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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今年开始，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会师范组会议和全国地方师范大学联席会议合并为“全国师范
大学联席会议”。
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启迪、共同进步的平台，对推进教师教育改
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来，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波澜壮阔的改革与发展历程，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合格教师，支撑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性院校共同参与的教师教育体系。
近10年来，教师教育办学层次明显提升，基本形成了以大学为主的培养教师的格局。
本科后教师教育也在积极发展，教育硕士培养和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试点在相当一批高校展开。
教师教育层次的提高，有效带动了新增教师学历层次的提高，广大中小学中具有大、学本科、专科学
历的教师成为新增教师的主体。
　　近年来，在不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教师教育自身也在努力探索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相适
应的途径，从宏观层面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多样化教师培养模式全方位展开。
探索中学教师培养学科专业教育与教师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实行综合培养模式。
全日制学习、在职教师攻读、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等教育硕士培养全面展开。
　　二是师范类专业建设得到加强。
全国有289个师范类专业成为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特色专业建设点。
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新教师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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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六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2009年10月在重庆召开，本届会议首次将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会师
范组会议和全国地方师范大学联席会议合并，称为“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
这种会议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启迪、共同进步的平台，对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是第六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论文集，也是《全
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文集》的第三辑。
此外还包括部分高校教学成果奖的获奖作品。
文集展示了各师范院校近年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教师教育模式、服务基础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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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究、服务、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代序）第一部分 师范大学论文集转变教育观念 探索体制创
新 改革培养模式——关于师范大学改革和教师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创新教师教育模式促进基础教育发
展师范大学的使命：创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深化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建设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不断深
化教师教育改革 努力提升教师教育质量重视免费师范生培养推进教师教育改革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
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创新抓研究 重实践提升特色专业建设质量——广西师范大学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经验
总结审视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经验促进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发展播种“绿荫”催生希望教师教育再谱新
篇——海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创新与超越——杭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的探索提
高学生素质服务农村教育 在顶岗实习中实现学生培养与服务社会的“双赢深化教学改革 推进质量工
程 全面提高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实施师范生职业品格与职业能力渗透融合性培育培养高
素质专业化特色鲜明的优秀教师坚守地方师范大学使命 构建教师教育创新平台——江西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改革实践综合教改培养新型师范生关注时代与社会发展需求 积极推进特色化的教师教育改革教师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强化教师教育品牌优势深化教师教
育改革服务“两基”攻坚在教育实践中促进师范生素质全面发展论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路径选择关
于师范大学使命的探讨贯彻科学发展观 培育未来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推进教师教育模式创新的思
考和实践创新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课程与教学的整体改革教师专业发展中大学责任的视角和途
径发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办学优势全力支持灾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践行终身教育促进教师专业化发
展——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创新与实践创新教师培养模式 推进教师教育改革——西北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改革与实践基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高师院校教师教育培养方案的探究在服务基础教育实践中培养
适用人才——新疆师范大学学生赴基层农牧区中小学实习支教工作总结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助力新世纪
教师教育发展——徐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实践现阶段省属重点师范大学的使命及其教师
培养模式强化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思考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服务城乡教育统筹第二部分 教
学成果总结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创设合作共同体构建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模式构建西部
教学团队 深化数学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积极服务基础教育⋯西南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 云南师范大学以教师发展为导向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教师教育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实施顶岗实习
支教工程培养高素质基础教育师资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教师教育课程群建设——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教育课程改革成果总结创建“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 促进教育技术学专业实践创新人才培养地方
高师院校师范生职业品格与职业能力渗透融合性培育的研究与实践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教
育硕士规模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直面我国基础教育实践 推进小学教师教育的改革与西部地区高素质复合
型师资培养的改革与实践西部农村与民族地区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师RPT能力培养
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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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尊重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规律，坚持以师生为本，尊重学生的选择。
我们认为，师范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应该是：加强综合，强化特色，凸显优势，多元发展。
要积极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整合教师教育资源，调整学科结构和院系设置，探索多样化的教师培养
模式，创建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教师教育水平和教师培养质量。
要注重在教师培养过程中加强综合课程，拓展和夯实教师教育的学科基础，重视教育实习实践，提高
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以教师能力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主要目标，培养高素质教师。
师范大学还要重视发展学士后教师教育，提升教师教育的学历层次和专业化水平。
要拓展社会服务职能，为教师职后教育和培训构建宽厚的平台，强化教师职业终身发展的功能，增加
师范大学在教师职后教育中的市场份额。
　　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一是科学借鉴国外教师教育发展经验。
国外一流的教育学科和教师培养机构一般都设在高水平综合大学之中，其潜在的规律性值得我们认真
研究，但国情和教育体制不同，不能完全照搬。
综合化发展的路径包括转型为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建设学科综合且学术实力较强的
师范大学，以及办好在教师培养过程中强调综合的师范院校，各个学校应该明晰自己的发展策略和功
能定位，避免同质化。
二是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综合大学等其他类型的高校参与教师教育。
一方面，教师教育体系走向开放是大势所趋，是市场的选择，这有利于形成竞争态势和开放性格局，
促进教师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高师院校的教师教育优势特色在改革和
竞争中不断加强，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教师教育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
客观地讲，中国的高师院校近几年所受到的关注程度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是以往从未有过的。
高师院校的发展机遇远远大于挑战，压力正在转化为改革的动力。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确立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
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
“十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在学科结构方面已实现综合性，专业设置方面已突破传统高师的格局，
转向多元化。
2006年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了“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思路是“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突出特色、
自主创新”，核心是“突出特色”。
所谓“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调的是内涵发展，提升质量。
办学目标中所设定的“综合性”，不是简单指学科数量的增加，而是强调学科间的多样性互补，从而
实现整体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所谓“研究型”，不是简单指研究生的比例多大，而是强调传承北京师
范大学优良办学传统，将重视科学研究、学术创新和追求卓越的精神，贯穿于教学、科研、管理诸方
面，贯穿于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在整体上体现学校崇高的学术品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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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可供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育院校教育管理者、教
师和学生使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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