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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教师教育政策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师教育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的历史。党的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深重国难中卓绝探索时期、百业待兴中艰难构建时

期、改革开放中凸显特色时期、现代化进程中高速发展时期以及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引领时期五个重

要阶段。党的百年教师教育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保障了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良性运

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优势，培养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优秀教师队伍，推进了我国教

师教育学科体系规范化发展，不断提高教师职业社会与经济地位。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教师教育政策将更加体现鲜明的价值取向、不断强化人文关怀，持续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完善教师教

育制度体系和加强信息化保障，进一步促进我国教师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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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教师教育政策的历

史，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与

实践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领导教师

教育，教师教育政策贯穿 1921年党成立以来至今

的百年历程，在党的教师教育政策指引下，我国教

师教育经历了多个阶段的重大变革，实现了兼顾

外延与内涵的跨越式发展，在支持体系建设、发挥

制度优势、壮大师资规模、提升培养质量、巩固职

业地位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本文立足于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教

师教育政策文献为研究对象，梳理党的教师教育

政策百年发展脉络，总结过去百年教师教育政策

取得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进行理性审思，力求为规划我国未来教师

教育发展愿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

道路提供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教师教育政策百年历程

（一）深重国难中卓绝探索（1921—1948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革命迈入了无

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教师教

育政策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时代大潮中呈现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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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样态和特征。一是确立了独立的教师教育体

制。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了《小学教

员训练班简章》《短期师范学校简章》《初级师范学

校简章》《高级师范学校简章》等一系列规章［1］，同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小学教

员优待条例》，以保证教师地位和待遇。［2］至此，苏

区根据地独立的教师教育体制正式确立。二是形

成了宽松型教师准入机制。1939年中共中央通过

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

定》、1940年《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

教育的指示》等文件直接推动了教师抗日统一战

线的形成，旨在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信仰接

受一切有抗日意愿的教师，形成了区别于苏区严

格教师准入的宽松机制。同时，出台一系列政策

加强现职教师培训，“特别强调对现职教师的政治

领导，以形成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

治立场”。三是推动了师范教育新型正规化进程。

1946年山东解放区发布的《山东省政府关于发展

中等教育的指示》、1946年苏皖解放区发布的《苏

皖边区国民教育实施法（草案）》等规定了师范教

育的方针、学制、课程、课时安排，促成新民主主义

思想指导下的师范教育“新型正规化”［3］发展。在

正规化师范教育政策的推动下，各解放区培养了

一大批中小学师资，为将来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

建设工作提供了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党的教师教育政策在深重

国难中一路砥砺前行，艰难求索，自下而上地创造

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教师教育模式和体

制，这种体制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工农教师，

保障了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健康运转。

（二）百业待兴中艰难构建（1949—1977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改造旧的

教师教育体制、确立社会主义的教师教育体制刻

不容缓。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教师教育政

策探索之路呈现出在破与立中曲折发展样态。一

是以苏联为师，确立教师教育体制。为借鉴苏联

建设师范院校的经验，1950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关

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北京师范大

学暂行章程》等文件，力求将北京师范大学建设为

新型师范教育的范本。195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

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与《师范学校暂行规

程（草案）》，标志新中国师范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二是寻求内生，突破僵化单一模式。师法苏联虽

迅速推动了教师教育制度化、规范化，但也让教师

教育陷入僵化和单一模式的状态。1957年至 1958
年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改革文件，力求突破

苏联模式的束缚，但伴随着左倾政治运动的展开，

政策调整跨步过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三是反

思调整，恢复教师教育秩序。随着 1961年中央提

出“八字方针”，教师教育领域也着手进行政策调

整。196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国师范教育会议

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师范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各

级各类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4］为更好落实改革精

神，1963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师范学校教学计划

（草案）》，修订了数十个师范专业教学计划。［5］新修

订的教学计划吸取了“教育大革命”时一些有益经

验，克服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和缺点，对

重建以教学为中心的师范教学秩序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新中国教师教育体制经历了从外化效仿转向

内生改革，着力探索一条适合本国教师教育现状

的发展之路。当然内生之路不易，表现为制度的

转向及断裂十分明显，经历了效仿、反省、试误和

调整，属于典型的激进性变迁。但不容置疑的是，

新中国初期的政策实践建构了教师教育的基本框

架，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教师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三）改革开放中凸显特色（1978—1999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发展陷入停

滞的状态。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与

调整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师资短缺和达

标问题成为恢复教育事业、发展社会经济的限制

条件。这一时期，恢复教育事业正常秩序，助力改

革开放深入推进，成为教师教育政策的核心任务。

一是迅速恢复秩序，明确发展方向。1978年教育

部在《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明确师范

教育“是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建

设，百年大计”［6］，此后其地位作用与发展方向不断

得以厘清。1980年第四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

将师范教育定位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发展

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

略措施”［7］，进一步将师范教育提升到重要战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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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二是借鉴国际经验，进行本土探索。受国际

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教师的职前职后一体化和

继续教育获得足够关注，我国积极借鉴学习国际

教师教育思想及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及教育

现状积极开展教师教育体系开放化、综合化的本

土初步探索。三是扩大教育规模，提升学历层次。

在 20世纪 90年代高等教育扩大规模的背景下，教

师教育政策在规模效益的基础上注重教师学历层

次的调整和提升，在“九五”期间由三级师范（高师

本科、高师专科、中等师范）向二级师范（高师本

科、高师专科）学历体系转型。［8］

1978年至 21世纪前，党的教师教育政策依托

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以恢复秩序、明确方向为首

要举措，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教师教

育体系，在实现规模效益的同时关注教师队伍质

量提升，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初步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实践经验。

（四）现代化进程中高速发展（2000—2011年）

步入 21世纪，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我国正式开启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教师是实施新课程的主力军，大力推进课

程改革，亟需迅速提高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以满足

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需求。一是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开展教师国家级培训。2000年起，我国开

始尝试由中央财政拨款，率先对部分优秀中小学

骨干教师无偿进行国家级培训［9］，2010年教育部、

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

划”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国培计划”，培

训对象由中小学骨干教师逐步扩展至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二是调整师范生培养方案，实施师范

生公费教育。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

实施办法（试行）》，开始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

行由国家承担培养费用的师范生公费教育，逐步

建立公费师范生录取、培养、奖励和就业机制［10］，
并在 2012年进一步新增和完善公费师范生的录

取、转入、退出及转专业机制，健全跨部门工作机

制，加强公费师范生就业落实与协议履行监管。

三是突破封闭性培养路径，构建开放的教师教育

体系。200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中要求“完善现有师范院校为主

体、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养培训相衔接的开

放的教师教育体系”［11］，师范类院校需继续坚持教

师培养主阵地不变，鼓励综合类大学和其他非师

范类高校设立教师教育专业，自此形成了我国以

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中小

学教师教育体系基本格局。

这一阶段教师教育高速发展的表征体现为加

大财政投入、扩大体系规模、新增多元培养方案三

大方面，突出了教师教育在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立足于当下国情

新增多项教师培养、培训的重要举措，为我国教师

队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引领（2012—2021年）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主动适应教育现代化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

求，我国教师教育核心任务由扩大教师教育规模

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走向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

展。一是指向能力，加快教师队伍专业化。201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建设意见》），首次以政策形式全面部

署教师教育工作，其中提出在师范生培养、教师学

习与培训、名师成长与造就过程中严把质量关，大

力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形成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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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振兴

计划》），提出通过全面推进师德养成教育、提升教

师培养层次、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创建高水

平教师教育基地、加大支持教师教育师资队伍优

化、建立健全教师教育学科专业等十大措施［13］提
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二是聚焦质量，促进教师队

伍标准化。为响应《建设意见》提出的完善教师专

业发展标准体系的要求，2012年以来教育部相继

颁发了《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义务教育学

校校长专业标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

法》《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等多项标准，基本形成了包含分学科分专业

教师专业标准、教师培训课程标准、教师培养机构

质量评估标准三部分在内的教师专业标准基本体

系。三是基于国情，推进教师队伍均衡化。2012
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意见》第五条意见“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中要求改

善教师资源初次配置，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教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师教育政策：历史进程、伟大成就与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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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薄弱地区任教，给予农村及边远地区教师

以政策倾斜［14］，实行“硕师计划”“特岗计划”“‘三

支一扶’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多渠道扩充农

村优质师资来源，实施“国培计划”，着重加强对乡

村及中西部地区及边境民族教师队伍建设，加快

缩小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师资差距。

在教师教育发展的深化阶段，党的教师教育

政策基于国际教师专业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国情

特点，突出政策前沿性、创新性与引领性，努力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由面及点，着力

细化教师教育内容，规范教师教育过程，创新教师

教育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

平的教育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和人才支撑。

二、中国共产党教师教育政策伟大成就

（一）保障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良性运转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世界

最大规模教育体系。教师教育政策隶属于教育政

策体系，对保障教育体系良性运转具有决定性意

义。一是推动建成规模最大的教师队伍，最大规

模的教师队伍是组成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基本架

构。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由多个层次、不同子体

系有机构成，教师教育政策在历史的延续和演化

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与其他教育政

策、其他教育子体系互为支持、互相照应，共同组

成了完备的国家教育体系。二是规模最大的教师

队伍形成规模效益，有力地支撑了最大规模基础

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转。教育体系结构由松散走向

紧密不是一蹴而就的，各子体系、各组成要素相互

关联，教师队伍建设是联结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的重要枢纽，科学的教师教育政策对基础教育事

业的发展起到规范、指引的作用。三是规模最大

的教师队伍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直接关系

到高等教育体系育人功能的实现。

体系的结构从根本上决定其功能，庞大教育

体系迫切需要下位概念的子体系提供周密而完整

的结构支持。教师教育政策作为下衍的子体系，

虽然只是教育体系整体中的局部，却是保障教育

系统高效运转的核心动力，教师教育政策与其他

教育政策、其他子体系之间协调适配，使得世界最

大规模教育体系内部层级结构之间形成良性循

环，发挥整体育人功能，从而稳定有序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凸显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优势

我国近代教师教育制度在发轫之初，多效仿

苏联等国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开启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全面探索。特别是进入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

根本原则与立场，建设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成

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与重心。［15］

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教育发展

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日益彰

显出强大的优越性。一是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力

量。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

本制度和本质特征，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成功

实践的根本保障。［16］教师教育政策得力与否，发展

的方向是否正确，取决于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

方针路线及其统筹、协调和控制能力。二是注重

师德师风的培养传统。党的教育政策始终把师德

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我国重

大教师教育政策必有师德建设的重要相关建议，

新时代师德师风的养成，是教师教育体系中国特

色的鲜明体现。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民是教育的服务对象，人民对于优质教育资源

的向往与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成

为社会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均衡与公平

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本质

在教育领域的体现。［17］我国长期致力于消除教育

不平等、不均衡的现象，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特

岗计划”“国培计划”的相继出台，推动我国教育均

衡与公平迈出重大步伐。

（三）培养一支规模庞大的优秀教师队伍

作为教育工作的母机，教师教育对提高国民

素质和人才培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适

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发生了

由量到质的深刻变化，为庞大的社会主义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提供强力支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

面：一是教师队伍的规模逐渐扩大。以 1998年和

2019年的现实数据为例，我国教师数量增速明显，

基本满足了基础教育发展的师资需求。根据全国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8年初中专任教师数

量为 309.43万人，生师比为 17.56∶1，普通高中专任

教师 64.24万人，生师比 14.6∶1［18］，发展至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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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专任教师 374.74万人，生师比 12.88∶1，高中专

任教师 185.92万人，生师比 12.99∶1。［19］教师人力

资源获得稳定开发的同时，生师资源配置压力减

轻，并且逐渐趋于合理化。二是教师队伍的结构

逐渐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平衡与否影响到人才结

构的组织构成，最终指向教育发展的整体质量。

近年来，除学历结构和生师比例发生变化，通过向

中西部、农村的教师教育政策倾斜，教师区域布局

不平衡的现象也获得了改善，针对应试教育的改

革持续进行，薄弱学科教师受到重视，促进了教师

学科结构的同步发展。三是教师学历逐步提升。

1998年到 2019年，我国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由

83.4%［20］提高到 99.88%［21］，普通高中教师学历合

格率由 63.49%［22］提高到 98.62%。［23］教师的学历层

次逐渐上移，为我国实现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

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转变

作出了积极贡献。而“教育家型教师”目标的提出

则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期待，

不仅体现了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也

标志着我国教师发展范式与价值导向的转变。

（四）推进教师教育学科体系规范化发展

党的教师教育政策重视教师教育学科的整体

规划，基于教师教育的特殊性开展专业建设行动，

推进师范类与非师范类学校教师教育学科体系高

质量发展，以保障教师培养质量。一是设立二级

学科，增设学历培养授权点。建立健全教师教育

本专科和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体系，鼓励高校

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教师教育学”二级

学科，对师范院校教育类研究生授权点给予政策

倾斜。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教

师教育学科正式起步，促进了高等学校教师教育

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二是严控培养质量，推

进专业认证及制定考核办法。教育部于 2016年开

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并将研制师范类专

业认证标准及认证办法作为教育部 2017年工作要

点。2017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形成定位于师范类专业

办学基本要求、教学质量合格标准、教学质量卓越

标准的三级检测认证体系［24］，促进高等师范类专

业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2020年教育部印发《教

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

格改革实施方案》推进免试认定改革，考核合格的

颁发《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作为资格认定依

据［25］，其中增加了对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

学业成绩及思想品德、教育实践的过程性等考核，

并将国考标准及内容融入教师教育学科课程建设

中，强化人才培养单位的评价功能和主体责任，严

控教师培养质量。三是强化课程体系，高度重视

师范生教育实践。师范生教育实践是教师培养的

重要环节，也是教师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体现，对

此党的政策予以高度关注。针对近年来师范生教

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式单一、指导性不强、重理论、

轻实践等薄弱环节，2016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师

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中强调教育实践在教师培

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教育实践的目标任

务，要求构建包括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

实践、教研实践等全方位的教育实践内容体系［26］，
建设长期稳定的教育实习基地，强化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训练。

（五）不断提高教师职业社会与经济地位

党的教师教育政策延续了我国千年的尊师重

道优秀传统价值观念，肯定教师职业的社会贡献，

确保教师薪资收入，促使教师乐于从教、安心施

教。一是提升教师职业声望。教师职业声望是教

师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党的教师教育政策自

1954年提出“学生中应提倡尊师，在人民群众中应

宣传教师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以提高教师

的社会地位，提高教师为人民服务的热忱”［27］，便
开始不断强调提升教师职业的社会声望，倡导全

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提出“质量从

尊师来”［28］，加大教师表彰力度，开展尊师活动，

“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29］。二是保障

教师基本权利。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是我国保障教师合法权利的主

要依据，赋予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指导评定学生成

绩、参与参加学术活动和研修培训、按时获得薪

资、享受国家规定福利、参与学校决策等多项民主

权利，保障教师在教学实施、专业发展和治学决策

中的基本权利。三是提高教师薪资待遇。《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工资、津贴、住房、

医疗、退休待遇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教师职业薪

资待遇提供了基本保障。党的教师教育政策持续

关注教师群体的薪资待遇，在多个政策文献中明

确以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作为教师薪资参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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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30］，不断完善编制管

理办法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在确保落实国家规

定的教师工资基础上，多次提出加大经费投入提

高教师（尤其是“特岗教师”、农村及边远地区教

师）工资水平。党的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职业的

价值和地位进行了充分肯定，营造了尊师重教的

社会氛围，教师权利得以保障，切实提高和改善了

教师职业的社会声望与经济地位，使教师职业地

位不断提升。

三、中国共产党教师教育政策发展愿景

（一）体现鲜明价值取向

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基

于一定的教师教育观念对教师教育发展做出的价

值判断和价值倾向，教师教育政策作为党对我国

教师教育事业发展领导的主要内容载体，其中必

然蕴含一定价值取向，为未来教师教育发展规划

方向。一是以人为本，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新时代我国所强调的“立德树人”是指立社会主义

之德，树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1］教师

教育政策需强化教师教书育人职责，使其牢固树

立立德树人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二是以文化人，植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等

优良传统。构建立足于国情、根植于文化、内化于

人心的教师教育本土方案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

现实基础。［32］传统文化有力地巩固了教师的社会

地位，使教师群体充满自豪感和责任感，对师德师

风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教师教育政策应体现以

文化人的基本文化立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

根基，探索师德师风养成教育的长效机制，全面提

升教师队伍道德修养。三是强化责任意识，体现

大国良师责任担当。教师本身对学生具有言传身

教、榜样示范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

师教育政策应着重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

“为谁培养人”的使命感，使其履行培养合格社会

主义接班人的光荣使命，为国家培养具有强烈责

任意识的大国良师。

（二）不断强化人文关怀

有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教师职业倦怠现象较

为严重，心理健康状况欠佳，对工作的满意度偏

低。［33］为此，教师教育应基于人文关怀对教师队伍

建设的正向影响，强化对教师个体的人文关怀，缓

解教师职业倦怠，改善教师职业生活质量。一是

遵循教师发展规律。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研究

早已有之，但对教师发展规律的关注却一直不多，

这导致教师一系列的问题产生，如难以适应从学

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专业知识和智慧发展步入

“瓶颈期”、专业角色趋于模糊甚至丧失等。教师

教育需要遵循教师发展规律，为处于各发展阶段

的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首先，加强对师范院校

毕业生的择业指导，并关注新手教师的身心状况，

帮助新手教师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其次，完善资源

共享机制，满足教师对各种资源和信息的需要；最

后，建立健全教师在职培训机制，针对教师的不同

需要设计培训项目，以给予教师及时的支持和帮

助。二是提升教师成就感。成就感即对所做的事

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成就感的提升对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有极强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政府与

学校应共同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文化

氛围；媒体应充分发挥正向引导作用，积极报道优

秀教师事迹，弘扬正能量；对道德高尚、教学能力

突出、科研素养高、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教师，应

给予大力表彰，通过职业荣誉感的养成促进教师

成就感的提升。三是尊重教师个性发展。在教师

教育的百年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为追求规模迅速发

展而注重教师教育政策效率倾向，更加重视群体

教师宏观层面的整体发展，对微观层面的教师个

体发展有所弱化。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政策应在保

证效率、公平、服务的价值取向前提下，重新审视

政策工具的工具理性，关注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的

主体意识，尊重教师的个体差异，给予教师作为独

立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

（三）持续重视专业发展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教育的核心任务，

“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34］更是我国“十四

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内容。未

来教师教育必然需要持续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塑造让党和人民满意

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大国良师。一是提升教师综合

素质。教师专业发展不仅包括学科知识、教学技

能的发展，还涵盖教师道德、思想政治和情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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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35］，教师思想政治和道德水平亦是教师队伍素

质的重要体现，教师教育政策应注重教师专业发

展维度的整合，将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作为养成重

点，以形成专业扎实素质全面的教师队伍。二是

强化教师科研能力。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性教师队伍要求［36］，创新能力成为教师发展

重要方向。未来教师教育应着重培养各级各类教

师创新意识与研究能力，继续实施“国培计划”和

继续加强“名师领航工程基地”建设，鼓励教师开

展教学学术研究，扎实推进学科教学课题研究工

作，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在课程目标指引下以研助

教，改善自身教育教学，促进专业发展。三是关注

教师终身学习。终身学习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习范

式，已经成为欧盟教师教育改革的主导理念。［37］终
身学习关乎教师的职业生存，在当前学习化社会

背景下教师的终身学习是保持教师队伍高素质健

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要树立教师终身学习理念，加

速完善教师教育一体化建设，科学创新教师教育

模式，构建完善教师终身学习体系，为教师专业发

展持续提供内生动力，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

自主发展，加快终身学习法的起草工作，为教师终

身学习提供外部法律依据。教师教育政策应继续

着眼于提升我国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着重培养教

师创新能力，构建教师终身学习制度，持续重视教

师专业化发展，向我国新时代强师建设之路不断

迈进。

（四）全面完善制度体系

在党的教师教育政策百年历程中，我国教师

教育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日趋完善的伟大转

变，但基于对历史考察与深化教师教育发展的需

求，我国教师教育制度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亟待改

进。一是健全教师教育法律法规。“教师的权利必

须有其法律依据，法律依据的论证有助于体现其

合法性”［38］，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现代化育人目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继续细化并深入推进教师培养、

培训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维护教师基本权益，增强

教师教育系统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教师职业吸

引力，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二是完善教师教育保

障机制。完善教师教育过程各个阶段经费保障机

制、质量保障机制、平台基地保障机制以及教师群

体的编制职称管理机制、意见反馈机制、待遇保障

机制，促进教师教育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三

是加强教师教育政策执行与监管体系建设。集中

资源培育从事教师教育的专业研究机构，支持专

门针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开展重点研究，

出产高水平学术成果，为党的教师教育重大决策

提供支持。优化教师教育政策决策过程，增强政

策话语的描述性与针对性，健全各部门统筹协调、

督促检测、考核问责的工作机制，以信息化全面推

动教师教育监管，提高各类教师教育政策执行力

与实施成效，确保各项政策高效落实。通过健全

法制、完善保障、强化执行，有效应对教师教育过

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进一步促进我国教

师教育制度体系良性运转。

（五）加强信息化保障

教育信息化发展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

略任务，信息素养已然成为 21世纪人才的必备素

养。培养能够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学生，必然需要

一批具有信息素养的教师。一是树立鲜明的“互

联网+”教师教育意识。“互联网+”的本质是互联网

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这种

科技革新正在深刻引发传统教育样态变革，也对

教师角色与教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席卷全

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互联网线上授课形式

与技术更是逐渐日常化和成熟化。为适应个性化

教育的发展趋势，教师需要转变观念，从知识的传

授者转变为思想的引领者、课程的重构者、团队的

链接者、实践的组织者和学习的辅助者。要对教

师进行积极指导与正确引领，帮助教师适应新的

教育样态，实现与时俱进。二是加大教师教育信

息技术投入力度，建设服务于教师教学、管理、专

业发展的一体化智能教师教育平台，建立可共享

的教师教育资源数据库，加紧解决欠发达地区教

育信息化硬件设施薄弱的问题，提供技术保障，为

农村及边远地区教师提供更优质的资源与服务。

三是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推进教师应用能力培训。

以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能力为导向，加强教师信

息化应用培训的针对性；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

采用信息化工具组织教学，促进教师掌握并适应

数字化教学。信息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产

生深远影响，信息化发展已经是世界发展的重要

趋势之一，未来教师教育需持续关注信息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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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增加教师信息素养专项

培训项目，逐渐推进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跨学科

与交叉学科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完善教

师信息素养评价标准及检测体系，推动教师主动

适应信息化社会教育教学与专业发展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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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rea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LI Guang, LI Xinto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as well as the his‐

tory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including extraordinary exploration in deep national disasters、difficult construc‐

tion of all industries waiting to be flourished、highlight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leading innovation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y have ensured th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education system, formed the advantages

of a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ivated a large-scale team of outstanding

teachers, promoted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system，and con‐

tinuously improved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eachers.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eacher education policies will reflect a more distinct value

orientation, continue to strengthen humanistic care, constant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guarantee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course of history; great

achievement;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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