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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强国的
价值逻辑与行动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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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式新师范内嵌“中国式”“师范”和“新”三个基本变量。其中,“涵养德行”系中国式新师

范的“中国式”品格,“育师之元”构成了中国式新师范的“师范”本真,而“数字赋能”则是中国式新师范的

“新”样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拓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革新教

师教育“中国标准”,体现了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深邃思想和鲜明的价值逻辑。然而,中国式新师范尚处于

初级阶段,在助推教育强国建设中面临诸多挑战。为此,中国式新师范需要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

“师范精神”,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性;升级中国式新师范的“教育性能”,增强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

贡献度;打造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牌”,提升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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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做出明确部署,并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
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1]。要实现这一跃升和质变,教师队伍是关键。

其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就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凸显教师队伍

建设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优先地位。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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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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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体系”[2],为新时代中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方向引领和根

本遵循。在建设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中,师范院校作为通联教师教育机构的“立交桥”和“连心

桥”,其神经中枢与引领范导功能尤其明显。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

计划》,要求“强化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3],吹响了新时代“强师兴教”的集结

号。从此,建设中国式新师范成为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疑,建设中国

式新师范既是破解我国教师教育发展难题的重要之举,更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之策。

一、中国式新师范的本质意蕴

“新师范”的概念并非首次提出。早在1926年陶行知先生就提出“新师范”这一命题,倡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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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自新”“常新”“全新”为精髓的“新师范教育”[4]。然而,新时代的中国式新师范绝非一种表

述形式的简单翻版,而是蕴含中华德行、师范本真、时代特征的师范教育体系,内嵌“中国式”“师

范”“新”三个基本变量。

(一)“涵养德行”: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式”品格

西汉末年,杨雄在《法言》中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5],首次将“师”和“范”关联起来,强调教

师要在知识和德行上成为人的表率,但将“师范”一词连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东汉大儒赵壹《报皇

甫规书》中的“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6],意指教师应该成为人们学习和师法的模范,要求教师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7],做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8]。可见,“德行”自古就是中华师范的精神

内核,表征着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式”品格。

中国式新师范作为一种新型“教师教育范型”,着重涵养师范生德行,强化“中华师范精神”,

具有理想化教师人格形象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式新师范承载着“中国君

子”的人格形象,是“世界中、历史中的先进中国人”,具有“博学于文”的才学、“无终食之间违仁”

的品德、“游于艺”的雅趣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是韦伯所谓的“伦理先知”与“楷模

先知”的共同化身。其次,中国式新师范内含“经师”的专业素养,是通达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

识、教育专业知识的“现代中国人”,具备持续的、积极的学习态度以及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教学能

力,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的专业见解。再次,中国式新师范彰显“经师”与“人师”的高度统

一,内含对最崇高价值的追求与坚守,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与遵循,拥有深厚的教育情怀、卓越的专

业素养和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能够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起“民族复兴、教育强

国”的大任,洋溢着教师的“范”、教师的“样”以及教师的“气质”[9]。

(二)“育师之元”:中国式新师范的“师范”本真

师范者,师之元也。早在1922年,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师范学校的任务在于造就良好的教

师[10]。显然,培养良师是师范院校的第一要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建立

了完善的师范教育体系,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师资保障。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

务院更加关注教师队伍建设,专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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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文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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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擘画了我国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蓝图。

在此背景下,师范院校积极抢抓政策机遇,从招生、课程、教学及实践等环节全方位优化师范

生培养过程,多渠道探索师范生培养新模式。从此,师范院校纷纷回归“育师”的师范本真。2022
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再次强调构建师范院校为主体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3],力图打造

极具现代感和历史感的中国版师范教育,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量身定制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模

式。可见,中国式新师范的本质在于“师范”,归根结底在于“育师”。为此,师范院校要大力提升

其在整个教师教育系统的主体性与统摄力,将分散的教师教育力量聚合起来,增强对师范生未来

职场及职业成功的贡献度,彰显其在教师教育机体中的统整作用,着力提升教师教育“造就大国

良师”的育师功能。

(三)“数字赋能”:中国式新师范的“新”样态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11]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遵其道而利其器。中国式新师

范的关键限定词是“新”,赋予当代师范教育以新质。当前,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

正形塑着教师教育新形态。显然,“数字赋能”不仅是推动教师教育转型的关键变量,而且还深度

催生中国式新师范的“新”样态。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广泛使用,数字技术对人的智能的模拟已经达到相当先进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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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师范教育的许多简单工作都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为师范教育借力数字技术全方位拓展

师范教育发展空间和功能阈限提供了新契机。与此相呼应,中国式新师范需要换上数字化新装,

在继承传统师范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对标“数字中国”建设,研究出台与教师职业能力标准配套的

数字化教育行动纲领和实施文件[12],实现师范教育观念、制度、技术全面更新。为此,在观念上,

中国式新师范将数字技术融入师范教育各环节,促进师范教育智能化、自动化,助推师范教育与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提升师范教育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示范力与引领力。在制度上,利用数字技

术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多学科组织架构,并围绕教师教育这一主体任务创新“数字技术+师范教

育”的发展机制,搭建具有个性化、自适应性的师范生学习体系,实现师范教育专业建设、教学过

程、U—S(大学—中小学)合作等全方位数字化。在技术上,一方面,确立基于数字赋能的教师培

养环境、技术手段、理论框架、知识结构和实践场景,并通过数字技术对师范生的学情诊断、专业

技能训练、课程作业管理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等进行全新升级;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嵌入师范教

育全过程,实现师范教育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增强师范生培养的精准度,更新师范教育的存

在样态。

二、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强国的价值逻辑

教育始终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关于教育强国的内涵,程

天君教授认为,一是教育自身发展水平高,即展现为“教育”强国;二是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大,即表

现为教育“强”国;三是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强,即体现为教育强“国”[13]。中国式新师范链

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以自身高发展水平展现出“教育”强国;同时,中国式“新师范”拓宽教师

教育发展空间,以提升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来实现教育“强”国;此外,中国式新师范打造教师

教育“中国标准”,以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而彰显教育强“国”。见图1。

图1 中国式新师范与教育强国的价值逻辑

(一)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以自身高发展水平展现出“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首先表现为教育自身发展水平高,总体实力强。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

教育强国,根本在于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质量。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教

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不断提升,依靠体力劳动和低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产业模式将被具有更大发展潜力的创

新劳动和高新产业所重塑。可见,世界强国均为教育强国。当然,教育强国并不只是某一学段的

教育之“强”,而是包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的强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

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1]基础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主要缘于“基础教育既要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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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

质”[1]。同时,“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1]。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

重要标志,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范登布什等比较了教育人力资

本影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后指出,“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

增长的推动力较强”[14]。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441美元。2021年世界银行标准显

示,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在4096~12695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

家[15]。据此,我国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下限。实现这一历史

性跨越,高等教育至关重要。因此,要将高等教育发展放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格局下超

前布局、统筹推进。然而,在教育强国战略推进中,无论是筑牢基础教育这一基点,还是发挥高等

教育的龙头引领作用,均离不开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有力支撑。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

等教育,是统筹“基点”与“龙头”的关键结合点,不仅为基础教育“强师”,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而且本身也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以自身高发展水平展现出“教育”强国。

(二)中国式新师范拓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以提升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来实现教育

“强”国

教育强国不仅表现为教育自身发展水平高,还表现为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大。换言之,教育强

国必须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快变量”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党的二十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系列强国建设目标,其中教育强国排在

首位。对此,周洪宇教授认为“世界教育强国在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教育对经

济的贡献、教育对知识的贡献等层面,与其他一般国家相比较而言,均有着显著优势”[16]。

然而,教育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于教师,有高水平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中国式

新师范拓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倾力铸造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提供坚强的人

力保障,增强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一方面,中国式新

师范全程融入“教育家精神”,强化教师教育发展的“德性”空间。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

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等方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

义,为中国式新师范“涵养德行”注入新元素。另一方面,中国式新师范注重培育时代“大先生”,

拓展教师教育发展的“质量”空间。“大先生”不仅具有大道德和大理想,还需要具备大学问和大

智慧。中国式新师范遵循教师成长的内在规律,通过顶层设计、制度护航、示范引领,以“强师计

划”“国优计划”等项目为抓手,造就堪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的“大先生”。概言之,中

国式新师范把握教师教育改革的新趋势,拓展教师教育的“德性”空间与“质量”空间,培育德行高尚

的“人师”和精通专业的“经师”,以提升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来实现教育“强”国。

(三)中国式新师范革新教师教育“中国标准”,以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而彰显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教育国际影响力强。换言之,教育强国中的“强”取决于教育

综合实力。教育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其中硬实力是指财政投入、入学率、办学

条件等硬性指标;软实力则反映教育本源、本质或内在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自由、平

等、担当、激活、区分的程度”[17]。目前,我国虽然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发展

总体水平也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但与世界强国的教育综合实力相比,我国教育无论硬实力还

是软实力均存在一定差距。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强国内涵和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研究

显示,2022年教育强国指数在0.65以上(视为教育强“国”)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澳大

利亚、荷兰、瑞典等15个国家,而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得分为0.62,位列第23位[18];2024泰晤士世

界大学排名显示:中国大陆仅有7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强,且作为我国师范教育“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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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师范大学位居177位[19],我国距离世界强国的教育发展水准尚有差距。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围绕科技制高点和高素质人才的国际竞争更加激

烈。在此背景下,谁拥有教育话语权,谁就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发挥较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中

国式新师范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承担着造就“大国良师”的历史重任,通过优化教师资

格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以及教师教育质量标准,抢占国际教育话语权来彰显教育强“国”。详

言之,一方面,中国式新师范将家国情怀、行为世范、君子品性等元素纳入教师资格标准体系之

中,深化师德标准的内涵,彰显教师资格标准的中国品性,增强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

面,中国式新师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

中国风格而又不失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使传统师德、优秀师范文化大放异

彩。此外,中国式新师范从高尚德行、示范人格、乐教善教等方面综合考量师范教育的质量标准,

并将信息素养、人工智能技术等纳入质量标准体系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教师

教育质量标准,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育师特色。概言之,中国式新师范通过构建具备中国文化内

核和教师教育普遍规律的教师资格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以及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增强我国师

范教育在国际教师教育合作交流中的话语权,为世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和中国智慧,以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而彰显教育强“国”。

三、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强国的挑战

诚然,中国式新师范不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还蕴含着深厚的质量意蕴,内嵌“德行涵

养、师元本真、数字赋能”的内核表征。显然,中国式新师范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在助推教育强

国建设中面临诸多挑战。
(一)如何提升中国式新师范自身高发展水平以彰显“教育”强国

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我国师范教育被动卷入高等教育改革浪潮,缺乏充足的前期准备与

完善的制度设计,导致自身发展乏力,无力彰显“教育”强国。据2021年《国务院关于教师队伍建

设和教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国开办教师教育的师范院校207所,非师范院校489所[20],

其中部属师范大学仅有6所。此外,在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除6所部属师范大学

外,仅有4所地方师范院校入选[21]。显然,师范院校自身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其在教师教育体系

中的神经中枢与引领范导功能式微。同时,师范院校“去师范化”现象严重,部分师范院校通过合

并、升格或转制转型为综合性院校,师范教育特色被稀释,师范类专业成为湮没于众多学科和专

业中的一个类别,且日益被“边缘化”。此外,师范教育专业的生源质量不高,师范生的专业情意

不足,就业机制欠佳,较大地弱化了师范教育的吸引力。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文规定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但教师职

业的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许多期望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对教师职业望而却步,流失了相当一部

分优秀生源。即便是国家实施了“公费师范生政策”“优师计划”“国优计划”,但仍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师范教育仍然不是优质生源的最佳选择。2023年,多省师范院校招生遇冷。有

关数据显示,2023年,广西师范大学和南宁师范大学在第一、二次志愿征集中均未完成招生任

务,其中南宁师范大学需要通过第三次征集且文史类降24分、理工类降25分进行录取[22];浙江

师范大学师范专业录取位次平均下滑5144位,其中,学前教育(师范)专业下滑14859位,教育

技术学(师范)专业下滑9621位,历史学(师范)专业下滑3788位①。总体来看,除了公费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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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录取专业)



外,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普遍偏低。结果,师范教育自身发展水平受限,无力彰显“教育”强国。

因此,如何提升师范教育自身发展水平以彰显“教育”强国,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式新师

范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难题。

(二)何以利用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以支撑教育“强”国

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教育。唯有加快教育发展,培

养和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方能为

强国建设提供人力支撑。“强教必先强师,有了高质量的教师,才能有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培养出

高质量的人才。”[23]因此,“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

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1]。然而,作为师范教育“母机”的师范大学难以在造就“大国良师”中发挥中枢

作用,无法较好为强国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一方面,部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辐射面不够广,所

培养的高水平教师对基础教育关于优质师资需求而言犹如“杯水车薪”。部属师范大学在综合化

进程中,在加大非师范生培养的同时,大多采取精英化、控规模的培养模式,极大地稀释了其教师

教育含量,部属师范大学辐射引领作用不显著。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仅招收心理

学、特殊教育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公费师范生83人,约占招生计划人数的4.04%;北京师

范大学(珠海校区)招收公费师范生也只有384人,约占招生计划人数的22.39%①;另一方面,地

方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引领力不强,彰显区域示范性的使命与责任不足。有研究对16省(区、市)

教育厅基教处和师范处基础教育处处长的调查显示:认为地方师范大学培养的师范毕业生“很好

满足”本地基础教育师资需求的受询者仅占5.26%,“一般满足”需要的占26.32%[24]。此外,地

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坚守性不足,或借合并与升格之机更名为综合性院校,或保留师范之名但实

际上也在朝综合性方向办学,丢失了“师范味”,越来越远离“造就大国良师”的初心。概言之,由

于部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辐射面窄、地方师范大学教育引领力弱、地区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坚守性

差,导致在培养基础教育优质师资上乏力,难以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师资保障。因此,何以利

用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以支撑教育“强”国,任重而道远。

(三)怎样构建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标准”以昭示教育强“国”

百年来,我国师范教育“远法德国,近采日本”[25],学美国,仿苏联,转习欧美,有着强烈的外

源性色彩,因而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最基本、最关键的“德行”这一“中国品性”缺位。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始终是以“学习者”的身份出现,师范教育发展的专业化路向

不断被强化。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教师专业化浪潮中,我国教师专业化路向更加突显,出台了

一系列教师专业标准。2012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为我国教师教育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和规

范。然而,这些标准部分是以西方教师专业标准为蓝本,仅在某些技术方面根据国情进行修正,

故而在内化“中国品性”的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方面严重不足。因此,当国人对教师教育的技术

标准越来越清晰时,对教师教育的价值定位和道德信仰却日渐迷失,师范生的教师职业归属感越

来越差强人意[26]。2017年10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

出台《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以及《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从培养

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等八个方面

对师范专业建设提供建设依据。但受西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影响,上述标准的部分内容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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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效率、功用和规范,具有西方教师教育专业化特征,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中国标

准”“中国话语”等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孱弱。因此,怎样建构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标准”以此支撑

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甚为迫切。

四、中国式新师范助推教育强国的行动路向

中国式新师范作为我国新时代师范教育的新样态,须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

升级师范教育性能,打造中国式师范品牌,培养和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国良师”,筑牢教

育强国建设的人才之基。

(一)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性

《礼记》有云:“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27]中国式新师范需要中华传统师范精

神来引领,激励广大师生向着理想的教师形象奋发进取。中华传统师范精神是将中华民族的文

化精髓与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融入师范教育之中,要求“涵养德性,启迪知识,以备为人师、为人

范也”[28],凸显中国品位。归根结底,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内核是“涵养德行”,主要包括国家责任、

弘道使命与行为世范。对此,首先,涵养“国家责任”。通过大思政教育将国家精神、国家意志、家

国情怀贯穿师范教育各个环节,让造就“大国良师”或成就“大先生”成为师范教育的首要目标,使
“国家责任”成为师范生职业发展的“胚基”。其次,筑牢“弘道使命”。坚持“以最优秀的人培养更

优秀的人”的理念,打造一流的教师教育者,并以教师教育者的人格魅力提升教育“温度”,帮助师

范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师范精神”品性的熏陶与润泽,使其深刻理解教师职业的时代重任,筑

牢师范生“以文化人”的弘道使命。再次,修炼“行为世范”。坚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中华传

统师范精神,将“行为世范”融入课程体系、社会实践、学校管理以及学校文化等关键环节,使“行

为世范”深植于每一位师范生的心中,成为一种行为自觉。总之,中国式新师范需要涵养“国家责

任”,筑牢“弘道使命”,修炼“行为世范”,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将家国情怀、教育

信仰、理想人格融入师范教育全过程,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性。

(二)升级中国式新师范的“教育性能”,增强教育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

中国式新师范之“新”是一次全新换装,不仅指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形式之“新”,更在于

教育性能之“新”,意味着中国师范教育性能的优化升级。为此,中国式新师范必须从师范生专业

增值效应、职后发展两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强化师范生的“专业增值效应”。所谓“增值效应”

即师范生品格和智力培养方面的正态价值。中国式新师范要以“精品师范”建设为抓手,从教育

理念、办学思路、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全新升级师范教育系统,同时基于师范生经验、兴趣、

最近发展区等开展有“温度”的教育教学,使其在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专业学识与能力素养上实

现增值,最大限度地提升师范生专业素养,为“造就大国良师”筑牢基础。另一方面,推动师范生

职后持续发展。中国式新师范为师范生职后发展提供精心、精细、精准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赋

予学生职后发展的专业根基,如专业批判力、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力、人格力等,使之成为职后成

长的“专业基因”,尤其是部属师范大学肩负优化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更新的责任,需要

精准把握教师教育发展趋势,为师范生职后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理论指导,从而助推师范生职后

持续发展。此外,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新师范性能升级。紧密结合未来教育教学特征开设

专门的信息技术与智能教育课程,重点培养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与智能教育能力,确保他们具有胜

任并引领未来教育的行动能力;挖掘数字媒体技术,用大数据、云平台、VR技术、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武装师范生培养的全过程,在“无处不在的设备”“无时不有的连接”和“无可比拟的价值”

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中国式新师范的教育性能,扩大中国式新师范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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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育中的辐射力、示范力与领航力,使之成为教师教育体系的硬核与中枢,从而增强教育服务

强国建设的贡献度。

(三)打造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牌”,提升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式新师范要以“育师”为价值统摄,扎根中国大地造就“中国品性”的“大国良师”,使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9],凸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

牌”,进而提升我国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此,首先要构建教师教育“中国标准”,具体涉及三

个方面。一是健全具有中国品性的教师资格标准。借助“教师资格认定”“师范专业认证”等途

径,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和教育家精神纳入教师资格标准的关键指标,凸显

教师准入门槛的中国品性。二是建立扎根中国大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围绕培养“造就大国

良师”的目标,按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学习领域、建议模块和学分要求,将中国传统文

化的经典、礼仪、美德等充实到教师教育课程中,引导学生从中华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从中华美

德文化中涵养高尚品德和正直品性,从中华礼仪文化感悟恭敬、谦逊、礼貌的待人处世之道,从而

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话语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三是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质量标

准。建立本科层次为基准的教师教育专业招生标准,积极吸纳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学生攻读教

师教育专业;同时完善教师教育机构标准、师范生实习实践标准、教师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等。其

次要重构师范教育的“中国制造”工序,具体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优化师范生选拔程序,通过

笔试、面试、心理健康状况测试等多种方式,全面考核学生的学科知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教育

情怀、仁爱之心,全面提高师范生的准入门槛;同时实施师范生二次选择与转流机制,鼓励师范生

培养单位采取校内二次选拔方式择优选拔师范生,允许不愿或不宜做教师的师范生转出师范专

业。二是优化培养过程。通过制度设计鼓励优秀教师为师范生授课,提升师范生课堂教学质量;

同时创新教师教育U—S共生合作机制,强化师范生实践教学环节,不断提升师范生实践教学质

量和工作胜任力。

一言以蔽之,在奋力推进教育强国战略进程中,中国式新师范链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拓

宽教师教育发展空间,革新教师教育“中国标准”,铸造心怀“国之大者”的“大国良师”和“大先

生”,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此,中国式新师范一要重构“涵养德行”的中华

传统师范精神,凸显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性;二要升级中国式新师范的教育性能,增强教育服

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三要打造中国式新师范的“中国品牌”,缔造最具现代感、历史感的中国版

师范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奋楫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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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llingtheStrongCountryinEducationwiththeChineseModelof
NewTeacherTraining:ValueLogicandActionPathway

YUYinghong1,ZHANGXiang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
2.InstituteofEducation,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Abstract:The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ingincorporatesthefundamentalelementsof“Chinesestyle”“teacher
training”and“new.”Amongthese,cultivatingmoralcharacterembodiesthe“Chinesestyle”ofthenewteachertrain-
ing,whilenurturingtheessenceofteachingformsthetrueessenceof“teachertraining”anddigitalempowermentre-
presentsthe“new”aspectofthe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ing.InbuildingChinaintoaleadingcountryinedu-
cation,the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inglinksbasiceducationwithhighereducation,broadeningthedevelop-
mentalspaceofteachereducation,refiningthe“Chinesestandards”ofteachereducation,reflectingtheprofoundthink-
inganddistinctvaluelogicofpropellingtheconstructionofaneducationallystrongnation.However,theChinesemodel
ofnewteachertrainingisstillinitsinitialstageandfacesnumerouschallengesinpropellingtheconstructionofanedu-
cationallystrongnation.Therefore,the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ingneedstoreconstructthetraditional
“teachertrainingspirit”ofcultivatingmoralcharacter,highlighttheChinesecharacterofthenewteachertraining,up-
gradethe“educationalperformance”ofthe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ing,enhanceitscontributiontoserving
theconstructionofaneducationallystrongnation,establishan“efficient”brandof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
ing,enhancetheinternationalinfluenceofteachereducation.
Keywords:Chinesemodelofnewteachertraining;aleadingcountryineducation;teachertraining;teac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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