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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种教育的新事物都是从具体真实的教育时空里诞生的。
教师发展学校也是这样，其建设是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共同建立
的丰台教育发展服务区开始的。
　　1997年9月我从东北师大调至首都师大教育系工作。
调来不久，顾明远先生找我谈了次话。
顾先生嘱咐我首都师大是地方院校，要注意为地方教育服务。
当时，大学和中小学结成伙伴关系、推动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已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新趋向，考
虑到这种新趋向，联系到大学为地方社会服务的功能拓展，借鉴东北师大等高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经
验，我提出了大学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建立教育发展服务区的想法，并得到了时任北京市丰台教委主
任罗杰同志的支持。
同时，我向首都师大领导提出要建立教育发展服务区的建议。
此后不久，我请我的同事宁虹教授和丁邦平博士就教育发展服务区的想法合作撰文，题为《建立教育
发展服务区，探索教育发展新模式》一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01年第l期。
（附录1）　　在丰台区政府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持下，经过充分酝酿，2001年1月19日丰台教育发展
服务区正式启动。
首都师大教科院与丰台教委共同认识到建设“丰台教育发展服务区”对于促进丰台区的教育改革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一致同意以建设“丰台教育发展服务区”作为长期合作项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是服务区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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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而且也是高等教育和基确教育、大学和中小学的共
同责任。
现在由大学和中小学合作建立的各地教师发展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论是在建设思想上，还是在具
体操作上，都是色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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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师发展学校的深远背景　　教师发展学校是在原学校建制内，由大学和中小学合作建
立的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与发展共同体。
2001年5月17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北京市丰台教育发展服务区建立了首批教师发展学校。
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发展学校成立。
在我国许多省市都相继建立了教师发展学校。
教师发展学校已经成为我国新世纪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改革的新鲜事物，这一新鲜事物的产生具有自
己的深远背景。
　　第一节　国际教师教育发展趋向　　教师教育包括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在当
代的教育改革中，获得了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发展。
国际基础教育的教师教育发展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趋势。
这些趋势促进了教师教育的深刻变化，也成为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参考系。
　　一、国家高度重视教师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基础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基础性战略地位
的凸显，高度重视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与行动，其主要表现是：　　（一）意义
的全局性：对教师教育职能的共识　　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日益成为各国教育改革政策的重要内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发展学校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