需求。
2． 以学科共建为抓手，助推地方政府达成区域内

学科水平整体提升目标。学科共建，主要是利用高校

的专家团队力量、丰富的课程资源、前沿的理论研

究，帮助提升区域内某一学科的整体水平。一般以 3
－5 年为一个共建周期，一方面利用高校资源帮助提

升区域内学科教育的整体水平，使区域内中小学教师

在专业素养上得到长足进步; 另一方面推动高校教师

尤其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深入基础教育一线，熟悉和

研究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中学

教育教学工作，形成丰富的基础教育研究成果。
3． 以“补强扶弱”理念为导向，促进区域间教育

均衡发展。目前，部分区域内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社

会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及教育公平性有强烈需求，各

级政府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有强烈

意愿。高等师范院校在教师培养、理论研究、社会服

务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需要秉持“补强

扶弱”的发展理念，以教育发展尤其教师教育和基础

教育创新发展现存问题为导向，以社会公众对优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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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及教育公平的强烈需求为动力，在促进教育公

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扶助薄弱地区、欠发达地

区、边远山区基础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

献。譬如，实施“种子”教师定向培养计划，通过招

收免费师范生，与地级市教育局开展协同培养，为中

学培养“种子”教师，带动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提升

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 三) 促进与中小学校间的交流，形成 “校

校” ( U － S) 协同联盟

“校校”合作主要是指高校与基础教育中小学

校间的合作。主要通过打造协同发展联盟等方式路

径，实现高校与中小学校在职前教师培养、职后教

师培训、科组团队建设、校园文化提升、课堂教学

研讨、教师互派互访等领域的合作。
1． 通过构建“高校 － 普通中小学”协同发展联

盟，实现高校与中小学校多元合作。“高校—普通中

小学”协同发展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聚合、分

享、开发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创新大学与中小学协

同发展模式，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一体化有效路径，

全面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实现

高校与普通中小学协同发展，造就卓越教师［9］。通

过与联盟中小学校开展合作，建成协同发展联盟运

行机制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完成职前教师培

养、职后教师培训、科组团队建设、校园文化提升、
课堂教学研讨、教师互派互访等任务。

2． 通过创新在职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满

足中小学校教师再教育需求。一方面，考虑构建在

职中小学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

建立“学分银行”，实行学分互认; 另一方面，构

建以教育硕士和教师发展与管理专业为支撑的研究

生培养体系。譬如，开设面向教育管理者的教育硕

士专业，实行单招单考。开设教师发展与管理研究

生专业，以教师职后专业发展与教师管理为研究对

象，培养造就一批专业化、高水平的管理者队伍;

再一方面，实施中小学教师及校长访问学者计划，

选派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校长到高校访学进修，以

各地市骨干校长、名校长、骨干教师、名教师和教

育行政领导培训项目为依托，形成教师、校长梯度

发展培养模式。
3． 通过服务合作项目，安排高校学科课程与教

学论教师轮流到中小学校挂职锻炼。新颁布的专业

认证标准对专任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队伍的数量、
学历、境外研修经历、中学教育服务经历等方面做

出了明确的规定，提出 “教师教育课程教师熟悉中

学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中学教育教

学工作，每五年至少有一年中学教育服务经历，能

够指导中学教育教学工作，并有丰富的基础教育研

究成果”［10］。意味着未来师范专业的发展，不仅要

重视专任教师的 “量”，更要重视 “质”; 不仅要求

专任教师们要紧跟国际学术前沿，更要及时关注和

研究基础教育发展动态。高校需要出台 《加强专任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每年选拔

一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到中学任教、挂职，为

期半年或一年，从制度、经费、评价体系等方面对

教学法教师队伍服务中小学教育加以明确和支持。
4． 通过质量提升计划，稳定一批一线优秀中小

学教师作为高校兼职教师。专业认证标准中明确规

定师范专业教师队伍中，“基础教育一线的兼职教师

队伍 稳 定， 占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教 师 比 例 不 低 于

20%”。［11］与以往许多“走过场”式的兼职教师队伍

不同的是，这次明确要求他们 “能深度参与师范生

培养工作”，即这支兼职教师队伍不能是随意的、临

时的，而是稳定的、高素质的，他们所开设的相关

课程需要编入师范生教学计划、按正常教学管理制

度加以执行、监督和评价。高校需要通过出台相关

政策，稳定一批以省市级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
高级教师为主的一线优秀教师作为高校兼职教师，

为本科生开设课程、提供讲座、担任实践导师，提

升师范生培养质量。

五、结语

国家明确提出要 “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

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高等师范

院校，无论是其内涵发展要求，还是其社会历史责

任担当，都应该义无反顾担当起教师教育改革创新

的重任，为区域以及全国教师教育改革创新以及培

养培训质量的提高提供经验和智力支持，为造就一

支“具备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终身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的高素质 ‘新师范’
人才”而努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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