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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教师教育”
协同育人模式及策略

付 道 明,朱 龙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510303)

摘要: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深

度合作、协同发展,对打造大湾区教育和人才高地、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都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充分运用协同理论和“互联网+”技术。构建“互联

网+”背景下教师教育协同育人模式,要以“互联网+”的思维、理念、技术、平台为依托,一方面推动粤港澳三

地区域内不同组织机构(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创新教师培养模式,推动职后教师培训

全面走向专业化。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教师教育”协同育人提出如下策略:第一,运用“互联网+”思

维,确立大湾区教师教育协同发展愿景;第二,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教师需求,实现大湾区教师教育精

准协同;第三,建立U-G-S与T-P-T协作联盟,提升大湾区教师教育协作效能;第四,推动教师教育产教融合,

培养面向未来、走向卓越的大湾区教师;第五,以数据为驱动,建立科学、连续的大湾区教师教育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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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提升

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教育事业也呈现新面

貌。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
明确提出“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

专业素质能力”的目标[1]。2018年10月,《教
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出台,提出“深化协同育

人重点领域改革……完善高校与地方政府、中
小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创建国家教师

教育创新实验区”[2]。至此,我国教师教育进入

了新的发展时期。广东省地处我国南部,毗邻

港澳,在推进与港澳教育合作、深化协同育人

方面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2019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高地,探索推动教育

合作发展,建设人才高地等要求[3]。在此背景

下,教师教育成为实现打造大湾区教育和人才

高地目标的关键,而如何实现粤港澳三地教师

教育深度协同发展,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协同”一词源于商业领域,是指不同组织

通过在思想、知识、技术和机会等方面的共享,
跨越组织边界,共同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和创

新的过程或能力[4-5]。从定义来看,协同涉及外

部要素、内部要素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关系。粤港澳三地的教师教育合作已有3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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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地在体制机制、合作方式、实现途径等方

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并取得宝贵的经验,
这极大地推动了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

到来,大湾区教师教育深度协同发展面临着新

的挑战。大湾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科技

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教育资源高效便

捷流动的局面尚未形成;教师教育深度合作协同

发展的机制仍未建立;港澳同胞对国家和文化的

认同感还有待提升。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平台,成为促进教育变

革的重要力量。“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教

育教学模式,改变了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影
响了指数级数量的学习者[6]。粤港澳大湾区要

借助“互联网+”的理念与技术优势,搭建协同

育人的桥梁,建立互联互通的资源共享新通道

与平台,开发多元混合的学习模式,构建基于

大数据的精准教学与管理体系[7]。这些变革将

有助于加强区域科技人才培养,推动教育资源

高效流动,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加快区域教

育创新发展。

一、研究述评

21世纪以来,新理念、新技术在教师教育

协同发展中得到了深度应用。美国教育部开

展了利用远程教育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

成长计划”。英国谢菲尔德教育学院开创了一

种以大学与中小学融合协作为主的中小学教

师在职研修和培训模式,旨在通过大学与中小

学的联合来促进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

提升。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团体在实践中

总结出一种独特的教师教育模式———授业研

究(LessonStudy)。“授业研究”的基本理念

是,通过授业研究活动,创造各种机会和有效

方法来丰富课堂实践、提升教学质量、改善学

校学习环境以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美国西

南教育发展实验室主持了一项关于教师专业

学习共同体的研究课题。“专业学习共同体”
(ProfessionalLearningCommunity)这一概念

便由此形成。随后,专业学习共同体在美英等

发达国家悄然兴起。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进

一步发展,世界各国出现了许多基于网络的教

师学习共同体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较为知

名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主要有:CoVis,是将专

家、教师、学生联系起来开展科学学习的共同

体;LabNet,是培养中学教师学术能力的学习

共同体。较为知名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主要

有:TAPPEDIN、TeachersNet、ILF、K12教师

频道等[8]。目前,全球又涌现了一批由现代技

术支持的教师教育协同实践项目,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现代技术支持的教师教育协同实践项目(部分)

典型项目 性质 简介 启示

英国:教师学习设计环境支撑项目
( Learning Design Support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and
Lectures)

职 后 教 师 协 同
学习

以在线学习系统为支撑,建立
全英教师在线协作共同体,学
习设计理念与方法

应用有效的协作学习平
台,为教师间协作提供良
好的环境支撑

芬 兰:教 师 终 身 服 务 计 划 (In
Service Training for Teachers
Projects)

职 后 教 师 终 身
学习支持项目

支持教师通过邮件或聊天等
方式进行讨论、协作,解决教
学中遇到的难题

建立一套支持系统,帮助
教师在遇到问题时,能找
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日本:基 于 协 同 学 习 的 教 育 改 革
(Based on collaborativelearning
EducationReform)

职 前 师 范 生 协
同培养

将教师、家长、市民等力量引
入师范生培养中,以此促进学
生学习

激发学校内部的变革动
力并为学生高质量的学
习奠定基础

芬兰:构 建 新 型 学 校 社 区 项 目
(InnovativeSchoolCommunity)[9]

中 小 学 教 师 与
大 学 研 究 员 协
同合作

通过基于设计的研究范式,教
师之 间 协 同 研 究 如 何 应 用

ICT促进学校发展

以研究项目、研究主题形
式推动中小学教师与大
学研究者协同合作

美国:密西西比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ProfessionalDevelopmentSchool,
PDS)[10]

职前职后协同
以6C模型为基础,加强大学
与中小学合作,推进师范生培
养和在职教师培训

加强教师教育生态意识、
做好基础设计、强调教学
实践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协同创新

发展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基于协同理论

在湾区的粤、港、澳三区域之间实现教师教育

的协调发展;二是基于协同理论在区域内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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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职前职后教师教育的协同发展。总之,粤港

澳大湾区教师教育的协同创新发展就是要协

同多方力量完成师范生培养和在职教师培训

的任务。协同,能激发组织能动性,推动资源

共享,从而为系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帮

助[11]。目前,推动教师教育创新、培养优秀师

范生、助力在职教师专业发展,已受到各方重

视。纵观已有文献和实践,当前教师教育协同

模式可分为两类,即职前职后协同与区域内外

协同。职前职后协同以培养优秀教师为目的,

对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进行全过程整体设

计,以建立相互衔接、各有侧重的教师教育协

同模式为重点。实践中,中小学提供实践场所

与机会,教师结合实践指导师范生。同时,中

小学吸收和应用高校的教育科研成果,推动教

师职后发展。职前职后协同发展受到全世界

教育学界关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实践模式。

美国社区学院创新了教师教育模式,采用“2+

2转学模式”“社区学院中心模式”“网络在线教

师资格证书模式”等,通过发挥灵活育人模式

的优势和建立高校-中小学联动机制,培养出了

大批高素质师范生[12]。英国高校采用“教师伙

伴学校(TeacherPartnershipSchools)模式”,

通过建立与中小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打通了专

业学习、职业教育、在职培训三个环节,提升了

人才培养质量。德国向来重视师范生的培养

与选拔,师范生不仅要完成课业任务,还要深

入中小学进行职业实践,并接受严格的理论考

核和职业实践考核。

综合上述分析,进入“互联网+”时代后,

粤港澳大湾区的教师教育面临着新挑战和新

机遇,如何发挥“互联网+”优势促进大湾区教

师教育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粤港澳大湾区 “互联网+教师教

育”协同育人模式

  (一)协同育人模式结构

1.协同目标

在《纲要》的指引下,以“打造教育和人才

高地”为目标,以“互联网+”的思维、理念、技

术和平台为依托,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区位优势,破解粤港澳三地协同难题,开展粤

港澳教师教育合作办学,共建教师教育学科、

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加强粤港澳三地在师范生

培养、课程开发、师资建设、科研合作、成果转

化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助力教育现代化建设。

2.协同要素

粤港澳三地虽然地缘相邻,但是社会制度

迥异,教师队伍建设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协同

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

来,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合作经历了从广东

本地教师到港澳地区单方面访学,到粤港澳三

地“走出去”“请进来”双向流动,再到成立泛珠

三角区域教师联盟的发展过程,这为进一步开

展粤港澳间的双向教师教育合作与交流奠定

了良好基础。

从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的区域协同来

看:一方面,区域内的协同涉及政府、学校、行

业和企业等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区域间的协

同涉及粤港澳三地体制机制、教育政策、教育

资源、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

从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的职前职后协

同发展来看:一方面,职前教师培养协同涉及

粤港澳三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师德建设、教

学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式、支持服务等多个

要素的协调;另一方面,职后教师培训协同涉

及粤港澳三地大学、中小学以及政府管理部门

之间的合作。

3.构建“一心、两体、四翼”的“互联网+教

师教育”协同育人模型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协同发展

目标和要素的分析,本研究基于系统理论、协

同创新理论、合作理论,以及教师专业发展需

要,提出了基于“一心、两体、四翼”的“互 联

网+教师教育”协同育人模型,具体如图1所

示。“一心”指以“互联网+”为核心,“两体”指

以“教师教育区域协同”和“教师教育职前职后

协同”为主体,“四翼”指“区域内协同”“区域间

协同”“职前培养协同”“职后培训协同”。整个

模型是以“互联网+”思维、理念、技术、平台为

03



依托,以实现教师教育区域协同、教师职前职

后深度合作为目标构建而成的。在区域内协

同发展方面,粤港澳三地区域内的政府、学校、

行业、企业等不同组织机构之间加强深度合

作,可以实现政策、人才、技术、资源等教师教

育要素的协调统一,从而发挥合力实现教师教

育效果最大化。粤港澳三地开展区域间协作,

要发挥香港、澳门高校学科优势,尤其是要借

鉴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方面先进

的研究成果,推动教师教育人才交流与合作的

发展,以实现粤港澳三地教育资源共享。在教

师教育职前与职后协同发展方面,粤港澳三地

的高校要创新师范生培养模式、加强师德建

设、改善教学环境、扩大学习资源、变革学习方

式、创新支持服务,以发挥师范生培养各要素

协同作用的功效。在教师职后培训方面,还要

完善UGS与TPT协同育人机制,即协调好政

府教育信息化管理部门或教研主管部门、大学

研究者和中小学校间的协同,以及教育理论、

教育实践和教育技术间的协同,以推动职后教

师培训走向深入,从而助力教师专业化发展。

图1 “一心、两体、四翼”的“互联网+教师教育”协同育人模型

  (二)建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粤港澳

大湾区教师教育创新体系

建立深度合作、协同发展的教师教育创新

体系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目标的重要一

环,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

举措。粤港澳同胞可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教

师教育深度合作、协同发展的机遇,获得优质

教育,从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打造大

湾区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型人才聚集新高地,

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和文化认同感,构建跨境

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

定的局面并推动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让港

澳同胞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这便是

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深度合作、协同发展的

重要价值。

“互联网+”为湾区教师教育协同发展注

入了核心动力。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

《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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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支 撑 体 系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意见》提出,我国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化为主导,面向

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

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

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13]。在此政策背

景下,我国教育界有必要在“互联网+教师教

育”协同发展方面持续发力:(1)推动湾区教育

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推动建设连接全国各级

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教育专网,建立内地与

港澳间高速互联网络;(2)推动各级教育平台

融合发展,建立大湾区“互联网+教育”大平

台;(3)充分发挥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功能,实现教育资源的高质量供给;(4)提升大

湾区学校智慧校园建设水平,实现物理空间与

网络空间融合;(5)发挥信息技术在教学、研训

中的作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6)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安全管理,促进

教育信息化健康发展。

总之,“互联网+”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平

台将带动大湾区实现教师教育协同育人观念

与模式的创新:使单一协同迈向全方位协同;

使浅层协同迈向深层协同;使线下协同迈向线

上线下混合协同;使“校-校”协同迈向“政-产-
学-研”协同;使传统经验式的结构性评价迈向

数据导向的过程性精准评价。

(三)打造“两体、四翼”教师教育协同创新

新格局

1.区域内、外教师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协

同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完善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

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影

响社会 稳 定 和 长 远 发 展 的 深 层 次 矛 盾 和 问

题[14]。教育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黏合剂、蓄

水池,其中教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要。教师教育

问题已成为影响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之一,因此,解决教师教育问题是破解当前大

湾区发展不协调难题的关键。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教师教育者

应积极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大湾区教师教

育协调发展的路径,这也是新时代赋予教师教

育者的使命。

发挥“互联网+”优势,促进区域教师教育

均衡发展、协同创新,各组织机构应着力从五

个方面入手。

第一,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协

同创新科研平台,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教师

交流机制和学术交流机制,支持教师互访和交

流活动。第二,依托“互联网+”技术,探索建

设互联、互通、共享的教师教育优质资源平台

或中心,开发和完善线上线下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展教师继续教育。第

三,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优质资源优

势,打造湾区基础教育服务高端平台和广东基

础教育高端智库。第四,实行线上线下高校教

师教育课程学分互认制度,共享大湾区高等院

校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助力教师职前培养。第

五,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教师教育研究,借助云

计算、数据挖掘、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开展基于

大数据的教师教育研究,解决教师教育协同创

新中的重大问题。

2.教师教育职前职后联动与协同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教

师教育职前职后联动与合作历经了试验探索、

全面发展和深化拓展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

段,从1984年至1995年前后,广东本地教师以

“走出去”的方式到港澳地区访学交流,这一时

期形成了粤港澳教师教育合作单向流动的特

点;第二阶段,从1995年前后至2004年,大湾

区教师教育合作在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和办学

组织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走出去”和“请进

来”的双向互动与交流成为常态,形成专科、本

科、研究生教育等多种办学层次联动,以及函

授、全日制教育、在职培训等多种教育形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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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特点;第三阶段,从2004年至今,随着内陆

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庞大的市场效应对港澳

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跨区域的教师教育联盟

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多维互动、职前职后联动

发展使得粤港澳三地的教师教育在高等教育

领域、基础教育领域,以及在与当地政府和行

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中,都得到不断深化和

拓展。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职前职后

联动与协同创新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构建新型的教师培养模式和智慧育

人模式。围绕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现

代化的时代新要求,立足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时代新使命,粤港澳大湾区的教师教

育要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构建职前职后贯通体

系,探索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型教师培

养模式和智慧育人模式。粤港澳大湾区教师

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实现三地区域间的平

台协同、资源协同、管理协同和机制协同,以及

职前职后有机衔接,从而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

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以及积极开展

有效的教育教学。第二,建立协同培养机制。

成立高等学校与中小学协同开展培养培训、职

前职后相互衔接的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与

专业化发展中心,着力推动由规模结构、目标

导向、课程设置、资源建设、教学团队、实践基

地、职后培训、质量评价、管理机制等各个环节

构成的全流程育人体制机制的建立。地方教

育主管部门要鼓励和支持高校之间开展交流

与合作,通过交换培养、教师互聘、课程互选、

同步课堂、学分互认等方式,使粤港澳大湾区

的师范生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第三,建立

教师教育师资共同体。可以采取高校教师教

育者与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教育者与企业人

员双向挂职、兼职等方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高校与中小学教师、企业人员之间的双向交

流。还可以充分发挥教研员、学科带头人、特

级教师、高技能人才在师范生培养和在职教师

常态化培训中的重要作用,打造教师教育师资

共同体,如组建中小学名师工作室、特级教师

流动站、企业导师人才库等。

  三、粤港澳大湾区 “互联网+教师教

育”协同育人策略

  (一)运用“互联网+”思维,确立大湾区教

师教育协同发展愿景[15]

教师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实现系统

内部各要素高度协同,建立协同发展的愿景显得

尤为重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推动了

“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与创新,也加速了“互联

网+”思维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思维

包括跨界思维、平台思维、数据思维与用户思

维[16],体现出跨界、开放、共享、数据导向的鲜

明特征。

具体而言,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教师

教育协同发展愿景,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运用平台思维,打造教师教育生态

圈。将平台思维融入教师教育生态圈的理念

中,有助于为教师教育宏观的顶层设计、中观

的政策推进、微观的底层教学活动提供更系

统、全面的思考与决策。第二,运用跨界思维,

联结教师教育生态系统各要素。教师教育生

态系统结构复杂、要素众多,各要素之间难免

存在制度性壁垒。运用跨界思维,可以破除教

师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壁垒,实现各要素间的联

通,这是教师教育发展的关键。跨界融合的形

式包括行业、企业与教育的融合,学校与其他

机构间的融合,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学科课程

间的融合,等等。跨界融合可以带来教师教育

的颠覆性变革。第三,运用数据思维,提升教

师教育的针对性。舍恩(DonaldSchon)指出:

“数据思维是一种意识,能为问题解决提供精

准的答案。”[17]在教师教育的全过程中,教师运

用数据思维,可以有效搜集、掌握、处理、应用

数据,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分析学情、诊断问题、

施行决策提供支持。第四,运用用户思维,强

化“以人为本”理念。用户思维可以增强用户

意识,而用户意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教师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教师教育协

同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个体获得提升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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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无论数据有多么复杂,都要坚持用

户思维,这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二)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教师需

求,实现大湾区教师教育精准协同

传统的教师教育存在过程管理和决策经验

化、学习与培训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设计、职前

职后协同程度不高等问题。在“互联网+”时代,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数

据化、智能化特点进一步显现,教师教育也逐

步向智慧教师教育模式转变。政府、学校、行

业、企业等不同组织机构可以依托智慧教师教

育平台,获取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大数据,

通过分析数据深度挖掘教师职前职后需求,从而

实现精准协同,助力教师教育发展。

大数据对教师教育的支撑作用可从教师

教育内部和教师教育外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从内部看,主要利用大数据的预警性、预

测性、共享性和动态性等特点[18],为教师教育

提供全面、真实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深入挖

掘,教师教育实现了学习问题从经验诊断到数

据诊断、学习资源从经验推荐到个性化定制、

学习内容从经验设计到精准设计、学习路径从

统一化向个性化的重大转变。从外部看,各方

组织机构依托教师教育平台生成的大数据,通

过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可以较容易找到教师教

育存在的问题。大数据平台还会针对问题推

荐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有助于为决策者提供有

效的支持和发挥各协同部门的优势,从而实现

精准协同。

(三)建立U-G-S与T-P-T协作联盟,提升

大湾区教师教育协作效能

针对教师教育过程中相关部门协同程度

不高、协同效果不佳等问题,本研究提出建立

U-G-S与T-P-T协作联盟的构想,以加强高校

(university)、政府部门(government)、中小学

(schools)之间的协同,由此发挥各组织机构的

特色与优势,打破教师教育理论(theory)、实践

(practice)、技术应用(technology)之间的壁垒。

建立基于“大学-区域教师发展中心(教育主管

部门)-中小学校”(U-G-S),以及“理论-实践-技

术”(T-P-T)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可以推动各

组织机构开展深度合作,以及联合开展理论、

技术、实践项目攻关,使教师教育诸要素与资

源从孤立、分散、封闭的状态向汇聚、融合与开

放的方向转变,形成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设

备等创新要素的有机结合、合理流动和共享利

用的新机制,共同实现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实

践中,可发挥“互联网+”优势,通过推广名师

课堂、企业课程进高校、高校名师进中小学等

形式,建立起主题协作式、定点协作式、捆绑协

作式的协同模式,提升教师教育协同效应。例

如:东北师范大学充分发挥高校、政府和学校

的主体性,落实师范生基础实习与应用实习相

结合、大中学教师双向挂职、“名师工作坊”引

领在职教师培训、技术平台对接大中小学课堂

等措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教师教育协同创新

发展[19]。

(四)推动教师教育产教融合,培养面向未

来、走向卓越的大湾区教师

以产教融合创新教育是解决教育中重理

论、轻实践,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的重要

举措。美国首创了产学研合作模式———“硅谷

模式”。随后,这一模式逐渐成熟,并获得了广

泛应用。其中,较为知名的合作模式包括:美

国企业孵化器模式(IncubatorModel)[20],英国

剑桥科学公园模式(CambridgeSciencePark

Model)[21],日本企业、大学和政府三方协同模

式,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模式(TAFE),德国

弗劳恩霍夫模式(FraunhoferModel)。我国也

极为重视推进教师教育与产业、行业融合,以

实现教师教育的创新发展。2017年1月,国务

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

出要“把办学模式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

来”[22]。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高校联合

企业设立产业学院,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

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多种方

式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

程设置、实习实训,支持将企业需求融入人才

培养环节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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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推动教师教育,应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创新学科专业建设。以教师教育产

业学院创建为依托,整合高校、行业、企业特色

资源,共同拓展教师教育相关学科发展领域,

发挥技术优势,构建群落式专业建设模式,打

造专业特色。第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高校

要结合行业、企业最新发展趋势和需求来制定

人才培养标准,推动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

改革,强调实践与创新。第三,创新教学环境

与资源建设。根据专业培养标准和实践教学

特点,高校要与企业合作共建技术含量高、具

有真实(仿真)职业环境感的智能实验室、智慧

教室。第四,创新教师教育课程建设。高校要

结合技术发展和学习趋势,建设模块化、实践

性强的教师教育课程,以满足不同的学习需

求。第五,创新师资队伍建设。高校与企业要

建立灵活的人才培养、引进和任用机制,加大

“双师型”教师的聘用和培养力度。

(五)以数据为驱动,建立科学、连续的大

湾区教师教育评价机制[24]

科学、规范的评价是推动教师教育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当前,教师教育评价大多采用记

学分学时、检查培训笔记等方式。这种评价方

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教师教育效果,但

由于缺乏客观的数据支撑和深入的效果分析,

评价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其激励、诊断功能。

以数据为驱动,建立科学、连续的教师教育评

价机制有助于深度挖掘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系统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

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实践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依托智慧教师教育大数据平台可以

不间断、连续地获取教师职前职后学业及工作

数据的功能,将数据应用贯穿于教师职前培养

和职后培训全过程。第二,重点关注数据的挖

掘与应用,作出实时诊断和评价,从而实现适

时调整的动态化管理。第三,引入“学校+第

三方机构”评价模式,提升评价的客观性[25]。

从协同视角看,教师教育评价主体具有多元化

特点,如果单纯从学校视角进行评价会使评价

的客观性、科学性大打折扣,无法有效地发挥

评价的作用。因此,可采用引入“学校+第三

方机构”的评价模式,由学校方对教师教育效

果作出诊断,由第三方机构对各机构、单位间的

协同过程和结果作出诊断,再将两方的评价结果

结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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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EducationModelandStrategiesof“Internet+TeacherEducation”
in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

FUDaoming,ZHULong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GuangdongUniversityofEducation,Guangzhou510303,China)

Abstract:Teachereducationisthedrivingmachineofeducationandthepowersourcetoimprovethe
qualityofeducation.Strengtheningthein-depthcoordinationandsynergisticdevelopmentofteacher
educationin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isofgreatvalueandsignificanceinthe
realizationofthestrategicgoalofcreatingahighlandofeducation,andtoachievenational
developmentgoalsintheGreaterBayArea.UndertheguidanceoftheeducationtheoryofXiJinping
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theconstructionofGuangdong-
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shouldbebasedonthesynergetictheoryand“Internet+”
technology.Tobuildacollaborativeeducationmodelforteachereducationinthecontextof“Internet
+”,weshouldusethethinking,concept,technologyandplatformof“Internet+”topromotethe
collaborativedevelopment of differentfunctionalsectors (government,schools,industry and
enterprises)inGuangdong,HongKongand Macao,andinnovatetheteachertraining modelto
promotetheprofessionalizationofpost-serviceteachertraining.Basedonthecollaborativemodel,
somestrategic suggestions of “Internet + Teacher Education”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or
Guangdong,HongKongandMacaoareputforward:Firstly,“Internet+”thinkingshouldbewielded
toestablishavisionforcollaborative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intheGreaterBayArea;
Secondly,theyshouldapplythebigdatatodeepminingneedstofacilitatetheaccuratecoordinationof
teachereducationinDawanDistrict;Thirdly,U-G-SandT-P-Tcollaborationallianceshouldbe
establishedtoimprovecollaborativeeffectivenessofteachereducationintheGreaterBayArea;
Fourthly,theintegrationofteachereducationindustryandeducation,andtrainfuture-oriented
outstandingteachersshouldbepromotedintheGreaterBayArea;Fifthly,adata-driven,scientificand
continuousevaluationofgreaterBayAreateachereducationshouldbeconstructed.
Key words: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Internet + Teac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veeducation;high-qualitydevelopment;teachereducation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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