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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
———基于浙江省基本经验的研究

李 志 超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5014)

摘要:教育的进步,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

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以扩充合格教师队伍为重点的院系调整时期、以发展义务教育师资力量为重点的师范

教育稳定发展时期、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为重点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时期。浙江省教师队伍之所以能

够由“弱”到“强”,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职

称结构不断优化,其关键在于围绕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活力和职业声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基于对浙

江省教师队伍建设基本经验的梳理与总结,探索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为促进我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

应注重四个方面:在坚守中创新师范精神,促进师范教育专业化;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建立“新师范”

实践共同体;加强师范教育政策扶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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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立教之本和兴教之源,正所谓“只
有最优秀的人,方能培养更优秀的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师队伍建设从

“借鉴苏俄”到“学习欧美”,再到关注本土、立
足国情,走出了一条育人模式和体制机制不断

创新的特色发展之路。教师队伍综合素质、专
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教师年龄结

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结构不断优化。

其中,浙江省教师队伍建设从专业信念、体制

机制和待遇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

新,其各项发展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2020年,浙江省小学

专任教师从7.39万人增加到22.19万人,其中

学历合格率及高学历(专科及以上)比例分别

达到100%和99.6%,生师比为16.8:1;初中和

高中专任教师分别从0.93万人和0.2万人增

加到13.31万人和7.37万人,其中学历合格率

分别达到99.99%和99.7%,初中专任教师高学

历比例为97.4%,初中和高中的生师比分别为

12.3:1和11:1[1]743-745。通过对浙江教师队伍

建设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进行梳理,总结已有

经验,有助于从总体上推进新时代我国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与创新。

一、浙江省师资培养体系的发展演进

(一)院系调整时期:以扩充合格教师队伍

为重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浙江省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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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面临学段结构性失衡、学历结构性偏

低的发展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代初

期,在全省7.39万名小学专任教师中,高等学

校毕业及肄业者的比例为0.32%,高中学历占

比仅有14.6%,多达51.38%的教师为高中肄业

及初中毕业程度;在全省0.93万名初中专任教

师中,大学毕业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6.97%,

高中同等学历者达到55.47%;在0.2万名高中

专任 教 师 中,拥 有 大 学 毕 业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35.74%,另有专科同等学历占47.98%[1]746-748。

此后很长时间,浙江省调整师范院校建制

和布局,在巩固现有师资发展成果的基础上,

改进师资培养方案,提高师资培养规格。一方

面,浙江省建立师范专科学校,填补省内无高

等师范学校的空白;另一方面,浙江省通过改

组合并、院系调整,基本完成中等师范学校的

办学格局,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办学目标和层次

逐渐明确。这一时期,不仅有以培养中学师资

为主要任务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还有以培养

小学和幼儿园师资及部分工农业余学校师资

为主要任务的中等师范教育。本着以“面向中

小学”为主的指导思想,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在

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加强师范生道德教育

和行为规范教育,注重教育实践导向。

1960年代,在“教育革命”影响下,各中等

师范院校被撤销、停办;浙江师范学院迁至金

华,开展“半工半读”教育,加强教育与生产劳

动结合。在师范院校向综合大学看齐、“文科

党校化”的办学标准影响下,课程设置取消教

育学和心理学、增加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的时

间比重、暂停教育实习,形成学校教学现场化

的办学方式[2]59-60。

(二)师范教育稳定发展时期:以发展义务

教育师资力量为重点

改革开放激发了浙江省的经济活力,经济

发展带来的社会稳定、开放和谐的良好氛围,

也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春天”。从改革开放初

期到20世纪末期,全省中小学教职工由26.58
万人增长到29.97万人[3]441-442。浙江省先后设

立教坛新秀、特级教师、功勋教师和农村教师

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表彰优秀教师,以优

秀教师为标杆,激发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

优秀教师的涌现,离不开师范教育的稳定

发展。1980年代,浙江省为适应基础教育发展

对师资的需求,坚持质量提升和规模效益并

举,积极发展师范本科,按需发展师范专科,进

一步调整、加强中等师范,引导师范教育回到

培养师资的轨道上。1990年代,全省多数中等

师范学校陆续开始推行“三二分段”制师范专

科教育,出现中等师范教育逐渐被高等师范专

科教育取代的趋势,高等师范院校综合化倾向

日益明显。在更名、升格、合并的办学调整中,

师范专科学校成为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成为师

范大学,承担师范生培养任务。全省师范教育

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以独立设置的各级各类师

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非师范类高校共同参与的

教师教育体系。

“九五”期间,浙江省师范教育在稳定发展

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形成了“4-3-3”学制(即普

通高等师范本科教育学制为4年,专科教育学

制为3年,中等师范教育学制为3年)。培养方

式上,浙江省师范教育坚持内部联合、合作办

学等形式的院校协作机制,按照“分级办学、分

类管理”的办学原则,加强职前职后联系,建设

适应本 省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需 要 的 师 范 教 育

体系[2]181-182。

(三)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时期:以提高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为重点

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全面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指明

了方向。近十年来,除小学教师拥有高级职称

的比例基本维持在54%外,初中和高中教师高

级职称比例分别从21世纪初期的14.34%和

27.25%提升到2020年的20.37%和27.50%[4]。

为了不断激励教师成长、促进其专业发展,浙

江省人民政府注重教师荣誉感的获得,对业务

水平过硬、素质高的教师授予“春蚕奖”“绿叶奖”

等称号。此外,国家级、省级名师也不断涌现。

高素质、卓越型教师的发展,带来的是教

师队伍建设从体系结构到内容方法的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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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伴随教师教育的现代化,师资培养培训

制度也不断健全。这一时期,办学体系基本完

成三级师范教育向二级师范教育过渡,中等师

范院校以合、转、撤等方式纳入其他院校。师

资队伍培养呈现出“三轨多级”格局:“三轨”指

师范院校、综合院校和职业院校;“多级”指教

师培养的学历结构呈现多层次,即小学教师培

养设有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中学

教师培养设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层次[5]。

浙江省注重职前职后一体化顶层设计,根

据基础教育发展对教师能力的需求,逐步完善

本科段“3+1”等学科专业教学与教育专业教

学分段实施的教育模式以及“4+0”主辅修教

育模式,科学处理教师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

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学科专业与教育专业之

间的关系,调整学分学时结构比例,面向初中

培养合格教师;努力实践“4+X”“4+1+2”等
“本、硕一体化”的高学历教师培养模式,面向

高中培养合格教师[6]。

二、浙江省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加强教师在职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在职教师通过培训学习,定期补充专业知

识、提升专业能力、更新教育理念,可以有力地

促进自身专业成长和发展。教师培训的内容

和模式既要适应现有的教师队伍整体状况,也

要回应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针对多年以来中小学教师学历低、教学素

养不高等“不达标”的问题,浙江省围绕教师的

教学业务开展了一系列培训。1980年代初,浙

江省主要通过短训班的形式开展教师培训,以

教材教法为重点培训内容。短训班遵循“教什

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培训原则,根据

培养对象的实际需求灵活设置培训内容,既面

向全体,又突出分类指导,讲求实效。1990年

代,浙江省通过函授、自学考试、卫星远程教育

等方式对未具备合格学历的中小学教师开展

全员学历培训。

进入21世纪,浙江省教师培训重心下移,

适应一线教育改革发展实际需要,突出重点,

呈现出集中培训、高端引领、校本研修、个体反

思等特点,不仅有面向教师全员提高培训项目

(“3333”项目)、学历提升进修项目、农村教师素

质提升项目、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省级区域

项目、师德建设项目、教师培训机构建设项目

等,还有“省级名师名校长培训计 划”(又 称

“5522”计划)以及“中小学浙派名师名校长培养

工程”“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联合培训”“中小

学骨干教师高级访问学者项目”等。浙江省教

师培训注重内容的实效性以提升教师工作胜

任力,积极探索中小学教师海外研修新模式,

拓宽教师国际视野。

2010年代,浙江省在全国率先进行教师培

训制度改革。首先,全省建立了自主选择、开

放竞争的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其次,按照“遵

循规律、按需施训”的原则,建立并实施教师培

训学分制管理制度。通过这一系统性变革,形

成了以“项目分层分类、覆盖全员全程、教师自

主选择、机构开放竞争、职前职后贯通、过程管

理智能”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教师培训制度[7]。

(二)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教师发

展活力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可以优化教师资源配

置,激发教师专业发展活力,达到人尽其才的

目的。通过实施“任命制”“聘任制”“县管校聘”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教师队伍实现了从“公

家人”到“单位人”再到“系统人”的身份转化。

为了提升基础教育水平,稳定教师队伍人

员构成,1952年以后,浙江省以“任命制”方式

任用中小学教师,公办教师被赋予了国家工作

人员的社会地位;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办理

中小学公办教师的任命、调动、考核、工资调

整、培训进修、奖惩等事项[3]145。教师以“公家

人”的身份,听从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出现,赋

予了用人单位和教师双向选择的主体性,使教

师成为真正的“单位人”。

为化解学科教师结构性缺编、超编和城乡

教师资源不均衡等问题,促进城乡教育协同发

展,浙江省打破“校籍”隔阂,于2016年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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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制度改革,实现教师

作为“系统人”的身份确认。为加强区域内中

小学教师的统筹管理,按照“以人为本、总量控

制、统筹使用、合理配置”的原则,浙江省城镇

学校教师每学年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的比例

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

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8]。

同时,浙江省注重以师德表现为重点,建立工

作绩效、能力水平与岗位要求相匹配的聘期考

核长效机制,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全省坚持用

评价指标引领教师发展,坚持分类评价的教师

职称评聘导向,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能上

能下的用人机制,逐渐打破教师聘任终身制。

(三)着力改善教师待遇,提升教师职业声望

教师职业声望影响教师职业本身的吸引

力,影响师范专业是否能够吸引优秀学生报考

并乐意从教。从显性层面看,教师的职业声望

体现在教师是否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福利;从

隐性层面看,教师的职业声望聚焦于教师肩负

的文化传播带来的荣誉感。这些投射出社会

对教师工作意义和价值的评价。

浙江省注重采用积极的教师工资制度,增

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财力紧张的背景下,政府采用以实物

(大米或稻谷)计发工资的“薪粮制”或以“折实

储蓄”为基础的工资计酬。改革开放以后,浙

江省建立起教师工资结构极差制,主要包括基

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教龄津贴、奖励工资4
部分,实行分层分类统筹管理,逐渐形成并建

立起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21世纪以来,浙

江省在教师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方面健全了工

资长效联动机制,本着“总量控制、自主分配、

合理保障、规范有序”的基本原则,将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的工资和合理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预

算,按照“管理以县为主、经费省级统筹”的实

施原则进行兑现发放[9]。

浙江省注重教师职业环境的改善,将住房

问题的解决视为教师生活安定的重要指标。

全省通过“财政补一点、学校筹一点、教师个人

拿一点”的 方 法,多 渠 道 筹 措 教 职 工 建 房 基

金[3]166。《浙江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2000-

2020年)》明确提出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适当

向教师倾斜。省教育厅有序组织开展农村小

学教师集体宿舍维修改造工程,为教师提供安

居环境。

  三、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

创新的实践路径

  基于对浙江省教师队伍建设基本经验的

梳理与总结,探索新时代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与创新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教育的重

要论述为指导,建立相应的落实机制:注重师

德师风建设,铸就教师队伍建设之魂;深化教

师培养模式改革,激活教师队伍建设之源;加

强培训体系建设,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之阶”[10]。

为促进我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坚守中创新师范精神,促进师范教

育专业化

师范精神体现的是教育工作者“何以为

师”“以何为师”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就曾经将教育者人格精神的内

核定位为“勤、慎、诚、恕”,并以此作为倡导师

范精神的典范[11]。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应传

承师范精神,在师范生培养中主动面向中小

学,坚持“理想信念作指导,专业知识强基础,

教学能力为核心,健康体魄是保障”的发展策

略,注重将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政治思想

教育和学生身心健康教育有机融合于课程学

习、见习实习、班团组织活动之中,引导师范生

在教学实践中体验和熟悉中小学办学模式、关

爱中小学生成长发展,帮助师范生增进专业认

同、坚定从教信念。

在传承师范精神的同时,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对师范精神应有所创新。师范精神不仅

是要求职前教师应具备的人格精神,而且还是

指向在职教师终身发展的专业精神。师范精

神不仅应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示范”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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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体现在教学名师对普通教师的“示范”活

动中。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应重点面向农村、

海岛和山区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在教学观

摩、帮扶结队的活动中,教师分享彼此教育理

念和实践经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进一

步提升专业发展能力,有利于教育均衡发展。

无论是教学名师,还是普通教师,都能够在其

中感受到作为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增强其责任

感和使命感。

(二)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建立

“新师范”实践共同体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母机”。

只有教师教育改革优先于基础教育发展,才能

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从扩充合格教师队伍

到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从以提高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为重点的教师队伍建设到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这一系列变化与发

展反映了教师队伍建设在数量与质量、规模与

结构、速度和效益之间渐进式演变的过程。在

师资培养培训的结构布局中,在兼顾师范院校

区域结构性布局均衡、学校办学发展定位的基

础上,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坚持“两并一改

一转”的发展路向。“两并”,是指中等师范学

校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并入高等师范院校和非

师范院校;“一改”,是指中等师范学校改为教

师进修学校;“一转”,是指中等师范学校转办

普通高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以高等师

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支持、高校与中小学校协同联动

的“新师范实践共同体”,推进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建设。

在优化师资培养培训布局的同时,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招

生制度改革,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促进学科结

构均衡,弥补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缺编问

题。首先,继续推行“面向农村,定向招生、定

向分配”的师资培养方式,进一步充实农村教

师队伍;其次,注重通过提升农村教师待遇,尤

其是提高农村特岗教师的津贴标准,健全并落

实社会保障,使农村教师能够安心从教;再次,

扩大“县管校聘”的改革试点,进一步优化教育

治理体系,创新教师队伍管理方式,以解决学

科教师结构性缺编和超编问题。

(三)加强师范教育政策扶植,提供必要的

政策保障

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封闭、趋同,限制了

师资培养的发展。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开放办

学模式,使得教师之间相互竞争,加大了师资

队伍的不稳定性,使未来教师在校学习期间就

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严重消

解了教学的专业性,难以进行情怀培养。对

此,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应进一步明确教师教

育、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

市场,是因为竞争的价值和美德可以被用做提

高效率的能量,可以被用做推动进步和发展的

催化剂,更可以被用做向服务和使用者提供选

择的一种机制”[12]261,市场则需要制度来保证

和规范竞争,更需要政府保障市场赖以生存的

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进而言之,“当市场力量

的产出与社会的基本价位冲突过于尖锐时,政

府可以提供必要的补偿”[12]262。

政府部门对教师教育的“干预”是有选择

的,以引导为主、强制为辅。首先,从招生培养

来说,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待遇保障,

增加师范专业的吸引力,使更多的人报考师范

专业。这样的优惠和保障旨在激发学生学习

成长的潜在动力,而不是降低招生门槛。其

次,积极做好毕业生就业引导工作,消除就业

政策限制,方便师范生和用人单位通过人才市

场进行双向选择。最后,通过成立省级教师教

育质量监控中心,形成省、市、县、校四级教师

专业发展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师资培训管理。

(四)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社会

影响力

良好的教师形象塑造,有助于提升教师的

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范生加入到教

师队伍,激发在职教师工作热情,有利于全社

会真正认识教师、理解教师。因此,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应注重教师荣誉制度的可操作性,

从评选对象、评选机构、评选时间、评选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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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将其制度化,并辅以奖章、荣誉证书和专

项资金等形式予以奖励。荣誉评选既要关注

具备专业引领力的高层次人才,又要关注潜心

教书治学的一线教师;既要注重教师专业发展

能力,又要注重师德师风建设,使教师在工作

中真正享有获得感和成就感。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抓住技术变革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拓宽媒介传播渠道,由新闻

报刊纸质媒介延伸到数字网络,通过在线教育

频道、开辟教育客户端教师版等平台,以多角

度、多方位,公正客观地实时推送教师良好形

象。同时,积极做好优秀教师推介宣传活动,树
立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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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mandInnovationonthe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
AnExplorationBasedontheExperienceofZhejiangProvince

LIZhichao
(FacultyofEducation,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Theprogressofeducationisinseparablefromtheconstructionofexcellentteachers.Thede-
velopmentofChineseteachingstaff,representedbyZhejiangProvince,hasgonethroughthreediffer-
entstagesofdevelopment.Theyaretheadjustmentperiodofcollegesanddepartmentsperiodfocu-
singontheexpansionofqualifiedteachers,thestabledevelopmentperiodofnormaleducationfocu-
singonthedevelopmentofcompulsoryeducationteachers,andthereformperiodofteachingstaffcon-
structionfocusingonimprovingtheoverallqualityofteachers.Zhejiangsteachingstaffhasbeenable
togofrom“weak”to“strong”.Theoverallquality,professionalismandinnovationcapabilitieshave
beensignificantlyimproved.Theagestructure,educationalbackgroundstructure,professionalstruc-
tureandtitlestructurehavebeencontinuouslyoptimized.Thekeyliesinitsfocusonteachersprofes-
sionalqualities,implementingaseriesofreformsintermsofdevelopment,vitalityandprofessional
prestige.Basedontheanalysisandsummaryofthebasicexperienceofteachingstaffconstructionin
ZhejiangProvince,theexplorationofapracticalpathofreformandinnovationwillhelppromotethe
constructionofahigh-quality,professionalandinnovativeteachingstaffinChina.Therefore,there-
formandinnovationoftheteachingstaffinthenewerashouldfocusonfouraspects.Thefirstisto
adheretothespiritofinnovatingteachertrainingandpromotetheprofessionalizationofteacheredu-
cation.Thesecondistotakegradualreformasthemainbodytooptimizethestructureandallocation
oftheteacherstaff.Thethirdistostrengthenthesupportofteachereducationpolicy,andprovidenec-
essarytreatmentguarantee.Thefourthistocreateagoodimageofteacherstoenhanceteacherssocial
influence.
Keywords: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teachertraining;thespiritofteachers;theimageofteachers;
“Zhejiang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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