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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小学阶段是为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因而 小 学 教 师 的 职 前 培 养 是 为 培 养 优 质 师 资 打 基 础 的 关

键阶段。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小学教师培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特点，进一步厘清 我 国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的 定

位，明确该专业的应用性、综合性、整体性的基本 属 性，建 议 采 取２＋Ｘ＋１＋１的 模 块 规 划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课

程，在全科基本模式基础上结合地域和学校特点有所创新，以期为现行的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提供建议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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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围绕“优

先发展教育 事 业”做 出 新 的 全 面 部 署，教 育 是 民

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迫切需要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因此，必须大力重视对教师的培养。
小学阶段是为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因而小学教师

的培养是基础中的基础。中国大陆从１９９９年正

式设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不断推广实践至今近

２０年时间，既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逐步向高学历

化发展的问题，又在培养模式上为我国师范教育

由三级（中 师、大 专、本 科）师 范 教 育 向 二 级（大

专、本科）师 范 教 育 的 过 渡 提 供 了 新 思 路。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

意见（教师［２０１４］５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为抓手，整体推动教师

教育改革创 新，充 分 发 挥 示 范 引 领 作 用，全 面 提

高教师培 养 质 量。但 目 前 关 于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的

定位与培养存在一些误区，直接影响着该专业的

培养规格、方向与质量。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小

学教师培养的基本历程与发展特点，解析小学教

育专业的地位，为科学构建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

式提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小学教师培养历程回顾

（一）我国小学教师本科化培养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小学教师

的培养工作主要由普通中等师范学校承担，招收

初中毕业生，学 制３年 或４年，采 取 全 科 培 养 模

式，并形成一套完善而卓有成效的小学教师培养

体系，特别注 重 教 师 技 能 和 实 践 能 力 的 训 练，力

求从事小学教育的教师有较强的信念与责任心。
几十年来，为 国 家 培 养 了 大 量 合 格 的 小 学 教 师，
这些教师逐步成为小学教育界的骨干和精英，优

秀的特级 教 师 大 部 分 都 是 由 普 通 中 等 师 范 学 校

培养 的，到 目 前 为 止 仍 然 活 跃 在 小 学 教 育 战

线上。
随着社会对教师由量的需求转为质的渴求，

小学教师的学历标准也在逐渐提升。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五年制大专的建立正式拉开小学教师

高学历进程的序幕，由在中心城市和经济较发达

的地区试 行 逐 步 向 全 国 推 广。先 是 一 部 分 中 师

提高到大专层次，招生对象变为初中和高中生并

存，初中起点的学生学制５年，高中起点学生学制

３年，在培养中增加了对小学教育教学科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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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学 校 的 课 程 结 构 也 发 生 相 应 变 化。从

１９９８年起，部分学校开始尝试培养本科层次的小

学教师，将其列在教育学或其他学科教育专业之

下。１９９９年教育部正式批准东北师范大学（教高

函［１９９９］１号）等５所 院 校 设 立 小 学 教 育 本 科 专

业。从此，小 学 教 育 本 科 专 业 发 展 迅 速，据 中 国

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全

国 开 设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的 高 等 院 校 总 计 约

２０５所［１］。
（二）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自小学教育专业设置以来，培养院校一直在

探索小学教育本科培养模式，在实践层面上进行

了卓有成 效 的 研 究。目 前 小 学 教 育 本 科 专 业 有

多种培养模式，主要培养模式有三种类型［２］７３－７８：
综合型模 式（不 分 科 培 养）、分 科 型 模 式（依 小 学

开设学科 设 置 相 应 学 科 专 业 培 养）、中 间 型 模 式

（分文、理方向培养）。

２０１４年教 育 部 深 入 实 施“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东北师 范 大 学、首 都 师 范 大 学、杭 州 师 范 大

学等２０所院校列为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试点

单位。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实行后，相关院校

又围绕着“全 科 小 学 教 师”、课 程 体 系 建 构、教 学

模式改革、师 资 队 伍 建 设、“三 位 一 体”协 同 培 养

机制等方面展开新的探索和研究，但小学教育本

科专业的 定 位 以 及 如 何 规 范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设 置

与培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解

决的问题。

二、国际小学教师培养状况分析

（一）国际小学教师本科化培养发展历程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而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 是 影 响 教 师 教 育 发 展 水 平 的 关 键 因 素

之一。１８世纪 末１９世 纪 初，工 业 化 大 生 产 需 要

劳动者具 备 一 定 程 度 的 知 识 和 技 能。为 适 应 生

产力发展的要求，初等教育的普及成为必然。在

此背景下，小 学 教 育 得 到 蓬 勃 发 展，培 养 小 学 教

师的中等师 范 学 校 应 运 而 生。１９世 纪 末 的 第 二

次工业革命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义务

教育延长年限至初中，同时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

学历，由此小学教师过渡到由高等师范学校来培

养。美国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有两个州要求小

学教师具有学士学位，从１８３９年第一所师范学校

建立到１９４０年基本实现了师范学校向师范学院

过渡，经历了１００年时间，基本完成小学教师本科

化培养［３］３－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的第三次技术

革命，给教育带来挑战。培养能够跻身世界科技

前沿的高层次人才且具有良好品德、文化修养及

技术素养的劳动大军成为当前要务，“科技兴国”
深入人心，许 多 国 家 重 视 教 育，延 长 义 务 教 育 年

限，更要求小 学 教 师 博 闻 强 识，既 要 有 广 博 的 知

识又要有专业的教育技能，许多国家取消了中师

教育，师范学 校 升 格 综 合 大 学，出 现 了 大 规 模 的

教师教育综合化运动。如英国１９７２年规定合格

的小学教师“必 须 经 过 教 育 专 业 训 练，取 得 教 育

证书和教育学学士学位……”从１９７５年继续教育

法规 出 台 后，小 学 师 资 的 培 养 主 要 在 大 学 进

行［４］。日本１９４９年５月通过的《教育职员资格法

案》规定小 学 教 师 必 须 是 大 学 本 科 毕 业，具 有 学

士学位，１９８５年５８％小学教师获得４年制本科学

位，１％拥有 研 究 生 学 历。１９９３年 韩 国 小 学 教 师

本科达标率为８１．４０％［３］３－７。法国设立教师教育

大学中心（ＩＵＦＭ）实 施 一 元 化 师 资 培 养，开 设 以

大学毕业 生 为 对 象 的 二 年 制 师 资 培 养 课 程。德

国各州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基本上实现了小学师资

由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小学教师至少在大学里完

成六个学期的规定课程，在校生必须学习２门以

上的执 教 学 科［４］。一 些 发 展 中 国 家 也 实 现 了 小

学教师的本科化的培养。
（二）国际小学教师培养追求质量提升

２００５年世界 银 行（ＩＢＲＤ）在《在 知 识 社 会 中

学习如何教 学》研 究 报 告 中，对 知 识 经 济 时 代 背

景下的高素质教师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对于２１世

纪教师应 该 具 有 什 么 样 的 素 质 在 国 际 范 围 进 行

了调查与分析，并提出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

的改革路径。各国也围绕高素质教师开展了一系

列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行动，如澳大利亚启动“澳大

利亚 政 府 优 秀 教 师 计 划”（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ＧＱＴＰ），是 澳 大 利

亚联邦政府于２１世纪初制定的新的国家教育战

略之一，旨在 提 升 教 师 的 素 质 和 地 位，继 而 推 出

了《全国教 师 专 业 标 准》，把 教 师 分 为 四 类：新 手

教师（Ｇｒａｄｕａｔｅ）、熟 手 教 师（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高 成 就

教师（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和骨干教师（Ｌｅａｄ）。

２００４年 英 国 教 育 部 和 “伦 敦 挑 战”（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项 目 组 共 同 发 起 了“卓 越 教 师 计 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 称 ＯＴＰ），该

计划旨在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使更多教师借助

专业培训成 长 为 卓 越 教 师。英 国 教 育 部 于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２日 颁 布 了《优 秀 教 师 标 准》（Ｍａｓｔ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旨 在 设 立 一 个 更 高 的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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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明 确 优 秀 教 师 的 专 业 实 践 和 专 业 领 导 角

色，为培 养 和 识 别 更 高 水 平 的 教 师 提 供 依 据 参

考，力求帮助更多的教师成为优秀教师。２０１２年

美国奥巴马政府出台了“ＲＥＳＰＥＣＴ”项目，即“确

保教育成功（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专

业求 精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和 合 作 教 学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并拨款五十亿美元以

全面改善教师教育质量。２０１２年，德国联邦和各

州政府计划实施“卓越教师教育计划”，旨在激励

大学教 师 教 育 革 新，提 高 教 师 教 育 质 量。可 见，

各国已开 展 了 系 统 化 的 专 业 标 准 和 行 动 计 划 来

规范与引领本国教师专业发展和队伍建设，不仅

关注 学 历 的 提 升，更 关 注 教 育 品 质 的 要 求 与

保障。

（三）国际小学教师培养的基本特点

目前国外 关 于 小 学 教 师 的 培 养 主 要 采 取 两

种模式：一种是完成学科专业学习后再接受教育

专业的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认证，通常是获取专

业学士学位和教育硕士学位；另一种是在学制范

围内同时开展学科专业学习和教育专业学习，并

考取教师资格认证，通常获取双学士学位。学制

以４年制和５年制为主，包含本科和硕士两个层

次，目前逐渐过渡到以硕士培养为主。

从培养定位上看，其小学教师培养定位于卓

越的多科型 教 师，具 有 扎 实 的 学 科 基 础 知 识、学

科研究能 力 以 及 反 思 批 判 的 实 践 能 力。从 课 程

设置上主要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式，主要分为通

识模块、教育基础模块、学科类课程模块（含学科

专业知识、学 科 教 学 法）、小 学 教 育 教 学、教 育 实

践几个部 分。注 重 帮 助 职 前 教 师 打 好 宽 厚 的 知

识基础，学科 类 课 程 采 用 主 辅 修 的 形 式 展 开，注

重教育 实 践，且 将 理 论 研 讨 与 教 育 实 践 紧 密 结

合，通过研习的方式加强对理论学习的内化与应

用。从教学内容上看，能够基于学生的学习特点

分学段和领 域 学 习 教 学，注 重 知 识 的 整 合，注 重

专业学习的逻辑次序，注重多元文化、差异教学、

特殊教育 的 观 念 渗 透 与 学 习。这 些 教 师 走 向 工

作岗位后通常实行包班制教学，即一位教师负责

全班的大部分科目的教学以及班级管理工作，教

师除了担任 语 文、数 学 两 门 主 要 科 目 教 学 外，通

常还 承 担 历 史、地 理、科 学、公 民 等 科 目 的 教 学，

并根据教 师 的 兴 趣 与 专 长 自 主 承 担 一 些 科 目 的

教学，如艺术、第二外语、体育、健康与安全、信息

技术等。

三、小学教育专业的定位与理解

如何理解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是 新 的 模 式 下 如 何

培养小学教师需要澄清的问题，决定着小学教师

培养的方向。应当在厘清何谓“专业”的基础上，
理解小学教育专业。

（一）何谓“专业”
“专业”即 高 等 学 校 的 一 个 系 里 或 中 等 专 业

学校里，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把学业

分成的门 类［５］１５１８。特 指 的 专 业 即 高 等 学 校 中 的

专业，它是依据确定的培养目标设置于高等学校

（及其相 应 的 教 育 机 构）的 教 育 基 本 单 位 或 教 育

基本组织 形 式［６］７９－８３。从 大 学 的 角 度 来 看，专 业

是为学科 承 担 人 才 培 养 职 能 而 设 置 的［７］６９；从 社

会的角度来看，专业是为满足从事某类或某种社

会职业必须接受的训练需要而设置的。“教师教

育作为一 种 专 业 教 育 的 最 重 要 特 征 是 它 建 立 在

一定的学 科 基 础 之 上”［８］６２，而 专 业 又 是“处 在 学

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点上”［６］６９，由此可

见，在大学设置某一个专业的特定的意义和功能

主要有两个：一 个 是 学 科 发 展 的 需 要；一 个 是 社

会职业的 需 求。某 一 个 专 业 的 设 置 可 能 是 以 上

两方面的功能兼顾，有些专业的设置可能更注重

某一个方面的功能。
（二）小学教育专业的本质属性

小学教育专业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专业，该专

业被纳入 本 科 专 业 之 一 是 将 小 学 教 师 的 培 养 纳

入大学体系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作为一个独

立设置的专 业，与 大 学 其 他 专 业 并 行，具 有 其 独

特的存在价值与定位。
应用性。小学教育专业属于应用型专 业，其

直接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当然也兼顾

从事小学 教 育 研 究 的 学 科 发 展 的 职 能。满 足 社

会对小学 教 师 的 需 求 是 第 一 位 任 务。从 培 养 教

师这一目标定位看，小学教育专业与目前师范类

专业的数学教育、中文教育、物理教育、化学教育

等专业是并行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面向小学教

育，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后者是面向中等教育，
培养中等教育的某个特定学科的教师。因此，小

学教育专业是面向小学阶段需要的教师而设立，
数学教育、中文教育等专业是面向中等教育中的

相应学科教 师 设 立，可 见，这 类 专 业 的 基 本 学 科

属性都是应用性专业。
综合性。小 学 教 育 专 业 是 一 个 旨 在 培 养 合

格的小学教师的综合性的专业，不同于大学中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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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数学、物 理、中 文、生 物、历 史、地 理、英 语 等 以

单一的 学 科 为 基 础 的 专 业。大 学 的 数 学、物 理、
中文等专业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培养

本学科的研究人才；二是培养能够从事学科专门

教学的教育 人 才，即 相 应 学 科 的 中 学 教 师，特 别

是师范院 校 的 专 业 更 具 有 这 样 的 特 征。对 于 小

学教育专业，培养小学教师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

其专业建 设 应 紧 紧 围 绕 如 何 培 养 适 合 现 代 社 会

和教育发 展 需 要 的 小 学 教 师 这 一 基 本 目 标 来 思

考和研究，小 学 教 师 所 需 要 的 知 识、能 力 和 素 养

是本专业 培 养 的 基 本 定 位 与 目 标。小 学 教 育 的

综合性源自小学生身心发展状况、小学生的生活

状况以及小学是学习的综合性等，体现在培养目

标、学习内容、培 养 方 式 等 方 面；“小 学 阶 段 以 综

合课程为主”［９］２，作 为 小 学 教 师 不 仅 需 要 多 学 科

的知识，理解 掌 握 多 学 科 的 教 学，掌 握 必 备 的 教

育学、心理学 等 知 识 与 方 法，还 应 该 熟 悉 小 学 教

育的其他相关活动，如班主任工作、班级管理、学

生在校的各项活动的组织等［２］７４。
整体性。小 学 教 育 专 业 应 该 在 把 握 小 学 教

育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特性基础上，强调小学职前

教师对知识的整体把握和综合运用，形成复合型

人才，以适应小学教育的需要。小学教育不仅要

传递知 识，更 为 重 要 的 在 于 把 握 儿 童 成 长 的 方

向，保证儿童 掌 握 基 本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同 时，还 着

重于儿童的 社 会 意 识、创 造 能 力、合 作 精 神 以 及

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等的培养，为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人打基础［１０］８８。小学阶段是人生成长中较

为重要的阶 段，是 品 德 与 习 惯 养 成 的 关 键 时 期，
小学教育具 有 养 成 性，应 遵 循 小 学 生 成 长 规 律，
帮助其形成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因此，小学教育专业应该是多学科支撑的一

个应用型综合性的专业，小学教师是专业性很强

的职业，是儿童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教育的

整体性，不仅 是 小 学 某 一 学 科 的 教 授 者，更 不 是

单纯传授知识，而是通过小学某一学科或几个学

科教学来教育儿童。因此，小学教师通过学科知

识的教授，借助课堂教学和学校的多种活动达成

教育小学儿童的目的。

四、基于小学教育专业定位建构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式

　　《意 见》中 关 于 分 类 推 进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模 式

改革明确提 到，卓 越 小 学 教 师 培 养“针 对 小 学 教

育的实 际 需 求，重 点 探 索 小 学 全 科 教 师 培 养 模

式，培养一批热爱小学教育事业、知识广博、能力全

面，能够胜任小学多学科教育教学需要的卓越小学

教师。”因此，卓越小学教师的培养应建基于小学教

育专业定位来确定其培养模式与实施路径。
（一）明确小学教育专业的性质

小学教 育 专 业 具 有 应 用 性、综 合 性 和 整 体

性，小学教育 专 业 是 一 个 不 可 分 割 整 体，其 定 位

是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小学教师，这些综合素质

可以概括 为“５６４”，“５”即“五 爱”：爱 生 命、爱 自

己、爱儿童、爱角色、爱教育；“６”即六个方面的知

识结构：数学 与 自 然 科 学 知 识、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知识、关于儿童的知识、教育学的知识、有关学科

的知识、学 科 教 学 的 知 识，且 缺 一 不 可；“４”即 四

方面能力：德育能力、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和研究

能力［１１］５。简而言 之，小 学 教 师 要 做“师 德 为 先”
“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的典范，其中

的综合能力 主 要 表 现 在，能 够 从 事 学 科 教 学、能

够胜任班级管理、能够设计并实施学生活动等。
（二）采取２＋Ｘ＋１＋１的模块规划小学教

育专业课程

一个专业 的 课 程 设 置 是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的 具

体落实与体现，要围绕全科卓越小学教师的培养

定位展开，而“全科”并不意味着要承担全部科目

教学，而是 要 培 养“全 面”的 小 学 教 师。因 此，建

议小学教育专业的专业类课程规划可围绕２＋Ｘ
＋１＋１的模 块 展 开，突 显 专 业 培 养 的“完 整 性”。
“２”即数 学、语 文 两 门 主 要 学 科 的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与相关教学知识，这两门学科基础知识一定要精

深且扎实，为高观点下思考学科知识打下良好的

基础，相关教学知识要系统充分地学习核心知识

的教学原理与方法策略。“Ｘ”为未来从教的其他

备选学科（如科学、道德与法制、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等）的学 科 知 识 与 教 学 策 略 的 学 习，以 基 本 掌

握为主。两个“１”中，前一个“１”指围绕班主任工

作开设的相 关 技 能 实 践 型 课 程，如 班 主 任 工 作、
班级管理、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管理艺术、
小学生行为 与 观 察、教 师 礼 仪 等 课 程 的 学 习，建

议多采用基 于 案 例 分 析、实 践 观 察、研 讨 等 学 习

方式，能够将 实 践 与 理 论 有 效 联 结，更 好 地 理 解

现象和行 动 背 后 的 基 本 原 理 与 规 则 艺 术。后 一

个“１”指学校 日 常 相 关 活 动 的 设 计 与 实 施（如 班

级活动、少先队活动等），这些活动是课堂教学的

延伸与有益补充。
（三）在全科基本模式基础上结合地域和学

校特点有所创新

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方案的制定，首先应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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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内涵，立足于小学教育专

业自身定位，实 施 综 合 培 养 的 基 本 模 式，在 此 基

础上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培养方案，基于学校层

次（部属、省 属 等）、基 于 地 域（沿 海 发 达、内 陆 欠

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基于地方需求（定向培养、
国际化需要）等 进 行 个 性 化 方 案 的 制 定，如 培 养

国际化的小学卓越教师、培养定向的从教信念坚

定的全科型农村小学卓越教师、培养具备多元文

化理解力 的 边 疆 少 数 民 族 小 学 教 师 等 等。对 于

一些特殊学科，如外语、音乐、美术、体育等，可结

合培养单位的资源与优势酌情开设，致力于小学

阶段的上述学科教师的培养。

综上所述，小学教育专业旨在培养热爱小学

教育事业，具 有 良 好 的 道 德 素 养、系 统 而 扎 实 的

专业知识、较 强 的 教 育 教 学 能 力 和 研 究 能 力，以

可持续 的 自 我 专 业 发 展 能 力，胜 任 多 学 科 教 学

（精通语文、数 学 学 科 教 学，熟 悉 科 学、道 德 与 法

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能够开展班队会等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具有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养的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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