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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进《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都是20
多年来我在各类课题研究、讲学、学术交流等活动中发表的研究成果。
取名《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是为了尊重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存在着大规模、系统化的中等、高等师范学校，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师范生的培养等方面。
90年代后期，随着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理论的影响以及师范教育的开放化发展，我不仅对师范生的培
养进行研究，也对新任教师的入职辅导、在职教师的培训等开展广泛的研究，从师范教育研究拓展到
教师教育研究、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我研究的主线。
因此，本文集在“高等师范教育研究”这一标题下加了副标题：“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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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安邦，现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获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学士学位，华东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获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
曾任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长期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
、教师教育、研究生教育。
多次出国进修、讲学，开展共同研究。
主持和参加完成了近30项国家、部、市等重点课题和咨询课题的研究，获10余项优秀科研、论文奖。
已出版《师范教育论》、《高等教育学》等著作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1999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学科规划组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院校研究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高等师范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历史、改革与发展中国高师教育的历史沿革和特点分析当前高师教育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问题高
等师范教育结构改革刍议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发展论我国高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师教育
一体化改革的理论探讨关于我国师范教育发展道路的思考中国师范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研究师范
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目标、对策与措施市场经济条件下师范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编 知识、素养与
培养模式论师范教育的特性论教师教育课程的价值取向教师教育课程的变革历程与制度建设未来教师
的素质与师范教育的改革教师教育信息化与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教师素质的范畴和结构探析教师培养
模式的建构与完善关于教师专业化研究的思考——教师经验的整体性与个体性建设上海一流师资队伍
的对策和建议自我发展规范管理——国外高校“教师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国外师范教育实习述评提升
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构建终身的学习型体系第三编 制度、认证与评价教师教育转型时期的
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中日师范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比较研究完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推动师范教育
改革对我国建立教师教育认可制度的思考对实施教师教育机构资质认证和评价的思考走向多元、综合
的教师评价——当前我国教师评价研究述评电子档案袋在教师评价中的应用第四编 作为知识分子的教
师：历史与职责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社会批判：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提升指导力，
推进导师队伍制度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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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的“超前性”在于它必须经过一个周期，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即未来的人才要提前
到今天培养。
但经过此周期，学生一旦进入社会，就能直接为社会服务。
而师范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又回到教育系统当教师。
他们的对象是青少年学生，必须再经过同样的一个周期的教育后，才能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这时
才能算对社会产生了效益。
因此，相对一般教育的“周期长、见效慢”，需要“超前培养”来说，师范教育则还要加上一个时间
差，具有超“超前性”。
一般教育要采取“面向未来”的对策，师范教育则要采取“特别面向未来”的对策。
它不仅考虑自己学生的未来，还要考虑自己学生的学生的未来。
　　史均翰、张志义在他们的论文“现代师范教育的特性与采取的对策”中，提出了上述的观点，并
例举事实作了论证。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举世瞩目，尤其是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震惊，认为这是科学
技术领域里的“珍珠港事件”。
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美国要比苏联高得多，一般的教育条件也比苏联好。
但苏联的基础教育、师范教育的发展优于美国。
不少有识之士都明确地指出了这点。
如海军将领李可弗在1959年出版的《教育与自由》一书中指出，苏联人“成功地在最短期间建立起所
需要的具有训练的人”。
按前面的论断推论，研制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科技工作者，原则上应该处于最佳工作期，依此推算
，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应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
而对他们进行基础教育的教师至少应有10年的教龄，也就是他们在10余年前毕业于师范院校，那时正
是十月革命的初期。
尽管当时创业艰难，列宁领导下的苏共中央与苏维埃政府具有远见卓识，极端重视师范教育，集中统
一领导，使其迅速发展起来。
成批合格的、优良的教师出现，保证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
加上苏联采取“重点发展”科技的政策，便在人造卫星的科技研究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同样，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比如已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存在着某种弊端或不足，当然不能只着
眼于现在去找原因，应回顾他们所受教育上存在的缺陷，这又和培养他们的教师是紧密相关的，所以
还应把眼光再放远，去探究这些教师所接受的师范教育中的问题。
比如目前在调查进入工作岗位的毕业生的适应能力时，对其不足反映较集中的是动手能力差，缺乏真
正的开拓创新的能力（虽然不乏某些创新的意识）。
这同“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这一教育上的弊端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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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界新锐学术力量前沿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具有对
全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引领作用，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大国走向强国，从国内走向国际打下坚实的
基础。
　　——潘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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