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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地方师范大学发展野黄金期冶
邓军

120 余年的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毫无争议地证明，一流的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师需要一流的教师教育。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就教师队伍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一系列措施，都在持续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教师
教育迎来了黄金期，必将推动参与教师教育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大学向新发展阶段迈进、向更高水平发展。而在这一重大发展机遇期，地方师范大学决不能
缺席，更不能掉队。

机遇与挑战 担负起教师教育振兴使命

当前，国家对于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发展的关注可谓历史
空前。“十四五”期间，地方师范大学的发展面临更多机遇和挑
战，且机遇大于挑战。

一是党中央和国家对教师队伍和教师教育的重视达到了
空前的高度，“十四五”将是地方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黄
金期。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十四五”时期，国家发改委将结合教育领域重大工程专
项设置，进一步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计划支持各地建
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的师范大学，打造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排头兵、领头雁。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将给予其更大的战略投
入和更强劲的政策支持，预示着百年师范教育将迈出高质量发
展的新步伐，地方师范大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
遇。

二是新时代教育的新需求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地方师范大学特色发展、内涵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将更加强
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美好期盼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和迫切。教师教育必须把解决新时代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作为首要任务。地方师范大学作为教师教育的中坚力量，
会更加自觉把培养大国良师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内生动力，推
动实现地方师范大学特色发展，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担负起教师教育振兴的重要使命。

三是多元参与的新师范教育体系将更加开放，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将会加快构建和完善。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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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出台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
2022 年）》，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积极参与教师教育工作。近
期，教育部党组撰文表示要健全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
合大学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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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国家势必
会打出一套“组合拳”，调动一切高质量教育资源积极参与教师
培养培训，支持众多师范院校着力实践教师教育一体化建设，
以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四是地方师范大学办学定位将面临自我重新审视，坚守与
变革或成为两难选择。教育部多次强调，“十三五”期间师范院
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要坚持教师教育的传统使命和责任担
当。但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以综合性大学为参照，在学科布局
和专业建设上盲目跟风，师范类专业生存和发展受到了较大排
挤，师范教育有所削弱；一些机构在教育发展评价中重视学术
性而轻视师范性，直接或间接地动摇了师范院校的办学初衷。
当前，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在这一重大变革
和较量中能否保持清醒认识，准确定位，明确目标，是“十四五”
期间地方师范大学必须重新审视的首要问题。

使命与抉择 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地方师范大学理应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主体地
位，把教师教育事业作为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重点支持的战略
领域，坚持教师教育主业，优先谋划教师教育工作，优先保障教师
教育投入，誓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席
位，发挥重要作用。

一要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
本任务。地方师范大学必须坚定高举师范大旗，坚持与党和
国家大局大势同向同行，抓实抓好三项基础性工作，培养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即：要始终坚持办学正确政治
方向，把“四个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的从容自信；要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党对教师工
作的领导，引导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
坚定支持者、教师教育的坚定实践者、师范生成长成才的领
路人；要努力形成高水平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加强教师教育
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特别是教师教育全
过程，确保本科师范生在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

二要坚持把为振兴基础教育培养合格教师作为重要职
责。地方师范大学必须安于本位的使命，理应坚持把振兴基
础教育作为基础工作，并用办学行动自觉回应这一历史期
望。当前，基础教育的确需要精英的教师和一体化的教师教
育，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急需师范生扎根乡村、振兴乡村教育，
而基础教育振兴又以振兴教师教育为根本前提。因此，地方
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培养过程中更应注重与基础教育时代
需要相呼应、相衔接、有作为。

三要坚持把教师教育学科作为生命线学科予以大力建
设。当前，一些师范大学在“师范性”与“综合性”之间摇曳徘
徊而举棋不定。在当前“双一流”建设大潮中，师范大学理应
将教师教育学科作为一流学科予以大力建设，方能在参与构
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振兴国家教育事业“工作
母机”、开创教育事业新格局中占据牢固地位。

四要坚持把精准聚焦“办好师范教育”“培养合格教师”
作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评价指标。日前，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改进
师范院校评价，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
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个明确的评价指挥棒将会有力
扭转师范大学办学功利化倾向，将会进一步坚定师范大学办
教师教育的职责使命。新形势下，地方师范大学应进一步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真正理解新时代教育评价的真正要义，将
其作为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予
以精准落地见效。

展望与对策 推进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

面向“十四五”，广西师范大学愿与兄弟师范大学一
道，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
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教师教育更加美好的历史新篇章。

一是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地方高水平师范大学使命建设。充分利用“支持各地建
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的师范大学”等重大机遇，找准定位，
抢抓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
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
地方高水平师范大学使命建设。

二是始终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地方
高水平师范大学内涵建设。以创新理念增强引领教师教育
发展动力，以协调理念提高整体教师教育发展水平，以绿色
理念提升教师教育内涵发展质量，以开放理念激发教师教
育特色发展活力，以共享理念凸显教师教育持续发展价值，
胸怀“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用好“两个大局”，准确
把握国情特征，积极回应时代需要，提高对话国际能力，坚
持以变革和特色发展中深化地方高水平师范大学内涵建
设。

三是激活内生发展驱动力，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地方高水平师范大
学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坚持把
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创新人才
引培留用机制，激发整体活力，打造
一流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升级版”；
优化教师教育资源配置，建设学科
高峰，打造高水平教师教育学科建
设“升级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先
进文化，浓厚文化底蕴，打造教师教
育文化建设“升级版”；建设智慧校
园，深化信息技术应用，丰富教学资
源，打造“互联网 +”教师教育“升级
版”；准确把握新时代教师教育评价
导向，激发创新活力，孵化高端教师
教育智库成果，打造服务地方基础
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优
化生源结构，提升合作质量，推进教
育国际化战略，打造教育对外开放

“升级版”。这“六大升级版”共同构
成了地方高水平师范大学内生发展
的现实和自觉需要。

四是健全完善学校治理的制度
体系，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地方高水
平师范大学治理现代化。坚持学校
章程的统领地位，进一步优化学校
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健全和完善学
校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制度体系、大学文化
制度体系、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人才
队伍建设制度体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和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体系、内
部控制制度体系、服务保障制度体
系、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安全稳定工
作制度体系等，积极探索构建体现
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师大风格的现
代大学治理体系，大力推进高水平
师范大学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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