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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步入新时期，我国正面临着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构建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

门、中小学校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是实现优质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有

利于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在职教师培训成效、促进教育资源整合、开展教育科研合作研究、凸显教育行政部

门教育职责，对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教师培养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成为“转型期”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一个新

的可行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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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深度转

型和快速变革时期，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更为鲜明。步

入新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新时代的命

题。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

键和核心。因此，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的教师

培养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教育均衡发

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并要求创新

教师教育体制与模式，促进卓越教师队伍建设，

进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

一、“转型期”国内外教师教育模式的演进

实现高质量、专业化师资队伍的建设已经成

为世界性课题。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许多国

家对教师的需求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

对教师素质的关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培养高质量的教师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

题。［1］( P3)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提升教师教育质

量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特点。很多

国家都把教师培养模式作为提升教师质量的必

由之路，并基本形成了以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

院、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以及中小学为实施主体

的三种模式。以英国为例，英国主要由大学实施

“教育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Education，简称为

BED) 课 程 和“研 究 生 教 育 证 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为 PGCE ) 课程对大

学生进行职前教师教育。［2］( P69 ～ 73) 并以学校为基

地，通过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合作开展教育实习

的模式进行教师教育。这一时期，以美国“教师

专业发展学校”( PDS) 为代表的大学与中小学合

作的 教 师 教 育 模 式 成 为 引 人 注 目 的 新 动

态。［3］( P170 ～ 175) 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参与式管

理和协同决策小组是最普遍的结构，它用来建立

民主的关系，使教师与管理层能够更好地进行对

话、沟 通，形 成 一 种 新 型 的 教 师 教 育 文

化。［4］( P42 ～ 46) 日本在面临学生学习能力下降的状

况时也进行了教师教育制度改革。在加强教师

职业科目教学的同时，设立教职研究生院，并通

过教师资格证书更新制度等方式来提高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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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先后贯彻科教兴国

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对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师

资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建立

新型的教师教育模式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师范教育基本经历着两个转型: 一是由“三级”师

范教育体系( 中师、大专、本科) 转向“二级”师范

教育体系( 大专、本科) ; 二是教师教育由“封闭”

转向“开放”，逐步形成了以高等师范院校为主

体，其他高等院校共同参与的有开放性特点的教

师教育体系。［6］( P1) 教师教育体制的探索和改革，

对于提高教师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

教师教育模式探索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王长纯教

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行了师范大学与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建立教育发展服务区的研究，并以教

师专业发展学校作为建设服务区的重心，［7］( P6) 形

成了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合作的教师培养模式。

这是我国教师教育模式探索的成功案例，成为

“转型期”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双方合作教师教育

共同体探索的最初形态。

二、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基本

内涵与作用机制

( 一) 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强调: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

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 国家的

兴衰在教育，教育的好坏在教师，师范教育可以

兴邦。研究与创新教师教育体系，一方面可以为

基础教育补充高素质的教师，另一方面能够切实

促进在职中小学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这是提升

基础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和保障，也是师范大

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共同的职责。

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

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

受政府部门的调控较多。在此时代背景下，师范

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方合作建构教

师教育共同体( 以下简称“共同体”) 成为推动教

师教育模式改革、引领教师教育文化发展、提升

教师教育成效、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
“共同体”以“整合”的教师教育为指导理念，充分

实现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教师教

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优质的教师教育人力资

源、财力资源、物质资源、课程资源等进行多维

“整合”，一方面形成了三方教师教育合力，能够

将零散的、割裂的教师教育状况建立有效衔接，

使教师教育的主体凸显职能，并扩充了各主体作

用的弹性空间，进而促进教师教育资源得以充分

利用和有效开发; 另一方面，“共同体”三方遵循

共同的发展目标，彼此各司其职、各取所需、协同

发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了教师教育稳

定、长效发展的保障体系，推动了教师教育的高

效、可持续发展。
( 二) 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作用机制

在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方

合作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实践运行过程中，师范大

学以服务基础教育为办学使命，凭借其固有的教

师教育资源优势和师资队伍，负责“共同体”运行

的理念引领、智力支持、技术指导和人力资源保

障; 通过优质学科的建设、特色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以及教师培养资源能够促进优秀科研成果在

中小学校转化，为中小学校提供在职教师培训等

相关服务。教育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教
育经费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能够为“共

同体”的高效运行提供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协

助师范大学选定师范生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实践

场域，为师范大学师生的教育实习提供条件、环

境等多方面保障。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能够

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组织中小学在职教师进

行在职教育和岗位培训，为中小学教师的职后专

业发展创造空间，开辟途径。中小学校作为师范

大学的服务对象，在“共同体”运行过程中为师范

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平台、教育实验场域，开展调

查研究，反馈基础教育现实问题和发展需要，并

与师范大学分享科研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与师范

大学共同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基础教育优

质、高效、均衡发展之路。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

门和中小学校三方协同合作、创新发展，充分发

挥各自主体职能，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了多样化、

全方位的教师教育保障体系。

三、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国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指出: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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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振兴，全民有责。坚持育人为本，构建创新型

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建立教师教育新的体制与机

制，能够解决教师教育中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脱

节、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相脱离的重大问题，进

而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共同

体”以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为合作

主体，逐步实现了师范人才培养、教师在岗培训、

教育课题研究、教育资源建设协同发展，改善了

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传统弊病。通过三方

主体的团结合作，为卓越型教师培养、创新型人

才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共同体”自身

在运行过程中也形成了稳固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理念。
( 一) 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观

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提出并非是简单的、

机械的，它旨在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教师教

育现状，打破了传统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师

范大学与地方中小学校相脱节的壁垒。以往的

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合作的教师教育模式有其自

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在新形势的要求下却显

现出一定不足。其中，师范大学为中小学校提供

教师在职培训，中小学校成为师范生教育实习的

场所，这种组合缺乏一致的目标和多元化、全方

位的建设机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低效结合，师

范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的合作效能不高。教师

教育合作共同体能够凸显政府职能，扩大目标建

设维度，实行多位主体协同合作，紧密团结三方

力量，直面教育现实需求，高效产出研究成果，及

时服务基础教育; 促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加强了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的有效

衔接。
( 二) 团结协作的创新发展观

团结是力量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以

往的教师教育模式形成了以大学为主体，中小学

校参与合作的运行机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

体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大学与中小学校的联系

不够紧密，导致教师教育模式一体化程度较低。

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以团结合作、创新发展为主

调，在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协同合作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主体职能，形成集三

方于一体的联动机制。这是对原有教师教育模

式的创新和发展，实现了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

门、中小学校的高度结合与密切协作，促进了教

师培养与科研的一体化、一贯性产出与发展，并

有利于资源整合，保证了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和实

效性。三方主体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团结一致，

提高了创新型教师培养的质量和规模，为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三) 培养卓越教师的价值观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民族素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深化区域建设、加
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已成为新时代的召唤。

同时，也对人才的培养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高素质、专业化、卓越

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只

有符合时代发展的师资队伍才能培育出符合时

代发展的一流人才。为此，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

以培养卓越型教师，建设符合时代发展的教师队

伍为价值本位。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

学校三方主体抱定宗旨、开拓创新，在教师职前

培养、教师职后培训、教师教育资源整合、教师教

育制度保障、政策和资金支持、教育科学研究等

方面形成合力。力主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加快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迈进。［8］

( 四)“博雅兼上”的育人观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要做到“知行合一”，

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同时还要更新并

发扬“博雅兼上”的育人观念。“博雅兼上”要求

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一方

面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学识，另一方面要求教师

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博雅

兼上”的育人观念才能培养出知识广博、道德高

尚的学生。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理想、

职业愿景作为培养重点，建设一支素质高尚的教

师队伍，为素质教育实施和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

打好基础。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构建体现了

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的指导思想，对于

新时期的人才培养和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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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转型期”构建教师教育合作

共同体的实践价值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教师教育创新和质量提

升的三大难题: 学科教育与教育能力的相互融

合、理论教育与教育实践的有效衔接、教师职前

教育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发展。现阶段，在培养

创新型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的重要使命上，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

校肩负着共同的责任。构建师范大学、教育行政

部门、中小学校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成为

当前破解教师教育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 一) 改善教育实习环境，提高教育实习质量

构建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能够建立

师范大学与基础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为师

范大学实习生的教育实习提供有力保障。现如

今，在各级学校“升学”压力的制约下，师范生的

教育实习已经成为中小学校的一个“负担”，多数

学校不愿接收实习学生已然成为“潜在”的事实。

通过构建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中小学校能够为

师范生教育实习提供良好的场域和平台，并在教

育行政部门的调控下积极改善教育实习环境和

生活条件。在此基础上，优选学科教学指导教师

及班主任对师范生进行实习指导和班主任工作

培养，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实习质量。同时，师范

大学也会根据现实需求选派实习指导教师与实

习生一道融入中小学校，与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形

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完成教师实习指导工作。

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师范生教育实习难的问题

得到有效破解，实习环境得以改善，实习质量也

得到不断提升。
( 二) 凸显教育行政部门主体职能，强化教师

职后教育

教师的在职培训和职后教育是教师获取专

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通过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

门、中小学校之间的有效合作，中小学校教师不

仅可以在师范生教育实习期间与师范大学选派

的实习指导教师进行专业合作，同时，在教育行

政部门的宏观组织下，中小学校在职教师在师范

生实习期间可以通过“岗位置换”的方式到师范

大学接 受 在 职 培 训，师 范 生 可 以 进 行“顶 岗 实

习”，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在职教师

到师范大学进行集中培训与研修。此外，师范大

学可根据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需求选

派相应的专家、学者等深入一线教育开展专业讲

座、学术报告等培训工作。这不仅能够克服长期

以来基础教育教师在职培训难的问题，也使得教

师职后教育的方式与方法更为灵活、多样、有效，

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在职教师的教育成本，对

于更新在职教师教育理念、完善教学策略、提高

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发挥了积极推动

作用。
( 三) 整合多方教育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能

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校三方

合作能 够 有 效 促 进 多 方 教 育 资 源 的 共 享 与 整

合。师范大学拥有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人力

资源、信息化资源、财力资源、图书、报刊、设备

等相关资源，这些资源优势是中小学校所不及

的。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政策资源、财力资源

的主要拥有者，并能对政策、财力等资源起到直

接的支配 作 用。中 小 学 校 拥 有 其 学 校 特 色 资

源、文化资源、教育实践、教师与学生等资源，这

些资源正是师范大学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实

支撑。服务基础教育是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

也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终极使命。同时，中小学

校也理应成为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所拥有

的资源的直接受益者。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

同体能够在“整合”的理念引领下，充分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改变各个合作主体

教育资源的单一状况，发挥优质资源的教育价

值，提高资源利用效能，有效地减少教师教育资

源的闲置与浪费。
( 四) 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提高教师科研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动

力，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师素

养、实现有效教学与高效课堂的重要保障。三方

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有利于教育科学研究的

全面展开。其中，师范大学可凭借其固有的科研

优势与基础教育充分结合，切实发现基础教育领

域存在的问题，解决基础教育现实之需要，使教

育科学研究源于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展开，

最终作用于基础教育，这不仅能够提高教育科学

研究的实效，也能带动基础教育领域在职教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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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融入教育科研，提高其自身的科研水平与能

力，最终成为集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于一身的研

究型教师。同时，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也能打破

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病，走出校园，走向实践，

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相互融合。此外，教

育行政部门能够对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的合作

研究提供政策支持、财力保障，选派优秀教研人

员融入科研，成为三方开展合作课题研究的中间

枢纽，建立起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科学研究的有

效衔接。

教育是培养人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进

步和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影

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进而影响着国家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只有高质量的教育

才能培育出高质量的学生，而教育质量的高低，

其关键因素是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高素质、

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

才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进

步的根本 决 定 因 素。发 展 与 创 新 教 师 教 育 体

系，一方面可以为基础教育补充高素质的教师，

另一方面能够切实促进在职中小学教师专业化

水平的提升，这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必然选

择，也是促进教师教育者获取专业发展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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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e Collaborative
Teachers Education Community in“the Transitional Period”

CAO Yang，GAO Feng － lan
(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Jilin，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carrying out a long － term project and teachers in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important subject of building a high － quality，innovative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team． The collabora-

tive teacher education community composed of the normal university，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primary and mid-

dle school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is subject．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ormal students education and ef-

fectiveness of in － service teacher training，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cooper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lso highligh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 fact，it has produced positive

effects on enhancing high － quality，innovative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 training and become a new feasible way in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eachers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theo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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