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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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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师范大学教育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基

于学科视角与方法论视角的概念界定方式，“师范大学教育力”在广义上可以界定为: 师范大学所具有的“教育

力”，即师范大学在文化、制度、资源、科研、教学与课程等方面所形成的对学生的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
协同力与整合力。根据师范大学的本体属性，“师范大学教育力”在狭义上可以界定为: 师范大学所具有的“教

师教育”的“力”，即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引领力、制度保障力、资源提供力、专业投入力与

人才培养力。“师范大学教育力”概念的提出是对“教育力”研究的理论深化和对教师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可

进一步厘清新时代师范大学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

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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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Educational Force of Normal University and Suppor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LIU Yi-chun，LI Guang，GAO Hang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 Increasing the“educational force of normal universities”is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normal universities＇ educa-
tional development made by the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concept defini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and methodology，the“educational force of normal universities”，can be
defined broadly as the“educational force”possessed by normal universities，which includes the influence，inspiration，at-
traction，synergy and integration of normal universities on students in the aspect of culture，system，resources，scientific re-
search，teaching and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phenomenal attribute of normal universities，the“educational force of normal
universities”can be identified in a narrow sense as the“force”of“teacher education”possessed by normal universities，
which includes the cultural leading force，system guarantee force，resource providing force，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nd tal-
ent cultivation force in the teacher education． The proposition and study of the concept of“educational force of normal uni-
versities”is a theoretical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The
purpose i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unique status and value of normal universities in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exampl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ormal University，educational force，force of teacher educa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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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是新时代中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师范大学教育发展提出的更高要

求，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师范大学教育改

革的价值诉求，是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理论研究突破

与创新的逻辑追求。“师范大学教育力”概念的提

出，是对 “教育力”研究的理论深化和对教师教

育实践的深刻反思。目的是进一步厘清新时代师范

大学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建构

“师范大学教育力”的核心内容维度、扩大 “师范

大学教育力”的射程范围、明确 “师范大学教育

力”的提升路径，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

理论指导与实践引领。

一、问题提出

( 一) 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

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

步交织、相互激荡。”总书记的这一重要判断，是

在洞察全球演变总趋势的基础上，把握今日中国的

历史方位，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大变局

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

义。［1］纵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大发展与大

变革，最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中国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 “改革开放”“一带一

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创新与伟大成就为

国际新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百年

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范大学

应以“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高站位、大视角

审视自身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生活、大数据、边缘计算、人

脸识别、5G 等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定位自身

的责任与使命。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应是师范

大学勇于“破局”、积极“入局”、主动“立局”的

必然之选，是师范大学抓住“大变局”这个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全面融入世界发展、深度参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自觉之为。
( 二) 着力破解我国教师教育发展难题

2018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指出: “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建

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

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2］这一文件颁布后的 2019
年 10 月 20 日，南京大学宣布成立“陶行知教师教

育学院”，该学院的首批研究生将在 2020 年秋季入

学。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任友群司长指出，师范院校

是办教师教育的主体，要确保师范院校愿意办教师

教育、办更多教师教育、能办好教师教育。另外，

从国际范围来看，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

是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目前，中国最好的几

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毕业生进入

到国内顶尖高中任教。［3］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从

国家教育制度设计层面，还是从教师教育实践主体

层面，并且无论是从中小学校聘任选择教师层面，

还是从教师资格证书获取途径层面来看，教师教育

已非师范大学的专利，且这种趋势已经愈加鲜明。
因此，提升 “师范大学教育力”既是破解我国教

师教育面临诸多难题的长远之见与关键之举，也是

师范大学体现自身教师教育独特价值的亟需之策与

有效之措。
( 三) 进一步突出师范大学办学特色

加快高等教育的深度变革、实现高等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大学能否在前所未有的

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大学的办学特色。师范大学因师而立、缘师而

兴、依师而荣，教师教育作为师范大学的立校之

基、特色之源，是师范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与前

提，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本质所在。《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到，要培养高素质教师

队伍，健全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

参与、优质中小学 ( 幼儿园) 为实践基地的开放、
协同、联动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4］高水平非

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并成为一支重要生力军，将

在一定程度上给师范院校的发展带来冲击与挑战。
因此彰显师范大学的独特地位，秉承教师教育的办

学特色，唯有提升 “师范大学教育力”。师范大学

应充分发挥自身教师教育优势，通过统整提升长期

积累的教师教育经验，促进师范生综合素养不断提

高，持续向中小学输送高质量专业化的师资; 充分

利用校内外优质教师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教师教育

师资队伍，为基础教育教师提供切实有效的培训内

容，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通过与基础教育

学校密切合作、有效衔接，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

融合，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引领基础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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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提升 “师范大学教育力”是彰显师范大

学办学特色的关键所在，是展现师范大学在教师教

育领域独特地位与独有价值的不二之选。

二、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的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 “原料”
与发生前提。概念界定是人类进行科学认识与理论

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对概念的内涵挖掘与外延拓

展是研究者形成思想与建构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关

于“师范大学教育力”的研究也必须从全面、深

刻、专业而多元地把握概念开始。由于东西方文化

背景、学术视角、研究价值取向与方法论的不同，

对“教育力”“教师教育力”以及 “师范大学教育

力”等概念的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恰恰

为我们的后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方式和创新发

展的动力源泉。
( 一) 师范大学教育力概念界定的一般视角

学者叶澜在阐释 “社会教育力”这一概念时

指出，“社会教育力”作为一个词组，由三个独立

的词构成: 社会、教育、力。若将其组合，至少可

有三种: 社会的教育的力、社会教育的力、社会的

教育力。三种组合中的 “力”，可作 “能力”解，

也可作“力量”解。我们选择 “社会的教育力量”
解，它接近于 “社会的教育的力”的表达，只是

让“教育力”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结的词组、概

念。［5］“社会教育力”概念的阐释在方法论上给我

们以启示: 一是建构概念的层级及其关系，二是定

位关键词与逻辑路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关 “教

育力”的论述，是对教育属性的判断与内涵的规

定。龙宝新在阐述 “教师教育力”时指出，所谓

教师教育力，就是一所教师教育大学所能为社会提

供的优质教师教育资源的能量、实力与潜质，是其

基于已有的生源层级、学科结构、专业类型、师资

水平、培养体系、资源状况等为未来教师提供优质

教师专业发展服务的可能性大小。［6］这是一种典型

的通过外延归纳进行概念内涵描述的方法。有学者

在界定 “国家软实力”概念时指出，准确把握国

家软实力概念，应该对 “力”“权力”等概念作出

分析。在物理学中，力表现为物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软实力概念中的 “力”也表现为一种相互作

用。在政治学中，权力意味着一种让人服从的可能

性，亦即施加影响或发挥作用的可能性。［7］研究者

对“国家软实力”这一概念界定时所采用的学科

视角，为我们研究 “教育力”概念提供了重要启

示。综上分析，我们在界定 “教育力”这一概念

时，至少应明确两个基本视角，即学科 － 内容视角

和方法论 － 形式视角。基于这两个视角对 “教育

力”概念的界定与理解，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立体、
多元、丰富的阐释 “教育力”概念的思维方式与

话语体系。
( 二) 师范大学教育力的基本内涵

“师范大学教育力”这一概念由三个词构成，

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对 “力”的理解。基于

学科的视角，我们至少可以从物理学、心理学和政

治学三个学科视角对 “师范大学教育力”进行解

读。从物理学视角来看，“师范大学教育力”中的

“力”可以解读为 “力量 ( force 或 strength) ”。物

理学中的 “力”是力学领域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

一，指的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使物体获得加

速度或形变的外因。大小、方向和作用点是力的基

本三要素，而 “师范大学教育力”同样具有物质

性、相互性、矢量性、同时性和独立性等。从心理

学视角看，“师范大学教育力”中的 “力”可以解

读为“能力 ( ability 或 capability ) ”。心理学中的

“能力”是个性心理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指

个体能够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个性心理特

征，具有个体差异性、年龄阶段性和类型多样性等

特征，而 “师范大学教育力”同样具有独特性、
多样性和发展性等。从政治学视角看，“师范大学

教育力”中的“力”可以解读为 “权力 ( power 或

influence) ”。在政治学中，权力意味着一种让人服

从的可 能 性，亦 即 施 加 影 响 或 发 挥 作 用 的 可 能

性。［7］权力是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影响力，是一些

主体对另一些主体所能够产生的预期影响及结果。
或者说，“权力”是作为 “影响力的度量尺度”的

结果表现，也代表主体掌控资源多寡的程度。从政

治学角度看，“师范大学教育力”同样具有社会

性、主体间性、强制性等。以上是从学科视角对

“师范大学教育力”的解读。那么，从方法论角度

看，对“师范大学教育力”概念的界定应考虑概

念中所包含的 “词语”的关系建构、主要特征描

述和外延归纳，必要时还可以采用排他性 “否定列

举”等思维方式。基于以上两种概念界定的思维方

式，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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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教育力”从广义上界定为: 师范大学所

具有的“教育力”，即师范大学在文化、制度、资

源、科研、教学与课程等方面所形成的对学生的影

响力、感召力、吸引力、协同力与整合力。根据师

范大学的本体属性，我们也可以把“师范大学教育

力”从狭义上界定为: 师范大学所具有的 “教师

教育力”，即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中所表现出的文

化引领力、制度保障力、资源提供力、专业投入力

与人才培养力。

三、战略举措

力的效应取决于力的方向、大小和作用点，这

三者称为力的三要素。“师范大学教育力”的提升

也可以围绕这三要素进行思考、设计与实施。因

此，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首先要明确 “力”
的方向，其次要放大 “力”的射程，第三要找准

“力”的作用点。提升 “师范大学教育力”的最终

目的同样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教育家

型卓越教师。其作用机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师范大学教育力”作用机制模型

( 一) 明确“力”的方向

力作为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方向

是根本，是前提。教育力的方向反映的是教育者、
教育机构在主观上期望达成的教育愿景。它贯穿于

办学治校的全过程，影响着学校的发展轨迹与路向。
1.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

把握教育力的正确方向，积极承担国家责任与

历史使命是师范大学的 “根”之所在。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 “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

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为 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服

务。”［8］这要求我们要从国内外均发生重大变化的宏

观背景下，全面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

位。师范大学在办学治校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国家、
区域发展的需求，将学校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结

在一起。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其内涵是教师教

育首先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若干学科要达到国内

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具有研究型、综合性、国际化

的显著特征，在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展现师范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独特

地位和价值。扎根中国大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世界一流师范大学、培养具有中国情怀的大国良师，

为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提供根本方向保障。
2. 突出师范特色，优先发展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是师范大学最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最突

出的办学优势。优先发展教师教育，坚持教师教育

的办学特色，为党和国家培养 “四有”好老师，

是师范大学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与战略选择，也是

相较于非师范类高校开展教师教育的独特优势。在

推进教师教育优先发展的进程中，教师教育学科建

设是主攻点，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关键支撑，是师范

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性与根本性任务。师范大学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教师教育学科发展的质量关乎师

范大学的“生死存亡”，必须不遗余力的倾心于教

师教育学科建设。教师教育者是教师教育学科建设

的最重要主体性要素，是优先发展教师教育的必争

战略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体现，是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学科建设质量提升的最大可变量。很多研究表明，

教师教育者身份的认同是成为教师教育者的核心过

程。自我支持和组织支持可促进教师教育者身份认

同并促进他们的身份发展。［9］传承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历史文化传统、突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科优先

发展地位、重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者队伍建设，为

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提供基本方向保障。
3. 培养卓越教师，引领基础教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提出: “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0］因此，师范大学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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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家国情

怀的新时代卓越教师和未来教育家作为一流师范大

学建设的根本任务与价值归宿。同时，师范大学应

坚定不移的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以基础教

育的学生培养要求和师资建设需要作为教师教育的

逻辑起点。其次，要研究基础教育，以基础教育现

实问题作为教师教育的研究对象。将教师教育研究

过程与基础教育发展融为一体，将教师教育研究成

果及时应用反哺于基础教育实践。第三，要服务基

础教育，以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为目标追求，为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价值引领。培养卓

越教师，引领基础教育发展，为提升“师范大学教

育力”提供重要方向保障。
( 二) 放大“力”的射程

射程在物理学中是从入射点到终止点的连线在

其初始入射方向上的投影长度，是物体受到力的作

用在水平方向上运动的最远距离。［11］教育力的射程

即教育者、教育机构所施加影响和作用的范围与大

小。放大教育力的射程，一方面要持续 “扩宽”，

增加其容纳范围; 另一方面要不断 “加深”，深化

其教育影响。［12］教师教育如何进行改革，在什么基

础上能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一是从结果入手，二

是从源头入手，三是在真实的学校情境中开展教

育、培训，四是改进教师教育实践。［13］因此，推进

“职前职后”一体化、“幼小初高大”一体化、“师

范大学 － 地方政府 － 中小学校”一体化是教师教育

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是提升 “师范大学教育力”
的有效路径。

1. 推进 “职前职后”一体化，实现教师教育

职业阶段融合

师范大学最初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教师的职前培

养，是阶段性的、短暂的、封闭的。“师范教育”
被“教师教育”所替代，词语变化的背后是理念

认识的转变，也是功能的转化。教师教育蕴含着终

身教育的思想，是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

后培训的统整。师范大学不仅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

使命，完成对师范生的职前培养，还要充分发挥校

内外各种优势资源在新教师入职教育和在职教师职

后培训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

整体性、系统性和一贯性。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职

前职后”一体化，是 “师范大学教育力”射程不

断扩宽的表现。

2. 推进“幼小初高大”一体化，实现教师教

育学段融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提出: “人才培养机制改革要树立系统

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14］

“幼小初高大”是教育体系中 “人为性”的学段划

分，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体现 “幼小初高大”
一体化的 “为人性”宗旨。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

人才培养中应着眼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 5 个学段的整体进行目标定位与制度设计。在

横向上实现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与增

值，在纵向上追求 “幼小初高大”各阶段教师专

业发展的相融与相通。“幼小初高大”一体化教师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应以培养卓越教师、教育家型

教师、提高服务基础教育质量为目标，通过一体化

模式建构，实现 “幼小初高大”各学段教师共同

发展。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幼小初高大”一体化，

是“师范大学教育力”射程不断延伸的表现。
3. 推进 “师范大学 － 地方政府 － 中小学校”

一体化，实现教师教育主体融合

教师教育不是大学的一揽子工程，卓越教师的

培养也不是一所大学能够独立完成的。它需要社

会、大学、政府和中小学等多方参与、共担责任，

形成多主体、多因素合力协作的局面。［15］师范大学

在研究基础教育和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过程中，要积

极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广大中小学建立起互助

共赢的合作关系与合作方式，促进地方政府和中小

学校转变角色，成为师范生培养的主体。实现师范

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在教师教育上的目标一

致、责任共担、协同创新、共同发展，打破师范大

学封闭的办学模式，增强地方政府和中小学校教师

教育的主体责任意识，使三方共同成为教师教育的

主体。“师范大学 － 地方政府 － 中小学校”一体

化，是“师范大学教育力”射程不断增容的表现。
( 三) 找准“力”的作用点

力施加在物体上的具体位置被称为作用点。将

力置于教师教育场域内，作用点即为师范大学教育

影响与作用发挥的着力点或突破点。找准教育力的

作用点，是师范大学教育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
1. 点燃教育情怀，增加教师幸福感

教育情怀作为教师内心执念于教书育人的精神

叙事，是教师执念追求教育的生命意义和坚守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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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支撑。［16］它能使从教者超越

一个普通职业者的工作性向，指向不断建构自我人

格力量和专业精神追求的 “意义世界”。师范大学

的教育影响应指向学生的内心深处，培养学生坚定

的教师职业信念。教育的本真在于使人幸福，教师

职业的幸福感有利于教师教育情怀的长久维持。教

师作为学校教育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教师的幸福不

仅仅是教师的个人需求，也是关涉教育价值实现的

重要问题。拥有幸福体验的教师能够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入教学、激发学生潜能、参与学校管理、贡

献个人智慧，将个人的成长与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

起来。此外，一些研究结果 ( 尤其是积极心理学领

域的研究) 表明，高水平的幸福感与提高教师专业

表现密切有关。［17］教师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之

间存在 正 相 关 关 系，相 应 的 课 堂 管 理 水 平 也 较

高。［18］因此，观照教师幸福问题对于教育力的发挥

同样重要。提升“师范大学教育力”，应找准 “点

燃教育情怀”的“燃点”和“增加教师幸福感”的

“触点”。
2. 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课程资源

学生是学校的核心要素，教师的教学模式应以

“学生为中心”不断创新与调试。无论采用什么样

的教学模式，教师都应以了解学生、尊重学生为前

提。针对不同的学习场合，不同类型、不同能力水

平学生的学习表现，灵活进行教学设计，因材施

教，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课程资源是学生的精神

食粮，任何教学模式要想取得应有的教学效果，都

有赖于课程资源的质量。一方面，伴随社会的高速

发展，新技术、新思想、新成果不断涌现; 另一方

面，基础教育深度变革为教师教育带来了严峻挑

战。一些研究认为，需要系统分析来制定更普遍、
适合的教师教育制度以满足教师教育的发展，尤其

是要优化教师教育课程，创新教师教育模式，加强

教师教育的实践性、开放性、包容性。［13］这一切都

要求师范大学及时吐故纳新，积极优化课程资源，

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师范大学教育的要求。提升 “师

范大学教育力”，客观上要求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

模式，优化课程资源。
3. 促进自主学习，实现终身发展

自主学习的实现离不开明确的目标、认知方

式、学习责任以及合作分享，教师的管理与支持在

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学校和教师如何促进学

生的自 主 学 习，形 成 终 身 学 习 能 力 具 有 重 要 意

义。［19］自主学习与被动学习相对，是体现学习者自

我调节能力的学习。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由四个维

度来概念化: 学习动机、目标设定、行动控制和学

习策略。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动机、目

标设定、行动控制和学习策略对他们的学习成绩起

着重要作用。［20］另外一些研究还发现，家庭作业和

早期养成的学习习惯，是形成有效自主学习的重要

基础。在高中的头两年，教师被认为是学生自主学

习策略养成的最常见且最重要的形成因素。［21］师范

大学的教育效应具有放大性和增值性，以什么样的

方式教育学生，学生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进而影响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因此，师范大学的

教育应该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方式的形成为目的，

进而改变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为培养具有终身学

习能力的一代代新人做出师范大学的贡献。提升

“师范大学教育力”，其作用点应聚焦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与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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