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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大始终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

20世纪80年代
走出一条为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长白山之
路”，开启了“大学-地方政府”(U-G)合
作办学模式

20世纪90年代
实施“优师工程”（面向21世纪培养优秀
教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新世纪
继续高扬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旗帜，实施“未
来教育家培养工程”(U-G-S)，再次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师教育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如何使师范生既具有宽厚的学科素养，又具有将学科素
养有效传递给学生的教育素养？

• 如何将教育实践贯穿和融入教师培养全过程，促进理论
与实践的深入融合？

• 在师范大学综合化背景下，如何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
构优化、素质优良的教师教育师资队伍？

• 培养富有创造力的教师

核心目标

破解难题



• 倡导注重过程
的探究教育

• 激发基于兴趣
的内生动力

• 养成批判反思
的思维习惯

• 塑造卓越担当
的人生品格

• 构建协同开放
的育人模式

• 凝铸张扬个性
的校园文化

创造的教育

教师
如何教

学生
如何学

环境
如何营造

率先提出“创造的教育”理念



一流的教师教育应是融合的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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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3+1+2”本硕一体化培养模式
促进学科素养与教育素养的共振双强

如何使师范生既具有宽厚的学科素养，又具有将学科素
养有效传递给学生的教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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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深入理解与学科的教育转
     化+研究性实践：
     提升教育教学研究与创新能力

基本
教育素养

• 学科思想与知识体系：
     深化学科理解
• 基本教育理论与技能+教育实践：
     奠定基本的教育素养与情怀

深化
学科理解

学科素养与教育素养
深度融合

学科素养
• 通识教育与学科教育：
     奠定基本的通识素养与学科素养
• 适度了解教育理论+教育体验：
     促进发展路径选择

通识素养

一体化设计与安排



• 重构教育实践体系（分阶段、一体化）

拓展和优化“U-G-S”模式
推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如何将教育实践贯穿和融入教师培养全过程，促进理论
与实践的深入融合？

侧重于为深化理论学习积累必要的实践体验

侧重于理论应用和综合训练

侧重于教学研究与创新

循环往复，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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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实践



• 丰富实践基地功能和类型

拓展和优化“U-G-S”模式
推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如何将教育实践贯穿和融入教师培养全过程，促进理论
与实践的深入融合？

Ø 自主研发教育实践数字化平台，实施远程教育实践观
摩、交流研讨与联合指导

Ø 实现了对实践过程的有效管理和质量监控

• 发挥信息化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Ø 为三类实践教学提供保障



深化教师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教师教育队伍的优化整合

在师范大学综合化背景下，如何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
构优化、素质优良的教师教育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
建设

组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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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育研究院实体化

•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团队建设”三位一体职责

• 教师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

• 学科方向带
头人负责制

• 教师教育重
大学术问题
协同攻关

• 按全校专任
教师5%配备

• 教师教育特
聘教授岗位

• 硕博连读专
项计划

• 倾斜性支持
国际交流• 学科教育教师    

单独评聘

• 专项支持资金

• 项目引领、双向挂
职、联合工作坊

• 吸引专业教师和中
学教师参与和投入



国家的需要就是东师的办学选择

坚守为基础教育服务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师范！



•  国家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培养的示范基地

•  国家教师教育数据中心

•  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智库

•  国际一流的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将东北师范大学建设成：



净月校区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