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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
历史演变、价值理念与实施策略

张 传 燧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要: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经历了从“长者为师”“能者为师”“吏者为师”“学者为师”到“专者为师”的发

展演变。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是指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能够胜

任各级各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教育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教育行政部门管

理人员。培养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是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教

育强国的基础工程,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需要。新时代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不同于传统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所呈现的封闭、独立、单一的师范教育体系,而是坚持开放、多

元、综合发展取向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新时代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应确立以学生发展为根本、以课堂教

学为中心、以学术研究为支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创新发展为动力等五大新型教育理念。在这五大新型

教育理念引领下,新时代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

树人的根本宗旨,从创生教师教育哲学、健全人才培养机制、转变人才培养方式三个方面着手,努力培养具有

社会责任感和教育使命感、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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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演变

(一)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溯源

传统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与创新型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有何异同?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弄

清楚二者的区别,首先必须弄清楚教育是否具

有专业性特征,即弄清楚教育活动的专业性,
然后需要弄清楚从事教育活动的人是否以教

育活动为专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

经历了由广泛而普遍的非职业化社会活动到

半独立的社会职业活动、再到独立的社会职业

活动、最后到社会专业活动的发展历程。相应

地,教师职业也经 历 了 非 职 业—半 职 业—职

业—专业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在原始氏族部

落时期,教育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进行的。年轻一代在氏族成员共同的生产生

活中通过耳濡目染、口耳相传、耳提面命、示范

模仿等方式,跟随有经验的长者和有专长的能

者学习并获得各种生产生活经验和技能。在

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教育逐渐从生

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专门的

教学机构———学校(庠、序、黉等),而从事教育

活动的人几乎都是由国家掌管文化典籍的官

吏担任。正规的“官学”教育活动尚未完全与

社会政治机构的政治活动分离(区别)开来单

独进行,即教育还不是一种独立的专门的社会

实践活动,教师也不是以教育为专门职业。这

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学在官府”“政
教合一”“官师合一”。在教育发展的非职业和

半职业阶段,教师的主要特征体现为“长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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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能者为师”和“以吏为师”。
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工业社会,教育进

入了半职业和职业发展时期。在封建社会,随
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学”
“校”等专门进行教育活动的机构和专门以教

育为职业的人,教师获得了独立的专门的社会

职业地位。如从春秋末年开始,我国的教育就

逐渐从社会政治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并且随

着私学的产生,专门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和专门

从事学习活动的人(即学生)出现了,如孔子、
孟子、荀子等就是以教师为专门职业的大教育

家,子路、颜渊、子贡、冉有、曾参等就是专门从

事学习活动的人。这时期教师经常由饱读诗

书、富有文化知识的人担任。“学者为师”成为

普遍现象。由于封建社会教育的政治依附性,
教师不需要接受专门的教师教育训练,尽管已

产生了“术业有专攻”那样的教师专业化思想,
但培养教师的专门机构并未最先在中国出现,
“以吏为师”的现象仍然存在。譬如,著名教育

家韩愈、朱熹、张栻、王守仁等既是教师,也是

官员。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是统治阶级的精

神支柱,学校为宗教所垄断,出现了“僧侣学

校”和“教会学校”。学校的职责除了传递文化

知识,还要进行祷告、洗礼等宗教活动。因此,
僧侣、牧师是教师的主要来源。

在近代工业社会,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教

育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
不仅要求普及义务教育,更要求从业人员在从

业之前或从业过程中必须接受一定的职业或

专业教育训练,于是从业人员的职前或职后教

育培训机构以及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在这种

背景下,教育进入了专业化发展时期,这就要

求从事教育职业必须经过专业的教育或训练。
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
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

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

练。”①近代普及义务教育运动改变了“学者即

师”的现象,不仅出现大量经过专门训练的教

师,推动了教师职业的独立和专业化,而且也

促进了近代教师教育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专
才即师”现象的出现,教师专业化由此萌芽。

1681年,拉萨尔在法国兰斯(Rheims)创办了一

所学校,用以培训基督教兄弟会成员,教育贫

困家庭儿童。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师资培训学

校,是世界上利用专门学校进行教师职业培训

的开始,也是定向型教师教育的雏形。1765
年,德国首先建立公立师范学校,标志着国家

领导和管理教师教育的开始。1794年,第一所

由政府出资创办的师范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

校)在法国成立。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和北

美的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关于教师教育的法规,
制定了教师教育的相关制度,包括中等师范学

校的设置、师资培训、教师资格证书以及教师

地位待遇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在中国,尽管教

师专业化思想萌生较早,但现代意义的教师教

育机构则建立于19世纪末。1897年,南洋公

学附设师范院,标志着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开

端。人们逐渐认识到教学是一项技术要求较

高的专业工作,不仅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还
需要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进入20世纪,教育

改革发展对教师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教师不

是任何有文化的人都可以胜任的职业,而是只

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具有专门的知识

(如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等)和技能(如课程

设计能力、课堂教学技能、班级管理技能等)、
具备教师资格的人才能胜任。这就极大地推

动了教师职业的独立化和专业化。教师是一

种专业人才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196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

议》中提出教师应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1986
年,中国试行教师职务制度,把教师视为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了不同等

级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和条件。1993年

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条明文规

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
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1]

综上所述,教育由一种社会活动发展到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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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活动,再进一步发展到职业活动,成为一

种以培养人为职责的专业活动,而从事教育活

动的教师也经历了由“长者”“能者”“巫者”(僧
者)“吏者”“学者”到“专业人员”的转变。教育

与医疗、法律一样属于专业活动,而教师则与

医生、律师一样属于专业人员,履行教育教学

职责。
(二)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演变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

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教师经历了从非职业到职

业再到专业化的发展过程。教师职业是一种专

业性强的职业。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是专

业人员,需要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与教育培养。
在教育非职业时代以及漫长的教育职业

时代,从事教育的人无需经过教育培训,而是

“长者为师”“能者为师”“吏者为师”“学者为

师”。进入教育专业化时代,从事教育活动的

人员必须经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和专门的训练,
即“专者为师”。这就是专门培养培训教师的机

构———教师学校或师范学校产生的原初动因。
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强调为社会发展服

务。工业化初期即机械化时代,社会从业人员

只需达到初等教育程度就能胜任相应的职业。
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普及初等教育,而教育专

业人才只需达到中等专业教育程度即可。工

业化中期即电气化时代,社会从业人员需要达

到中等教育程度才能胜任相应的职业。因此,
社会发展需要普及中等教育,而教育专业人才

需要达到高等专业教育程度才能胜任教育工

作。工业化晚期至信息化时代,社会从业人员

需要达到高等教育程度才能胜任相应的职业。
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普及大专教育,而教育专

业人才需要接受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才

能胜任。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急剧

变革转型中,而创新则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要

求,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2]创新是使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而生生

不息的原初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第一推动力。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迫切需要

创新教育,培养千千万万创新型人才。要实现

创新教育,就需要培养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大批敢于探索、善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教

学人员、教育管理人员和教育研究人员。进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

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伟大的时代、伟大的

梦想、伟大的目标需要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使命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培养

要求教育创新,而教育创新则需要创新型教育

专业人才。重视培养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是

教育事业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教

育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客观需要。因此,
高等学校教育学院(系)应更新教育理念,提高

政治站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适应新

时代教育创新需要的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是指高等学校教育

学院 (系)培 养 的 具 有 较 强 的 教 学 能 力

(teachingability)、科研能力(researchability)、
管理 能 力(administrationability)、创 新 意 识

(innovation)和创造能力(invention),能够胜任

各级各类教育和管理的专业人才,可称之为

“TRA+2I”人才,具体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

师、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的管理人员。其中:T(teaching)是指能够

胜任学科教学工作;R(research)是指能够胜任

教 育 教 学 相 关 学 术 研 究 工 作;A
(administration)是指能够胜任教育领导、教育

决策、教育统筹、教育协调等教育行政管理工

作。“2I”即innovation和invention,二者是创

新型教育专业人才必备的精神和能力要素。
前者指创新意识,是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发展

的需要,对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意

向、愿望、兴趣、设想等精神态势;后者指创造

能力,是人们运用一切已有的知识提出新观

念、创造新事物的能力。“TRA+2I”创新型教

育专业人才与传统的教育专业人才相比,体现

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这种高标准、严
要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层次提高。
虽然专科生、本科生仍是传统教育专业人才的

主体,但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创新型

教育专业人才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二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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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传统教育专业人才一般说来只需具备

本学科知识即可。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除了

应具备精深的本学科知识,还需具备广泛的通

识性知识、深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知识

以及丰富的实践性知识[4]。三是观念更新。创

新型教育专业人才更重视以人为本,强调终极

关怀,树立生命教育观、主体教育观、全面教育

观,注重基于个体主观能动性和学生个体差异

性的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以及基于人的社会

性的合作学习,重视发掘基于课程的文化性和

生活性的课程资源。四是素质全面。除应具备

相应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观念外,还应具备健全的

人格、更强的专业能力,因而更能适应新时代教

育改革与创新的挑战和教育发展的要求。
新时代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与传统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统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封闭、独
立、单一 的 师 范 教 育 体 系,即 由 中 等 师 范 学

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与师范大

学构成的老三级师范教育体系,相应的学历层

次分别是高中、大专和本科,它服务于中国非

普及化的教育体系;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是开放、多元、综合的教师教育体系,以师

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院校共同参与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即由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研究型

大学构成的新三级教师教育体系,相应的学历

层次分别是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它服务于中

国普及化的教育体系。第二,传统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方式是一种单一职业定向型培养方式,
其培养的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是担任中等师

范学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和师范

大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老师,或者担任中小学

校的学科教学、教学研究部门的教研以及教育

行政部门的管理等工作;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方式是一种非职业定向型综合培养方式,
其培养的毕业生具有更广泛的专业(就业)适
应性。开放、多元、综合的教师教育体系为新

时代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搭建了平台,开
辟了途径,明确了方向。

二、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理念

新时代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应确立以学生

发展为根本、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学术研究

为支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创新发展为动

力等五大新型教育理念。
(一)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办学理念

“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办学理念,是学校

办学必须确立和坚持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

根本”,简称“生本”。所谓“本”,是指基础、根
本、中心、主要之意。所谓“生本教育”理念,是
指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根

本目的。“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办学理念可

以归结为:一切为了学生,充分尊重学生,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办学应以学生为中心、为
主体,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

“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校的一切工作都

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以学生为中心来设计

教学活动,围绕学生来运转。著名的“儿童中

心主义”观点认为,学校生活的组织应该以儿

童为中心,学校的一切主要是为儿童设置的。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

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

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5]

“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学生不仅仅是学校

教育培养的对象和客体,而且是学校办学依靠

的主体。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主要是依

靠谁来完成的? 当然是依靠全体教师和学生。
教师和学生是学校办学的两个不可分离、缺一

不可、相辅相成的主体。离开了学生,不仅学

校不成其为学校,学校的教育活动也根本不可

能完成。这不仅强调学校各科课堂教学活动

是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合作完成的,而且更强

调学生在学校中的重要地位与积极作用。没

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学校不可能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实现办学育人的目标。基于

此,应当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学生作为教学活

动主体的积极作用。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强调学校办学

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是学校办学的根本目的。正确理解

“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把握学校办学方向的关

键。学生全面发展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括

知识、能力、品德、个性以及综合素质等各个方

面的发展。学校应注重从这些方面引导和帮

助学生获得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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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育人理念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学校教育主要是通

过课堂教学来进行的,而课堂教学尤其重要[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应“以课堂教学为中

心”,课堂教学应被视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其他

各项工作均应围绕它来展开并为它服务。“以
课堂教学为中心,应作为学校工作的一条重要

规律。”[7]3

首先,各科课堂教学是学校最基本的教学

工作。课堂教学就是教师和学生围绕教学目

的而展开的互动活动,亦即师生双方通过教与

学的交互行为作用于课程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学校整体工作中应当居

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其次,各科课堂教学“所产生的教育作用

最全面、最深刻、最系统,占的时间最多。一个

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主要就是由它的各科教

学质量来决定的”[7]3。课堂教学对个体的影响

是全方位的,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知识技能都是

通过课堂教学来培养的。教学互动主要是通

过师生的课堂行为来完成的。离开了师生的

课堂互动行为,教学即不复存在。师生的课堂

行为若出现问题,教学也必然会出问题。师生

的课堂教学行为直接影响着课程实施和教学

质量,最终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第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教育的永

恒主题[8]。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以课

堂教学为中心。学校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

课堂教学。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以课

堂教学为育人主阵地。
(三)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的科研理念

学术是指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学术研究

是指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社会现象、
科学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发现未知,探寻真

理,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学术研究是大

学(高等教育)区别于中小学(基础教育)和社

会其他组织机构的本质特征之一。蔡元培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①中小学注重传

承知识,而大学既要传承知识,更要创新知识,
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创造。工厂的职能是进行

物质生产,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商场的职能

是进行服务活动,为社会提供服务产品。而现

代大学则承担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五大职能,
进行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与创新,为社会提供

专业人才和知识产品。知识生产的活动就是

学术研究,而大学教师和学生则是大学学术研

究的生力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大学应当坚

持学术导向,营造学术氛围,培养师生的学术

探索精神,坚持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

人才培养。
毋庸讳言,近些年来,大学在学术研究方

面存在着世俗化、功利化、行政化的倾向。学

术研究不是为了探寻真理、生产与创新知识,
而是为了晋升职称、申报奖项,存在着严重的

“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顽瘴痼疾,败坏了学术风气,污染了学术

环境,严重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只有深

入分析“五唯”问题的根源,深化高校体制改

革,完善教育评价机制,落实具体整改措施,才
能消除“五唯”现象,才能使大学回归蔡元培所

提倡的“研究学问”的本质②,使大学师生担负

起共同“研究学术”的“天职”③。大学教师既要

注重教学,又要注重科研。教学是为了培养人

才,而科研则是为了创造知识。教学与科研相

辅相成,既有助于提高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又不断推进知识的创新和科学的发展。
(四)以能力培养为本位的人才理念

“能力本位”是与“知识本位”相对的教育

理念。“知识本位”强调以知识教学为中心,注
重系统知识传承,重视学科逻辑,重视学历文

凭,是一种传统教育理念。“能力本位”强调以

能力培养为中心,注重能力训练,重视实践操

作,重视职业体验,是一种现代教育理念。
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在行动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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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出版)332-335页。

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问之机关”,参见《蔡元

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出版)353-355页。

蔡元培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参见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出版)22-32页。



的实际本领和行为方式。当代社会是一个以

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特色、以能力为核心的

社会,能力将成为支配社会实践活动的主导力

量。因此,人们只有依靠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其

内在价值。知识经济时代突出了能力的重要

意义,对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人才培养必须树立能力为本的新理念。

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人才培养应特别

强调和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是核心能力。当代教育尤其应把

这两种能力的培养放在重点和突出的地位。
重视能力培养,尤其重视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的培养,应成为新时代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9月印

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

要求的关键能力。在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9],
并进一步指出要着重培养认知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等四种关键能力。其

中:创新能力培养要注重激发学生好奇心、想
象力和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人格,鼓励学生勇

于探索、大胆尝试、积极创新;职业能力培养要

注重引导学生适应社会需求,树立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践行知行合一,积极动

手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
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培养和

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非常重要。
当代国际教师教育的重点就在于教育专业人

才能力的培养。我国也特别重视培养教育专

业人才的教育实践能力和教育创新能力。《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及《<教
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等都把具有教育教学

能力作为教师重要的任职资格之一。目前,我
国教育专业人才队伍仍然存在能力不强、水平

不高等问题。尽管我国教育专业人才队伍数

量十分庞大,2020年底已达1792.97万人[10],
但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师在大学、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仍是少数。因此,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必须确立“能力本位”理念,以能

力而不是知识作为教学的基础,把培养学生的

教育创 新 能 力 和 教 育 实 践 能 力 放 在 突 出 的

位置。

(五)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理念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强调“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3]。以创新引领、指导、推动

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培养教育专业人才的现实

要求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中国乃至

世界都处于急剧变革中。创新是社会变革与

发展的要求,是文明进步的突出标志。一个国

家要走在世界各国发展的前列,关键在于创

新;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在于

创新。面对来自高新技术和人类社会突发事

件(如战争、瘟疫等)的挑战,只有把创新放在

首要的位置,才能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现实需

要,引领和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努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创新既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实践。创新

作为一种意识是指打破常规、突破现状、敢于

挑战、敢为人先、谋求新境界的思维。创新作

为一种实践是指针对现实情况有目的地从事

前人未曾从事过的活动,努力探寻真理、发现

新知的行为过程。创新的内容包括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等各个方面。以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

新技术,对教育观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技
术方法以及人才培养质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并催生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教育观念、新
生事 物,如 网 络 课 堂、线 上 教 学、云 课 程、

MOOC(慕课)、教育大数据,等等。
要突破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瓶颈,化解

其中的深层矛盾,实现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式

的现代化转型和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根本出路

在于创新。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巨大推动力,也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强

大动力。创新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不仅表现在

对没落社会制度的摧毁、陈旧体制的废除上,
而且表现在新思想理论的提出及其对新社会

制度的引领和推进上。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

断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激发创新活力,推
动教育改革与发展。

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

在以上五大理念引导下,新时代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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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宗

旨,从创生教师教育哲学、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转变人才培养方式三个方面着手,努力培养出

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一)创生教师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讨论的是教育的办学方向、价值

取向、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办学模式、办学途

径等基本问题。对于新时代教师教育来说,为
谁培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什么样的教育专业

人才,怎么培养教育专业人才,这些涉及教师

教育的根本问题,都属于教师教育哲学的基本

问题。前述教育理念也属于教育哲学的范畴。
具体来说,教师教育的办学方向、价值取向、培
养目标、办学模式、办学途径等,都是教师教育

哲学需要讨论并明确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强调“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

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希望广大教

师要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

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11],为教师教育哲学的

创生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1.人才培养价值取向

教师教育的基本职能是为各级各类学校

培养教育工作者,但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小学校

培养教师。因此,教师教育应当面向中小学,
坚持“为中小学服务”的办学方向,这是毋庸置

疑的。教师教育如果偏离了这一方向,就会出

现严重问题。
教师教育应当坚持“为教育服务”的价值

取向。教师教育应当改变“知识本位”“学科本

位”的价值取向,树立“教育本位”思想。教师

教育的使命就是为各级各类教育培养教师。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

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出殷切希望:全国广大

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

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12]。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

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12]教师教育就

是造就“筑梦人”的工作母机,因此应当确立以

服务教育、培养教师为天职的“教育本位”价值

导向。只有这样,教师教育才能培养出热爱教

育、忠诚教育、献身教育的优秀教师。

2.人才培养目标

为适应新时代教育变革与发展创新的需

要,教师教育所培养的新时代教育专业人才应

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的标

准,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新时代教育专业人才应具有全

面的素质、健全的人格、和谐的个性、较强的能

力。具体说来,新时代教师教育培养的教育专

业人才应达到以下人才培养目标:(1)“三爱”,
即爱学生、爱教育、爱知识;(2)“四教”,即“言
教、身教、心教、情教”;(3)“五会”,即“会教、会
管、会研、会做、会学”[13];(4)“六知”,即“精深

的本学科知识、广博的通识性知识、完善的素

养性知识、雄厚的条件性知识、娴熟的行为性

知识、丰富的实践性知识”[4]。教师教育必须突

破单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科学、合理的人

才培养目标体系,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忠诚

教育事业、综合素质全面、担当教育改革发展

使命的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

3.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推

进,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引导的网络化、智能化、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教师教育必须调整人才培

养模式,突破封闭、单一、平面、落后的传统办

学模式和办学途径,探索建立开放、多元、立
体、先进的现代办学模式和办学途径,走综合

化、多样化、立体化、智能化的道路。鉴于前些

年我国高等院校综合化所带来的教师教育被

削弱的问题,国内各地最近几年陆续新建或改

建了许多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人们似乎仍

然留恋过去师范教育的办学模式和办学途径,
这是值得商榷的。历史不可逆转,改革势不可

挡,创新才有出路。传统师范教育体系和人才

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创新型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的需要。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一碰到问题或困难

就试图走回头路、恢复过去的模式,这种思维

及做法是存在问题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只能依靠改革与创新来解决。顺应潮流才

是正确的选择。
教师教育哲学不能照搬所谓先进的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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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理论,而要注重总结我国教师教育发

展规律,注重总结提炼教师教育办学实践经

验。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和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实践,
加强教师教育理论研究,创生具有中国特色的

教师教育哲学,进一步促进新时代教师教育改

革与发展。
(二)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是适应我国教师教育

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要求,是加快实现我国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础

工程[14]。当办学方向、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明

确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运用什么模式、设
置什么课程、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和

技术来培养人才。这些就是健全人才培养机

制所要讨论和考虑的问题。健全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机制应注重改革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加强内在联系,具体包括教师教育的课程

体系、教学过程和评价方法等方面。
教师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着课程的性质和

特色。教师教育是双专业教育,即除本学科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
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专业外,还有教

育(师范)专业。传统师范教育存在所谓“学术

性”与“师范性”之争,往往重专业课程轻教育

课程、重“学术性”轻“师范性”,这种非此即彼、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极大地制约了自身的发

展和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新时代教师教育课

程改革必须抛弃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
化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课程设置不能仅从

“学科”出发,偏重本学科专业的知识逻辑和学

术逻辑,还应从“教育”出发,体现教育专业的

知识逻辑和实践逻辑,即既要注重设置丰富的

学科专业课程,又要注重设置足够的教育专业

课程;不能仅从“学术性”出发,偏重纯粹理论

课程,还应从“师范性”出发,凸显教育理论课

程。同时,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应注重合理安排

综合素养课程和实践能力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应符合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的要求,以促进学生成长和专业发展

为目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应当遵循时代性

和前瞻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统一性和灵活性、
多样性和综合性、基础性和专业性、理论性和

实践性等原则;应当制定多样化的课程实施方

案,设计模块化的课程结构,实行必修与选修

结合的选课制度以及将过程、结果和发展统一

起来的生成性教学评价制度①。
课程实施过程即人才培养过程,应当是一

个开放、多元、立体、现代化发展过程。新型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首先应注重将系统理论学习

与综合实践训练相结合,既进行本学科专业的

本体性知识学习,又进行教育学科专业的教育

性知识学习,还要进行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知识

学习;其次,应注重将学校课堂活动与社会活

动相结合,通过学校课堂活动进行系统理论知

识学习,通过社会活动进行实践能力和综合素

质训练,二者相辅相成;再次,应注重将线上教

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

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才培养突

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单一的平面模式,利用网络

技术进行的网络教学拓展了教学场域,使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教学

系统。同时人工智能为优化教学过程设计、教
学效果测评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最主要的阵地。虽

然技术革新与进步能够使课堂教学的方法与

形式现代化,但课堂教学的“属人性、为人性、
人为性”特征决定了技术永远也取代不了人。
因为:教学是属于人的,即教学的本体性;教学

是人为的,即教学的主体性;教学是为人的,即
教学的客体性和目的性。人在课堂教学情境

中的生命状态及其作用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效

果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注重课堂教学的生命

性、生 长 性、生 活 性 和 生 成 性 的 “四 生 课

堂”[15-16]是一种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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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成性评价不同于“增殖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它既注重过程又注重结果,更指向创生与发展,追求过程与结

果的统一、结果与发展的统一、单一与综合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统一,重视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三者统一,是一种“全面、全体、全程”的

“三全”整体性评价。



是培养创新型教育专业人才的有效教学模式。
第一,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师生是课堂教学活

动的主体,课堂是师生共生共长、合作互动、发
挥作用的舞台。在课堂教学中,师生的生命性

彰显得如何,直接决定其作用的发挥。第二,
课堂教学活动的目的指向学生的生长和发展。
生长性不仅意味着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
而且意味着发展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在课堂

教学中,生长性是否得到体现,直接决定着教

学目的实现的程度。第三,教育既源于生活,
又回归生活,更为了创造美好的生活;既要为

生活服务,又要引领生命的成长,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课堂教学的生活性主要表现在课程

内容上,还体现在教学目的和教学途径上。课

堂教学的生活性体现得如何,直接决定着课堂

教学的丰富程度。第四,课堂教学过程的复杂

性决定了课堂教学过程的生成性。按照量子

理论,任何事物及其发展过程都具有叠加的多

种可能性。课堂教学过程的复杂性源于课程

叠加的多种可能性。因此,课堂教学不能把某

种确定存在的状况当成唯一的状况,不能按照

某种固定的程序(计划、教案)机械地按部就

班,应当允许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随着实际

情形的千变万化而进行调整。
(三)转变人才培养方式

人才培养方式是参与人才培养过程的所

有人员在人才培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外在活

动方式。其中人员主要包括领导者、管理者和

教学者。活动方式受思想观念支配,受制度的

规范和约束。人才培养方式主要包括领导者

的管理行为方式、教学者的教学行为方式和学

习者的学习行为方式。只有这三种行为方式

相互协调形成合力,才能推进教师教育的改革

和发展。
领导者的管理行为方式,主要是指学校领

导者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行使领导职能而表现

出的组织、决策、协调、沟通、控制等外在活动

方式。学校领导者的管理行为方式因分类角

度不同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划分:第一种,从
集中与民主的角度划分为专制型、民主型与综

合型三类;第二种,从纵向与横向的角度划分

为垂直型和扁平型;第三种,从守旧与创新的

角度划分为守旧型和革新型。不同的管理行

为方式背后有不同的管理理念,受管理制度的

制约。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追

求革新的新时代,民主型、扁平型、革新型管理

行为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校领导者应当

在人本、生本理念引领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为目的,以创新为第一推动力,以人才培养

为中心,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激活各种办

学因素和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能,促进办学

目标的实现。
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和各种教

育活动来进行的。师生无疑是学校课堂教学

和各种教育活动的主体。师生教与学的行为

方式受学校文化和教育思想观念支配,受学校

教育教学制度的规范与约束。师生的交互活

动及其行为方式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学校课堂

教学和教育活动的效果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
就课堂教学而言,教师的教学行为主要包括语

言行为、书写行为、倾听行为等,具体表现为讲

解、板书、演示、表情等;学生的学习行为主要

包括倾听行为、思考行为、讲说行为、书写行

为、观看行为等,具体表现为听、想、说、记(写)、
做、看等。师生这些行为表现是否积极主动直

接影响着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效果,最终决定

着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师生应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

课堂教学的生命性、生长性、生活性和生成性,
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转变教学行为方式,充分

发挥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能,提升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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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Evolution,ValueConceptandImplementationStrategyofEducationTalentsTraining

ZHANGChuansui
(CollegeofEducationalSciences,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Educationtalentstraininghaveexperiencedtheevolutionfrom “theeldersareteachers”,
“theableonesareteachers”,“theofficialsareteachers”,“scholarsareteachers”and“specialistsare
teachers”.Innovativeeducationalprofessionalsrefertoeducationalprofessionalsatalllevelsand
varioustypeswithstrongteachingandscientificresearchcapabilities,highlevelsofeducationand
management,andinnovativeawarenessandcreativity,includingschoolteachersatalllevels,
researchersineducationaland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ions,andeducationaladministrators.The
trainingofeducationalprofessionalsgoeshandinhandwiththedevelopmentofeducation.Cultivating
innovativeeducationprofessionalsis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deepeningeducationalreformand
promoting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education.Itisabasicprojectforbuildingapowerful
countryineducationandanobjectiveneedforcultivatingsocialistbuildersandsuccessorswithall-
rounddevelopmentofmorality,intelligence,physique,aestheticsandlabor.Thetrainingsystemof
innovativeeducationprofessionalsintheneweraisdifferentfromtheclosed,independentandsingle
teachereducationsystempresentedbytraditionaleducationprofessionals.However,itistheone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thatadherestotheorientationofopenness,diversityand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Thecultivationofinnovativeeducationprofessionalsinthenewerashouldestablishfive
neweducationalconcepts:studentasthemajorsubjects,teaching-centeredness,academicguidance,
competenceorientation,andinnovationasthedrivingforce.Undertheguidanceofthesefivenew
educationalconcepts,suchcultivationshouldadhereto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adheretothepurposeofestablishingmoralityandcultivatepeople,and
strivetocultivateinnovativeeducationprofessionals withasenseofsocialresponsibilityand
educationalmission,highcomprehensivequalityandspecialtyfromthethreeaspectsofcreating
teacherseducationalphilosophy,improvingpersonneltrainingmechanismandchangingpersonnel
trainingmode.
Key words:education talentstraining;innovative developmentconcept;foster virtuethrough
education;academicresearch;teachereducation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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