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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变迁历程、
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

李 广，李欣桐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探索新中国师范教育体系

建设的发轫阶段 ( 1949—1977)、提升师范教育重要战略位置的调整阶段 ( 1978—1997)、构建

开放的现代化教师教育范式的转型阶段 ( 1998—2008) 以及全面推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均衡发展

的强化阶段 ( 2009—2019)。其演进逻辑表现为政策主体由管理走向治理，政策目标由效率走

向公平，政策理念由规约走向服务。目前，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呈现出以师德师风养成为价

值先导，创新教师教育培养路径，保障教师队伍均衡发展，健全教师教育制度体系，推进

教师教育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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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下位概念，是指国家机关、政党及政治团体在特定历

史时期，为实现教师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以及解决教师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依

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以及教育基本政策而制定的关于教

师培养、教师入职教育、教师培训等发展的行动准则，①体现了治理主体对教师教育事

业发展的国家意志与价值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师教育整体经历了自初建到不断

完善的发展过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卓著 的 成 效，并 且 在 国 家 总 体 政 策 的 指 导 下，

在推动教师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本文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师教

育政策发展的变迁历程，梳理其演进逻辑，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构建中国特

色教师教育体系、深化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新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变迁历程

( 一) 发轫阶段: 探索新中国师范教育体系建设 ( 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尽快对旧中国师范教育体系做出调整，本

阶段政策多以草案形式集中出现，核心任务为集中力量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快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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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建立新中国师范教育体系。1950 年，教育部发布 《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的报告》，首次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提出要集中力量开办师资训练班、试办工农中学。

1950 年，教育部第五次部务会议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教师教育政策文件 《关

于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的决定》; 同年 5 月颁布的 《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明晰了更名

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在基本任务、教学原则、学生培养、教学组织及行政组织五大方面

的标准和要求，①新 中 国 师 范 学 校 的 雏 形 初 现。1952 年， 《关 于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的 规 定

( 草案) 》与 《师范学校暂行规程 ( 草案) 》相继颁布，确立了包括四年制本科、二

年制专修科、二年制师范专修科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与学制三年的独立定向 ( 中等)

师范学校体系。1963 年，教育部接连发布 《关于颁发高等师范学校教学计划 ( 草案)

的通知》《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草案 ( 征求意见稿) 》，拟定了高等、中等师

范教育中语文、数学等十几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 ( 草案) 。② 以上政策文件建构

了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基本体系和基本框架内容。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也意识到新中国当时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为迅速且有效

地训练大批师资，教育部、政务院于 1952—1954 年先后颁布了 《关于大量短期培养初

等及中等教育师资的决定》《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中等学校

师资短训教学计划 ( 草案) 》及相关说明，提出该阶段以扩充现有学校为主、筹备新

校为辅，明确了补偿型速成培训与常规型师 范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培 养 方 式，以 满 足 初 等、

中等、高等师资的迫切需求。

( 二) 调整阶段: 提升师范教育的重要战略位置 ( 1978—1997)

文革期间的教师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拨乱反正”工作结束后，教师教育政策

立即进入调整阶段，该阶段任务为恢复教师教育正常秩序，开始重视师范教育并将其

提升至重要战略位置。1978 年，教育部发布 《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深

刻反思了十年浩劫对教师教育工作推进的严重阻碍，为尽快恢复教育领域各项事业的

正常发展秩序，达成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道德科学文化水平”的战略任务，决定 “必

须用很大的力量建设中小学教师队伍”，加快补充教育所需新师资，各省、市、自治区

统筹规划办好现有师范大学与中师学校，并有计划地新建若干师范大学 ( 师范学院) ，

扩大招生，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大力发展和办好师范教育。③ 1980 年，第四次全

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再次肯定了师范教育在教育事业中 “工作母机”的重要地位，提

出师范教育先行，号召重视师范教育，提高师范教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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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教育部接连颁布 《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接受

进修教师工作暂行办法》《关于加强高等师范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大力办

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政策文件，切实将师范教育提到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上，加

快各级各类师范学校标准化建设速度，明确各级师范学校的培养任务，推动在职教师

培训体系的完善，逐步实行分级管理领导体制。1990 年，《加速师范院校标准化建设培

养合格的中小学教师》提出，要 “优先发展师范教育”。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了各级师范教育的

培养、培训与考核管 理 工 作，加 强 了 对 教 师 合 法 权 益 的 保 障。同 年 2 月，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印发了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来教育工作取

得的成绩，指明了今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方针，强调 “建设一支具

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

计”，要大力改善教师工作、培训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 三) 转型阶段: 构建开放的现代化教师教育范式 ( 1998—2008)

1998 年教育部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关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 年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 ( 试行) 》、2002 年 《教育部关于 “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正式拉开了中国课程改革的序幕。新思想、新理念的碰撞与

迭代加速了教师教育的话语转型、体系转型与观念转型，也标志着中国教师教育步入

了改革转型的历史阶段。该阶段任务为构建开放的现代化教师教育范式，提高教师培

养质量，以满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

2001 年，国务院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 首次

在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中使用 “教师教育”这一概念，取代了原有的 “师范教育”，大大

扩充了其原本内涵，实现了话语转型。1999 年，教育部印发 《关于师范学校布局结构

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以 师 范 学 校 为 主 体、其 他 高 等 学 校 共 同 参 与 的 多 元 化 培 养 方

案，鼓励综合性大学和其他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开办教育院系或开设获教师资格所需课

程，①突破了原有的封闭式教师教育体制，师范生不再是师范学校的专属，师范生培养

权向综合性大学开放。2002 年，教育部 《关于 “十一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意见》提出，要继续推进教师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高效重组教师教育资源，进一

步实现了教师教育体系开放转型。2001 年， 《决定》提出转变教育观念，强调教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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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德才兼备，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缺一不可。2003 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

办委员会 《关于开展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为高等学校在职教

师学历层次提升开辟途径，以提升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素质，教师教育逐渐从数量规模

扩充向质量素养提升转变，实现了教师教育观念转型。

( 四) 强化阶段: 全面推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均衡发展 ( 2009—2019)

转型阶段后，中国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且逐渐开放的教师教育发展体系。为了应对

社会主义进程中新的主要矛盾与社会需求，教师教育逐渐步入强化阶段。在这一阶段，

教师教育政策发布频率明显提高，以促进教师教育资源均衡化、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为核心任务。

2009 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 《关于继续组织实施 “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在原有的实际成效与经验基础上继续

实施 “特岗计划”。2010 年起全面实施的 “国培计划——— ‘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

项目’”是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2012 年，教育部相继印发

《关于完善和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意见》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在原有的免费师范生政策实施的基础上，采取提前招生、公费培养、定向就业等办法，

吸引优秀学生攻读师范专业，①进一步鼓励地方发展师范生免费教育。2015 年 6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 2015—2020 年) 》，明确提出要采取切实措施

加强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②促进教育公平。以上政策的出台

对鼓励优秀师资服务农村教育发展，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具有很

强的导向与现实意义。

为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整体能力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2009 年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拉开了由中央政府经费支持开

展教师培训工作的序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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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动 “国培计划”，并由 2011 年至今连续 9 年发布 “关于做好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国培计划”逐渐成为教育

部每年常规开展的重要活动。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 “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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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2018—2022 年) 〉的通

知》提出，“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①;

同年，教育部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提出，要以培养数以百万计

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为目标要求。②基于中

国教师教育的现实状况与发展反思，教师队伍质量受到空前重视，国家现已将建设高

质量教师队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提高教师质量需依靠教师专业化的实现，教

师教育政策成为刺激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动力，将引领中国教师教育全面迈向质量提

升的全新阶段。

二、新中国教师教育政策演进逻辑

( 一) 政策主体由管理走向治理

新中国伊始，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国家迅速建立教师教育管理体制，但同时也面临

行政体系重建、层级调整与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为打破原有教师教育管理体制

的封闭性与局限性，教师教育政策管理体制经历了由中央集权统一管理到多元共治权

责下移的演变过程。

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体多元协同。教师身兼受教育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除教师

相关职业能力建设外，教师的聘用、职称、工资待遇、社会保障等在一定程度上超出

教育部责任范围。教师教育的组织与有效开展涉及多个组织与集体，多元制定主体协

商与配合，构成了中国以教育部为主，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辅的教师教育政策协作架构。

管理方式为中央宏观领导与简政放权兼行。政府职能逐渐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间

接宏观管理，教育决策权随之逐渐下移，赋予了各级各类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培训机

构依法自主办学权力，各级政府充分发挥领导组织职能，各级各类部门积极履行职责，

积极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并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开办教师教育，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在

中央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 主、政 府 统 筹、社 会 参 与 的 开 放 性 教 师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 “共治”局面。

( 二) 政策目标由效率走向公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师范体系尚未建立，师范院校规模有限，各级学校师资普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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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为了应对旧中国遗留的教育严重落后问题，恢复学校教育功能，普及教育，扫除

文盲，迅速提升广大群众文化水平，解决庞大 的 师 资 缺 口 成 为 当 时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1951 年，《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报告》指出: “师范学院和师范专科学校

应争取多设专修科、速成班、轮训班，以实现提高和培养大量的中等学校师资的迫切

任务。”同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指出: “解决师

资问题是今后全部教育工作的关键……今后三五年内培养师资的工作应以短期训练为

重点，其目的就在于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和有效地训练出大批

初等 ( 包括儿童和成人的初等教育) 和中等教育的师资。”① 1977 年，《关于加强在职

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要 “尽快建立和健全省、地、县、社和学校的师资培训

网络”。早期的教师教育政策目标深刻体现出追求师资速成以扩大师资规模的效率倾

向。教师教育政策的效率倾向有效促使师范院校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师资数量，师资培

养规模成效显著，但由于顺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的

差距日渐凸显。

进入 21 世纪，中国加强了对农村及中西部地区教师教育的重视。2002 年，《关于

“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强调，要 “加大对西部地区教师教育的支持

力度”。2003 年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4 年教育部 《关

于启动新一 轮 民 族、贫 困 地 区 中 小 学 教 师 综 合 素 质 培 训 项 目 暨 新 课 程 师 资 培 训 计 划

( 2004—2008 年) 的通知》、2006 年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2007 年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

免费教育实施办法 ( 试行) 的通知》、2008 年教育部 《关于组织实施 2008 年暑期中西

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国家级远程培训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的发布，均体现出政策

目标逐渐聚焦于农村及偏远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均衡本身并

非最终目的，缩小差距并实现各领域和谐共生才是推行均衡的目的，②教师均衡发展的

目的在于实现教育公平。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目标由最初的效率优先逐步向均衡优质过

渡，并逐渐形成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道路。

( 三) 政策理念由规约走向服务

教师教育政策理念由国家教师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任务决定。新中国成立之初，

教师教育领域处于混沌朦胧状态，为保证教育各项事业正常运转，满足巨大的师资缺

口，使教育能够更好地服从经济建设总目标，迫切需要短时间内在宏观上构建起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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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教师教育体系，发挥政策的强制性与权威性管理效能，对整个教师教育领域进行

统一规划、组织、指挥与监督。因此，政策内容重在建立制度，制定标准，发布各类

方针、任务、章程、计划、办法，并需要长期进行调整与完善，致使教师教育政策的

规约理念突出。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①教师教育的对象是教师，一切教师教育都是为了

促进教师的发展; 同时，教师教育属于公共事业范畴，这一属性也决定了教师教育必

须服务于教师群体。伴随社会发展需求，在终身教育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

影响下，教师教育政策逐渐凸显服务意识，指向教师质量提升。例如，1999 年，教育

部开始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面向全体中小学教师，提高中小学教师的

整体素质; 2002 年，教育部 《关于 “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

“开创教师培养的新格局，提高新师资的学历层次”，“以教师专业化为导向，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②; 2018 年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新 时 代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的 意 见》提 出，要

“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把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作为师

资培养、培训的重点”③。可见，教师的主体性需求日益得到重视，政策体现出以人为

本的服务取向，尊重教师发展规律与发展需求，为教师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发展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教师教育政策的规约与服务取向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教师教育政策

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合理的管理制度与手段有助

于更有效率地服务于教师，而能够考虑教师切身利益并满足教师需求的服务取向政策

又有助于提高管理成效。

三、新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发展趋势

( 一) 以师德师风养成为价值先导

一是构建新时代师德师风养成教育本土方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师德师风养成

教育的精神根基。文化与教育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④构建立足于国情、根

植于文化、内化于人心的养成教育本土方案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基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核，是新时代师德师风养成的源泉与沃土，

以 “以德治国、以文化人”等为代表的治国修身思想和以 “为人师表” “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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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孝悌”“严谨治学”等为代表的传统师德文化，都是师德师风养成的客观来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着个人立身、人与他人、人与体的交互关系，皆可为构建

新时代师德师风养成教育本土方案提供价值导向与内容依据。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师德师风养成教育的实践规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

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教师教育成长的每一阶段，为教师行为提供有力的

价值准则，是师德师风养成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抓手。

三是探索新时代师德师风养成教育的长效机制。从师德内化、激发教师内生动力，

模范引领、加强优秀教师宣传力度，规范约束、完善教师奖惩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形

成内外联动的师德养成机制，增强教师道德 意 识，确 保 新 时 代 师 德 建 设 常 态 化 发 展，

全面提升教师队伍道德修养，有能力、有资格、有情怀地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 二) 创新教师教育培养路径

一是培养一体化。教师教育培养一体化是世界教师教育的变革趋势。受终身教育、

终身发展等思想影响，一次性职前养成的传统师范教育观念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

统合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的终身发展新视角。改善职前教师培养与职后教师培

训的时间联结、师范院校与培养机构的空间跨度，为教师提供更加连续、稳定、系统、

专业的发展空间。同时，教师教育培养一体化发展是优化农村师资的迫切需要。中国

城乡教育走过了从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城乡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的道路，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成为新时代教育主题。①未来需要把乡村教师问题、乡村教师教育问题的解

决纳入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和乡村振兴计划之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

城乡教师共同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二是育人协同化。实 施 “三 位 一 体”协 同 培 养 机 制。建 立 目 标 统 一、权 责 清 晰、

互惠共生的 “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 ( 幼儿园) ”的 “三位一体”协同教师教育培

养机制，有效解 决 教 师 教 育 过 程 中 师 范 生 实 习 成 效 低 等 制 约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瓶 颈 问

题。②统整教师教育优质资源，促进教师教育培养范式转变，在师范生由学生身份向教

师身份转换的关键时期，为教师培养搭建更为真实、开放、专业、便利的教师教育实

践平台。

三是平台信息化。信息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信息化发展已

经是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教师教育也应顺应时代潮流，搭建互联网教育信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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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现教师教育方式、内容变革。目前，中国已在教师教育信息化学习平台建设方

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教师可通过网络实现信息收集与处理，获取信息的途径与内容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平台与教师间信息单向传递的实

际问题。对此启动 “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通过云计算、虚拟现实、大数据、

5G 网络等为教师教育平台提供技术支持，为教师搭建免费、智能、移动、便捷的交互

式信息化管理系统和学习空间，可实现学习平台与教师间多元信息交流，以平台信息

化建设促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深化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同时，搭建信息化平台可有

效打破高等教育体系内接受教育的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与互联网的结合，在高等

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下共享优质资源，①可有效推动教师教育的公平发展。

四是优质化。首先，吸引优质人才，保障师范生源优质化。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优质

生源报考师范专业，采用综合评定的多元录取机制，从生源选拔上保证教师素质，从

源头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其次，深化教师培养改革，保障培养过程优质化。提高师

范院校本科教学质量，加强师 范 生 教 育 实 践，创 新 专 项 培 养 路 径，丰 富 研 究 生 梯 队。

最后，以卓越教师为目标，保障培养成果优质化。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部署，

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完备的学科教学知识和创新学术科

研能力的卓越教师。

( 三) 保障教师队伍均衡发展

一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农村

教育发展关键在于农村教师。首先，保障乡村教师物质条件。乡村教师获取的物质保

障是其保持人格独立并有秩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条件。对此，适当提高乡村教

师收入水平，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差异，完善乡村教师社会保

障体系，保证乡村教师能够过上有尊严、有质量、有品位的生活，树立城乡教师地位

平等的精神观念。其次，继续落实 “硕师计划”“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和

“免费师范生计划”等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最后，基于乡土文化与区域特色，制定乡村

本土化教师培训方案，努力造就一支热爱乡土、扎根乡村的优质教师队伍。

二是扩大师范生免费教育规模。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是新时期中国出台的促进教师

资源有效配置和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②当前中国部属师范大学依然是师范生公费

培养的主要阵地，但培养规模有限。为了缓解中西部及偏远地区师资相对紧缺的情况，

加速教育均衡、公平发展，适当扩大师范生公费教育招生，鼓励支持地方特别是中西

部地方院校结合实际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让各地区能够根据各自的紧缺师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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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调整招生方案，充实地区稳定师资储备，促进本地区小学师资队伍均衡健康发展。

三是补充特殊教育与薄弱学科教师。特殊教育教师是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教

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2018 年) ①调查数据显示，特殊教育学校与特殊学生

入学率不断上升，特殊教育教师仍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扩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规模，

构建相配套的特殊教师教育专业与培训，成为今后教师教育政策的趋势之一。也要注

意，均衡薄弱学科教师。非考试科目与非本专业教师授课是薄弱学科的主要成因。采

取薄弱学科教师培养政策倾斜，转变传统知识观，注重非智力因素培养，扩大薄弱学

科培养规模，提供相应学科教师培训与继续教育，加快非考试学科、薄弱学科如音乐、

美术、信息技术、综合实践、心理健康、书法、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等的教师培养计划

实施，合理完善教师学科结构，摆脱部分学校教师 “身兼数科”的师资困境。

四是优化教师学历结构。中国于 1998 年开始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教师学历培

养起步较晚，区域差异较大。为改善当前中西部地区教师学历结构，一应适当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与教育投入，适当扩大本科阶段公费师范生和硕士阶段教育硕

士的招生规模，完善公费师范生毕业返回生源地就职监管制度; 二应加强对中西部在

职小学教师学历提升的政策引导，鼓励学历较低的在职教师通过成人高考、远程继续

教育等方式获得本科学历; 三应在 “国培计划”等教师培养项目中增加对低学历教师

专业知识技能的补偿性辅导，通过扩招、继续教育以及在职培训三条途径提升教师学

历水平，缩小地区间教师学历差距，逐步推动教师资源均衡发展。

( 四) 健全教师教育制度体系

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教师教育治理体系隶属于教育治理体系。

在教育治理体系中，教育制度是根本，是决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②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立足于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教师教育治理体系，是深化教师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维

持教师教育平稳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与保障。

一是严守教师教育 “入口关”，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伴随着综合类大学参与

教师教育以及师 范 生 不 断 扩 招，由 于 没 有 专 业 的 认 证 标 准，师 范 大 学、师 范 专 业 的

“师范性”都不可避免地泛化。因此，师范类专业认证及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已经成

为教师教育开放化进程中严控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2017 年 10 月，教育部发布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提出要 “分级分类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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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未来师范类专业认证将在具体学科教师教育专业认

证标准研制以及外部质量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二是严把教师考核 “出口关”，改进教师资格证考核制度。坚持以专业化为核心的

教师资格证考核思路: 明确考核形式，教师资格证考核的笔试和面试环节着重对应教

师 “思”与 “讲”的能力考查; ① 深化考核内容，加深有关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和学科

专业基本知识、教师必备知识的考查，提升选择题的探查力度，增加需要通过复杂分

析才能得出答案的选择题，关注被试者对专业意识本体的理解和认同。②结合质化评估，

不仅要覆盖考核知识的广度，同时也要有主观题部分的程 度 层 级 的 划 分 和 评 分 细 则，

加大师德考核比重。实行资格证定期注册制度，严把教师的 “出口门槛”，提高教师资

格证质量。

三是严控教师专业 “发展关”，健全教师培训制度，推进教师入职见习培训标准研

制。2011 年，教育部颁布 《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 “对所

有新任教师进行岗前适应性培训，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培训时间不少

于 120 学时”③，为新任教师培训明确了方向，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性保障，但对新任

教师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没有明确规定。为避免评估方法和过程经验化，④需进一步

完善教师准入考核制度，研制可行的教师培训评估标准、方法和工具体系作为师范学

校、培训机构、用人单位、教师自身进行培训和自我测评的重要依据。

( 五) 推进教师教育法制建设

一是教师教育民主化。首先，教师公共权利民主化。《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落实教师知情 权、参 与 权、

表达权、监督权作出具体规范，对教师的民生 保 障 与 参 与 科 研 的 权 利 作 出 具 体 表 述。

教师身处的工作环境不仅是教学场域，同时也是重要的民主场域，给予教师权益保障，

维护教师作为社会群体的尊严和合法权益，使 教 师 职 业 成 为 令 人 羡 慕 的 职 业。其 次，

教师专业发展民主化。鼓励教师以解决教学问题、提升教学能力为目标，成立教师学

习共同体、实践共同体。教师拥有专业发展自主权，可根据自身关注点与发展需求选

择与自己更为契合的平台，在自由地进行分享、交流、协商与合作的过程中审视教学

实践，形成反思意识与批判思维。最后，教师也要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在享受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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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要及时 转 换 身 份，必 须 接 受 来 自 同 事、学 生、家 长、学 校、政 府 和 社 会 的 广 泛

监督。

二是教师教育 法 制 化。健 全 教 师 教 育 法 律 法 规 建 设。1986 年，全 国 人 大 制 定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 草案) 》; 1993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 1995 年，全国人大制定了教育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通过梳理

可发现，中国教育立法起 步 较 晚，改 革 开 放 前，中 国 教 师 教 育 政 策 多 以 各 类 “办 法”

为主，教育立法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导致相应的教师教育法制建设发展缓慢。虽然在

教育法制化的进程中认识到了教师教育培养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使其在各项教育法

律中有所体现，但时至今日，在国家立法层面依旧没有建立起专门针对提高教师质量

的教师教育相关法律。教师教育法制是教育民主的基本保障，通过教育相关法律的保

护与管理，教育活动才能维持秩序与效率。教师教育相关法律规约的缺失，教师教育

规模发展与有效治理的矛盾，将随着教师教育体系的逐渐开放日益激化。对此，应根

据教师教育法制体系的不足，及时采取相应 立 法 措 施，健 全 教 师 教 育 法 律 法 规 建 设，

确保教师教育有法可依。

加强对现有教师教育法律、法规、条例的审议与修订。中国包含教师教育的法律、

法规、条 例 主 要 有 1993 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师 法》、1995 年 《教 师 资 格 条 例》、

1997 年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9 年 《中小学教师继续育规定》和 2013 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以上法律、法规、条例虽历经几次修订，但总

体来看仍然存在亟待改进的地方。其一，教师教育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于师范院校、教师进修学校、非师范学校等教师教育单位权利与义务的表述过于宽

泛，权责不明。其二，修订内容明显滞后于现实情况，未能及时根据国家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作出调整与更新，相关法律、法规、条例与教师教育现状及目

标适切性不足。综上，中国教师教育立法尚显薄弱，仍需不断完善，建立健全教师教

育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已有法律、法规、条例以确保其可以满足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需

求，并给予教师合理的权力约束与权利保护。

【责任编辑: 杨孟葳; 责任校对: 杨孟葳，何婉婷 ( 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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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impact on the economic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while participation in non-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has a
higher impact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ults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impor-
tant task of solving China’s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future，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raining，and choose proper training
content for farmers by their needs，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ment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ith the goal of impro-
ving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y． Furthermore，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system involving government，enterprises，com-
munities and individuals，constantly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and motivate workers to“learn by do-
ing”，so as to enhance their human capital，enrich their social capital，raise their income levels and drive their families out of poverty．

Key words: training participation; relative poverty;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rural households

Historical Evolution，Evolutionary Logic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 by LI Guang，LI Xin-to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China’s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
ges: the beginning stage of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hina’s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 1949—1977) ，the adjusting stage of
promoting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of normal education ( 1978—1997)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building an open and modern teacher
education paradigm ( 1998—2008) and the intensive stag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 2009—2019) ． The evolutionary logic manifests itself as policy subjects from management to governance，policy objectives from
efficiency to fairness，and policy concepts from protocols to services． In the future，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will regard cultivation of teachers’ethics as a value guide，innovate the training model of teacher education，ensure the balanced de-
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staff，improve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legal system．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cultivation of teachers’ethics

Hot Topics of Teacher Ｒesearch in the New Era: “Virtue”“Ｒeputation”“Ｒemuneration”and“Labour”
( by LIU Hai-min，ZOU Hong-ju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China has insisted on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which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relatively stable academic research system of“virtue”，“reputation”，“remuneration”and“labour”． On“virtue”，the focus of re-
search has shifted from identification of connotations to practical concerns，with emphasis on teacher moral building initiatives． On“la-
bour”，teachers’work intens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cern to academics． On“remuneration”，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salary and benefi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and the targeted measures have been outlined i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reputation”，the multi-dimensional teacher social prestige in China has been outlined． Despite the a-
chievements，the limitations of teacher research，such as the vast number of repetitive studies and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ome im-
portant topics，are obvious．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er ethics; teacher labour; salary and conditions; social prestige

Ｒ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Educational Path of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Hono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 by LIANG Hong-mei，GAO Meng-jie)

Abstract: Promoting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hono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attraction of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t present，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hono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our country is declining，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low
sense of social respect，the imbalanced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obvious deficiency of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accomplish-
ment． This realistic circumstance is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prestige dilemma，professional empathy and professional altitude
sickness of teachers，which are caus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lack of economic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and the major educa-
tional events．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eachers’psychological capital，educational feelings and ethics． On
this basis，teachers’sense of professional honor should be cultivated multidimensionally: respect teachers and stimulate their educa-
tional feelings; optimize the system and listen to teachers’demands; enrich the carriers and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spirit and mate-
rial things; cultivate both morality and skills to reshape the image of teachers．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ense of professional honor; difficulties; path

A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upport Strateg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Prac-
tical Knowledge ( by YANG Jin)

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surve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12 provinces of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aspects of concept understanding，ma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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