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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期教师继续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刘瑞琴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067600） 

 
摘要：随着教育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日益认识到教师继续

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传统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已不适应

我国当今教育发展的需求。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教师教育的制度、模

式、价值理念等方面都在进行改革，推动了教师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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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创新，特别是教师教育的
创新。因此，在新时期教师继续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趋势。  

一、教师继续教育  
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

要“完善教师教育体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大力加强中小学教
师队伍建设，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由此我国的教师教育
顺应历史的发展，又走向了新生。机修学校承载着对教师培养、
培训、任用和进修等责任。教师教育是指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
按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的职前培养、人职训练和在
职培训的统合教育，它体现了对教师教育的连续性、一体化和可
持续发展的特征。教师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源头工程，直接影
响着教育事业的质量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加快教师教育的改革
与创新，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推进我国素质教育发展
具有战略意义。  

二、教师教育创新的主要表现  
1、教师教育的价值理念创新  
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教师教育的使命与价值重新

受到关注。教师教育是指向教师并致力于提升教师的教育，应当
执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从生命的高度关注教师之作为“人”
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追求。教师是具有完整生命意义的人、整体的
人，是既有职业使命又有舒展生命需要的人。指向教师的教育不
仅要关注教师职业之所需的知识、技能与综合素养，更要关注并
尊重教师的生命意义的彰显与生命价值的实现。 教师教育对人
的关怀就是要帮助教师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树立尊重生命和珍
惜生命的价值观。  

2、教师教育模式的创新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行，传统的教师教育模式比较单一、

封闭，局限在师范院校体系之中。学生获得的知识不够宽厚，创
新实践能力不足，难以满足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对高素质教师的需
求。因此，为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水平，教师教育模式不断进行
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早在 2002 年，北京师范大学就开始了国内第一个“4+2”教
育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实践，生源以北师大本校非教育系本科生为
主，主要从本科生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所谓“4+2”教育学硕士，
即将本科生 4 年学历与硕士 3 年学历打通，缩短学制，用 6 年时
间完成两个学位所需要的学习任务。学生在前 4 年主要学习不同
专业的课程，以达到普通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水准。后两年集中学
习教育类课程，学习期满、论文合格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4+2”学士后教育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教师培育模式，为我国进
行教师教育体制的改革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华中师大在实践中也逐步探索出三个培养模式：一是“主修
专业+教师教育课程模块”(“3+1”)；二是“主修专业+教育类
第二学士学位”(“4+1”)；三是“主修专业+学科教学论硕士研
究生”(“4+2”)。‘三种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课程安排、能力
要求等方面呈梯级递进关系，形成以“3+1”为主体、“4+1”为
纽带、“4+2”为高端，实现“本科——第二学七学位——硕士研
究生”有机结合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  

2006 年华东师大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建立新式“4+1+2”师范硕士生培养体系，即“4 年本科教育+1

年中学实践+2 年硕士培养新模式”。通过新模式培养出来的教
师，既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又形成了一定的教
学实践技能，从而有利于教师素养的提升。  

3、教师继续教育的创新  
随着世界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特别是终身教育思想的兴起，

传统的一次性教育定终身的教师教育难以适应教师的未来发展
需求。世界各国都相继拓宽了教师教育的范围，引进了“持续性
教师教育理念”，将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使教师
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职生涯。由此，我国教师继续教育也出现了新
的形式，其一是创办“教师发展学校”，其二是实施“教师网联
计划”。  

“教师发展学校”是在现行中小学建制内进行的一种功能性
建设，即由大学和中小学建立伙伴关系，使中小学校具有拉动教
师专业发展的功能。这是借鉴国外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模式，结
合我国教师教育实践的产物。首都师大在国内率先倡导建立中小
学教师发展学校 19 所，走进北京、河北等地中小学校，建立合
作关系，激发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意识、主体意识，转变教育教学
理念，推动中小学校的教育改革和教师的专业发展。现在我国许
多地市已建立起许多“教师发展学校”，这种模式有力地推动了
教师教育和教师培养的一体化、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一体化。  

“教师网联计划”是指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是教育
部新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先行启动实施的一个重要项目。  

“教师网联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构建以师范院校和其他举办
教师教育的高等学校为主体，高水平大学为核心，区域教师学习
与资源中心为服务支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职前职后教育一体
化，教师教育系统、卫星电视网与计算机互联网相互融通，学校
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相结合，学历教育和非学历
教育相沟通，系统集成，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全国城市的教师教育网络体系。  

教育网联的任务是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师教育现代化，使不
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大规模、高
质量、高效率地开展全国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教育、非学历培训
和教师资格认证课程培训，大幅度提升全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素
质。  

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母机”，事关教育改革发展的全
局和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高质量教育的关键是高质量
的师资，提高师资素质的关键是搞好教师教育。唯有优先发展教
师教育，创新教师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开创
我国的教育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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