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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建与实施

———长江师范学院的改革实践

彭 寿 清,于 海 洪,杨 晓 峰,冉 隆 锋,钱 军 平
(长江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４０８１００)

摘　要: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又称“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是长江师范学院在“需求导向、

全面开放、深度融合”理念指导下,为突破人才需求主体与培养主体之间的机制体制壁垒,激发地方高校、区县

政府及其所辖中小学教育资源的活力,推动地方师范院校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的变革,促进农村教师

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提出的教师教育协同创新组织形式.长江师范学院积极构建、实施 UGSS教师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形成了以开放与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教育人才培养新机制,开辟了地方师范院校聚焦农村教

育问题、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新路径,拓展了教师教育共同体全面深入服务农村基础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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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长江师范学院(university)联合地方政府(government)与不

同类型中小学(school———城市优质学校与农村薄弱学校),围绕“培养扎根山区优秀师资”这一目

标,在“需求导向、全面开放、深度融合”理念指导下,为突破人才培养需求主体与培养主体之间的机

制体制壁垒,激发地方高校、区县政府及其所辖中小学教育资源的活力,推动地方师范院校人才培

养模式的变革,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提出的教师教育协同创新组织形式,亦被称为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

一、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背景

(一)基于地方院校办学困境

提出农村地区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设想,源自我们对地方师范院校办学困境的认识.困扰地方

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是师资的培养主体与需求主体割裂.这种割裂主要体现为

“５个不对接”:其一,师范专业的培养规格与需求标准不对接,人才培养目标错位,用师范院校普遍

采用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缺乏到农村工作的乡土情怀、扎根农村的意志品质、分析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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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理论知识、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实践能力;其二,人才培养方案与中小学课程教学不对接,课
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等没有根据农村中小学学科教学需要进行规划设计;其三,

师范生教学技能养成与中小学课堂不对接,毕业生对新课程标准与新教材比较陌生,教学设计、教
学组织、教学响应的水平较低,教学风格与教学艺术的形成时间较长;其四,师范生实践、实习制度

设计与中小学教学工作环节不对接,实践、实习功能与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实践、实习效率

低下,还有可能干扰中小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其五,地方师范院校教师的理论研究与基础教育实践

不对接,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教育科研的终极关怀.
(二)基于地缘需要与办学定位

重庆是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较为突出的新兴直辖市,拥有高速发展的主城区和发展相对滞后的

农村地区与贫困山区(其中武隆等７个区县被国家划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同
时也是“承载”着大量三峡移民、生活与居住着３００万少数民族的直辖市.重庆面临的特殊发展矛

盾,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８年７月,教育部与重庆市人

民政府签署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要求把优先发展教育摆在

统筹城乡发展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要求着眼于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把重庆建成缩小城乡差距

和区域差距的“试验田”.长江师范学院作为重庆市属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位于三峡库区、渝东南贫

困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简称“三区”)的结合部,在８０余年办学历程中,为“三区”基础教育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水平高”的优秀教师,被当地群众誉为培养“三区”教
育子弟兵的摇篮,为重庆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长江师范学院长期致力于教

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２００４年３月,完成了本校教师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地方师范

院校改革中较早成立了教师教育学院和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探索出以引领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为导向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体系.２００５年３月,为了进一步激活教师教

育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长江师范学院开始跳出传统教师教育人才培养“单兵作战、封闭运行”的藩

篱,从机制体制上突破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瓶颈”,提出了建设农村地区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设想.

二、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特色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为破解“５个不对接”问题,长江师范学院于２００５年３月开始着手探索

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城市优质学校、农村薄弱学校４方共同参与师范生培养的教师教育培养模式

改革,在研究专业化教师培养体系、引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上,立足三峡库区、少数民族聚居

区、渝东南贫困山区结合部的区位实际,开展了“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探索实践.“UGSS教

师教育共同体”于２００９年被正式纳入重庆市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试点工

作;于２０１０年被纳入重庆市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于２０１１年被纳入重庆市教委农村

教师队伍改革试点工作;于２０１３年被纳入教育部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示范项目.

长江师范学院在提出“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设想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提高西部农村地区教

师专业化水平这一目标,以转变地方师范学院“院校本位的人才培养、学科本位的课程设置、理论本

位的课堂教学、学术本位的评价导向”为突破口,以开放、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载体,以教育资源

的融合互通为纽带,以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模块化为抓手,以课题教学情景化与实战化为关键,以培

养学生教学技能与提高教学智慧为核心,建立了以长江师范学院(U)为主体、１４个区县教育行政部

门(G)为主导、２０所城市优质中小学(S)与６０所农村薄弱学校(S)为实践教学主阵地的“UGSS教

师教育共同体”,并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四维一体、双向激活、共享共赢”的鲜明特色(见图１).



图１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特色

三、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理念

(一)以协同创新激发内外活力

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组织创新方式,是以非线性关系构建起来的组织内部资源分享与联合

创新机制,主要以突破主体壁垒的方法,激发组织内部的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活力,在人

力资源的利用、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增值、技术的创新、问题的解决等方面,实现效率(效益)的最大

化.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突破科学难题、创新文化、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促进区域发展的重

要手段.激发教育活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教育体系内外的各种创新因素,而目前教师教育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种创新力量、分散重复的创新资源、滞缓低下的创新效率,已经不适应当今教

师教育的发展要求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形势,迫切需要突破机制体制障碍,促进地方政府、高
等院校、中小学创新力量的整合.“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提出的一种人

才培养协同创新模式.“共同体”(community)源自拉丁语“来自共同任务”,指的是人们在共同条

件下形成的集体.现代意义上的共同体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具有动员和凝聚效应,基于相

同或者接近的地域、生活、文化、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动态组织.“教师教育共同体”是围绕人才培养过

程中教、学、研３个主要方面进行理论建构,并以活动、对话、协作等形式参与实践、解决问题的动态组

织,在组织构成、驱动机制、运行方式、组织目标等方面,与协同创新的各项特征具有高度一致性.
(二)以需求导向推动优势互补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强调以地方政府、地方师范院校、城市优质学校、农村薄弱学校为主

要成员和实践主体,在准确分析各方成员所面临的客观需要和自身条件的基础上,以契约形式明确

规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城乡教育统筹任务繁重.２０１１年７月,重庆市教委出台了«重庆市教师队

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出了重庆市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发展任务,要求以

城乡师资一体化配置为重点,“到２０２０年小学生师比保持１７．５∶１,初中生师比保持１７∶１,高中生

师比达到１４∶１”[１].因此,地方政府推动城乡教育统筹工作的压力较大.
对于农村中小学来说,师资短缺与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以农村地区小学为例,“重庆市现

有村小(含完全小学)３４７２所,教学班１４３０１个,现有村小学生３９．３万人,在编教职工２．７万人”[２],
平均班额为２７．４人,偏远地区“１师１班”情况普遍,编制不足加上专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教学质量

普遍不高.因此,农村地区中小学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对于城市优质中小学来说,如何发挥优质学校的品牌效应,满足一线教师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愿

望,是一项挑战名优中小学校长与教师的工作.
对于地方师范院校来说,封闭办学的弊端尤为突出.一方面,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与基础教育需

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高校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多学科与多功能优势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地方师范院校没有在区域创新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
把城市优质学校与农村薄弱学校联合起来,是“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一个创新点.城市

优质学校在教师队伍、教育资源、教育理念、教育经验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打通城市优质

学校与农村薄弱学校之间的交流渠道,是地方师范院校推动先进教育理念与成功教育经验传播的

新路径.
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平台的搭建.地方政府、地方师范院校、城市优质学校、农村薄弱学校具

有天然的合作基础与互补的优势资源,可以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内实现行动同步、知识共

享、资源优化、创新互惠,达到“四维一体”的效果.
(三)以开放融合实现“共享创生”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注重人才、信息、资源、服务的全面开放,通过构建多元、开放、动态的

组织运行模式,推动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教育时空的灵活化、教育内容的情景化、教育平台的综合

化,改变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人才培养目标错位、实践实习安排不合理、职后教育针对性不足等局面.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促进,各方主体有机结合,具有深度融合的特点:通过契约

关系推动地方政府、师范院校、中小学校之间的组织融合;通过对成员利益的关照推动各方主体功

能的融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各方主体目标的融合;通过共享开放的平台实现资源的融

合.随着“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深入推进,培养人才的各种要素在动态交融中产生更为

广泛的“创生效应”.

四、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机制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以长江师范学院为主体,在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三峡库区１４个区

县政府的主导下,整合区域内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开展实践,并探索出常态运行机制.
(一)实践主体的责权分配方式

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这一人才培养平台内,各方实践主体的责权分配方式具体为:地方

政府统筹辖区内的基础教育资源,提出本区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和要求;长江师范学院据此

提出并落实既符合政府要求又能促进师范生专业成长的方案;城市优质学校通过名师和教学能手

指导师范生进行专业实习,提升师范生的教学能力;师范生到农村薄弱学校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实

习,将农村薄弱学校的教师换岗到“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接受培训.“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
通过成员之间的契约化协议,突破主体之间的制度壁垒,以摆脱行政关系对职前职后教育、人力资

源交流、平台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束缚.地方政府、地方师范院校、中小学校通过自愿方式签署合作

协议,建立直接联系通道,从而解决教师无法决定自己能否进修、中小学无法决定教师职后培养计

划、地方政府无法约束行政隶属不同的地方师范院校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二)培养主体与需求主体的全面对接路径

长江师范学院以“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为平台,跳出院校本位的人才培养框架,建立以开放

与协同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培养主体与需求主体的全面对接,重点做到“５项改革”与
“５项推动”.

１ 人才培养标准与农村中小学需求的对接

改革院校本位的人才规格设计,以培养学生的乡村教育情怀和教育能力为抓手,推动地方师范

院校人才培养标准与农村中小学需求的对接.通过高校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熏陶、优秀中小学教师

“现身说法”、美丽乡村教师主题活动、农村薄弱学校调研交流、双导师协同指导等方式,激发学生乡

村教育情怀,提高教育能力.

２ 课程体系与农村中小学课程教学的对接

改革学科本位的课程设置,以农村教育生活与新农村建设急需知识为参照物,推动课程体系与



农村中小学课程教学的对接.邀请“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成员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删减过时课程,增设中小学急需课程,选择设置农业与农村特色课程.针对课程知识的固化与滞

后,开设一系列“教”与“学”讲座,有计划地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纳入课程知识体系.

３ 学生能力训练与农村中小学课堂的对接

改革理论本位的课堂教学状态,以农村中小学课堂的情景化建构和实战性要求为取向,推动学

生教学能力训练与农村地区中小学课堂的对接.改革教师教育课程模块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做到

“３个融入”:教师教育基本原理融入分析课程标准与理解教材等实践教学环节,学科教学的理论学

习融入中小学课堂教学情景,班级管理的书本知识融入中小学生成长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大学老

师讲“案例课”、中小学教师讲“示范课”、优秀毕业生讲“公开课”、实习学生讲“汇报课”、顶岗学生讲

“经验交流课”、职后培训学员讲“体会课”等方式,丰富和拓展师生对基础教育的实践知识.

４ 实习设计与农村中小学工作环节的对接

改革单向实习制度,以农村教师职后培训需求和师范生专业成长愿望为基点,推动实习制度设

计与农村中小学教学工作环节的对接.拓展师范生实习功能,让实习生到农村薄弱学校顶岗实习,
将农村中小学教师从岗位上置换下来参与“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研修.建立师范生实习对口

联系制度,解决实习对应的学科教师匮乏问题.改革师范生实习流程,安排师范生前期在城市优质

学校实习,后期到农村薄弱学校实习,促进城乡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动.

５ 地方师范院校理论研究与基础教育实践的对接

改革学术本位评价机制,以解决农村具体教育教学问题和引导农村教育教学改革为导向,推动

地方师范院校理论研究与基础教育实践的对接.通过科研政策激励与项目资助,鼓励高校教师针

对农村教育问题展开调研、考察、观摩、交流、试验与成果推广.通过成员之间的协议,支持中小学

教师以常态方式走进地方师范院校介绍实践经验,从而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五、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保障系统

(一)高校战略调整———“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发展的推动力量

为提升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长江师范学院将学校整体战略调整作为“UGSS
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发展的推动力量,在“教学应用型大学”办学思路的引导下,明确提出了“做精

做强教师教育”的工作重心,促进学校全面转型与工作重点的调整,为构建“UGSS教师教育共同

体”营造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在高校内部统一思想认识,推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与

发展.
(二)政府行政支持———“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运行过程中,既有契约约束,也有行政干预,而地方政府的行政

支持则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基础教育加快发展方面的

责任与权威,使其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中理应发挥行政作用,为共同体的顺利运行提供行政

支持,有利于共同体的高效运行,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合力.
(三)教师专业成长———“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协同创新的核心动力

高校教师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促进基础教育实践的职业追求、师范生的专业要求与职业规划以

及一线教师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产生的专业提升需要等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各种因素,以交

叠方式构成“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协同创新的核心动力.
(四)城乡中小学响应———“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

城市优质中小学校积极发挥教育资源的辐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加之农村薄弱学校对先进

教育理念与成功教育经验的效仿与吸收、对教育帮扶的急切渴望,是地方师范院校改革实习制度、
推动资源共享、实现共赢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也正是“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顺利运行的重要



前提.
(五)相关技术支撑———“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良性运作的硬件保障

长江师范学院注重技术开发与资源管理,通过构建“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资源信息交互系

统与教师基本技能测评系统,为师范生专业实践教学的系统化设计、专业化管理以及教学能力诊断

等提供技术保障.
(六)制度建设与经费投入———“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切实推行的基础条件

为了切实推行“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长江师范学院加强制度建设与经费投入,先后出台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管理办法»«加强教师教育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施意见»«教师

教育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计划»«师范生教师专业能力培训计划»«师范生毕业实习指导手册»等文件,
注重师资培训与信息平台的维护,累计投入经费１５００万元,用于“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运行,
从制度建设与经费投入两个方面保障“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实施.

六、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价值

(一)构建了以开放与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利用地方政府人力资源规划的权威导向力、城市优质学校教学

资源的多向辐射力、农村薄弱中小学需求的强大拉动力以及地方师范院校变革教师教育人才培养

方式的内驱力,推动教育目标个性化定位、教育资源多方面重组、课程与教学内容大幅度优化、教学

方法深层次变革,实现人才培养要素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以开放与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教育人才

培养新模式,适应了农村基础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二)开辟了地方师范院校聚焦农村教育问题、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新路径

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地方师范院开展农村基础教育研究的方式与途径,推动

了地方师范院校教师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系统性研究,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地方师范院校教师在

系统研究农村基础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了解农村地区中小学的落后面貌,目击农村教师的辛苦付

出,聆听中小学教师的强烈呼声,体验中小学教师在平凡岗位上的欢乐与幸福,感受农村中小学生

的质朴与诚恳,观察农村中小学教学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情操也得到提

升,教学改革的意识明显增强,学术研究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显著提高.
(三)拓展了教师教育共同体全面深入服务农村基础教育的功能

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成功地将地方政府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难点与师范院

校引导与服务基础教育的社会功能、师范生教学实习的客观要求和农村薄弱学校教师换岗培训的

主观意愿、师范院校教育改革的迫切愿望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教师教育实

践感知的丰富与基础教育教师教研能力的提升、师范院校实习基地建设与中小学教育资源流通融

为一体,拓展了教师教育共同体全方位服务农村基础教育的功能.

七、UGSS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成效

“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于２０１３年被纳入教育部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示范项目.随着这一项目的实施和推行,长江师范学院在教师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师范生专

业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在近３年全国学科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国家级特等奖和一等奖共计１５项;师
范生综合素质显著增强,他们在全国竞赛中获各类奖励２１１８项;师范生研究农村教育的能力明显

提升,学生主持科研课题２７４项,公开发表文章(作品)５５９篇(件);师范生投身农村教育事业热情

高涨,共有３３１４名学生到农村学校任教,占重庆农村新增补教师总数的５１．１％.师范毕业生成为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推动农村教育改革的生力军.与此同时,先后有２８９５名农村教师受益于该项

目,其中３３６名成为骨干教师,２３名成为重庆市教学名师.在该项目的推动下,长江师范学院课题



组出版了６部著作,完成了１７项课题,发表了近４０篇代表性学术研究论文.其中«西部农村地区

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创新与实践»«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西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研究»«教师基本功修炼»分别针对农村地区教师专业化发展、农村教育公平、农村教师队伍难题、农
村地区教师素质提升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与探索,为农村地区教育发展、教学改革、师资队伍

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项目带动下,“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被批准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实训

中心”被批准为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长江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级特

色专业;长江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物理学、化学、音乐学４个师范专业被批准为市级特色专业;«教
师科学素养»«人文与科学素养引论»被批准为市级精品课程;教师教育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被批准为

市级“教育学”教学团队,为长江师范学院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果在重

庆等地得以推广,并多次在各级会议上得到交流,被«光明日报»«瞭望新闻周刊»以及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官网等媒体广泛报道,得到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不同形式的肯定.此外,先后有７省市兄弟院

校到长江师范学院参观这些成果.
总结起来,在“UGS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推动下,长江师范学院通过多年的实践努力,探索出

了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了典型案例;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了贡献;强化了高校教育理论研究的应用性,为农村地区

教育改革供了智力支持;激发了高校内部人力资源的活力,为学校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奠定了

基础;积累了成功的协同创新经验,为师范院校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１]　«重庆市教师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出台[EB/OL]．(２０１１Ｇ０７Ｇ１３)[２０１５Ｇ０３Ｇ１２]．http://www．cq．xinhuanet．com/

zhengwu/２０１１Ｇ０７/１１/content_２３２０７２６６．htm．
[２]　刘志强 重庆为农村小学定向培养全科教师[EB/OL]．(２０１３Ｇ０５Ｇ２９)[２０１５Ｇ０３Ｇ１５]．http://edu．people．com．cn/n/２０１３/０５２９/

c１０５３Ｇ２１６５５７７９．html．

ConstructionandImplementationofUGSSTeachersTraining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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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GSSTeachersTrainingpattern,alsoknownas“UGSSTeachersEducationCommunity”,
referstothecollaborativeandinnovativeorganizationinitiatedundertheguidanceof“demandＧorientaＧ
tion,overallopening,deeplyessentialamalgamation”byYangtzeNormalUniversity．ItaimstoelimＧ
inatethemechanismbarriersbetweenteacherstrainingunitsandtheteachersrecruitingdepartments;
tostimulatethevitalityofeducationresourcesoflocaluniversities,countyＧlevelgovernmentsandpriＧ
maryandmiddleschoolwithintheirjurisdiction;topromotethereformofteacherstrainingmodeof
localnormaluniversitywhichisrelatedtoruralbasiceducation,andtoenhancetheprofessionallevels
ofteachersinruralareasaswell．ThroughtheplatformofUGSSTeachersTrainingCommunity,YanＧ
gtzeNormalUniversityconstructsanewteachertrainingmodeforruralareaswhichfeaturesopenness
andcollaboration,exploresanewwayforthepromotionofteachers＇professiondevelopmentoflocaluＧ
niversitybykeepingaclosewatchintotheruraleducation,andinthemeanwhileexpandsthefunction
ofTeacherTrainingCommunitytobetterservethebasiceducationofruralareas．
Keywords:UGSSteachereducationcommunity;talenttrainingmode;ruralteachers;collaborativeinＧ
novation;Yangtze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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