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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
撑”，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互动中，教育是
根基。这对教师队伍的素质、结构提出了
更高要求。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是推动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在此背景下，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高质量的
教育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建成人口规模巨
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世界一流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党的
二十大报告阐述了教师教育的工作使命，
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
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建设高质量
教师教育体系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和有
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师队伍建设和教
师教育发展受到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重
视，先后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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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重
大政策文件，启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简称“强师计划”），着重面向基础教育
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出部署。

通过这些部署，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但依然面临着高质量师资体系的
深化改革和发展需求。2021年我国各级各
类学校专任教师数量达1844.37万人，相比
2020年的1792.97万人，增加了51.4万人，
增长2.87％。庞大的师资规模及继续壮大
需求，以及教师培养层次提升问题，既是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也是高质量教师教育
的挑战。例如，根据2021年统计数据，普通
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规模分别为
660.08万人、397.11万人和202.83万人，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比 分 别 为 70.30％ 、
90.05％、98.82％，这距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义务教育专任教师中本科以
上学历比例”在 2020 年要达到 75%、到
2035年将超过95%这一指标,尚存差距。

当前，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尚不能满
足高质量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我国基础
教育师资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存在突
出的东中西部及城乡区域配置差距，此外，
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存在教师结构性缺
编，科学教师队伍远远不能满足科学教育强
国的需要。这种差异也存在于教师教育资
源配置、师范院校“师范生”的培养质量中。
这与我国教师教育体系发展存在的不均衡
密切相关，该体系仍面临提高生源质量、提
升教师教育效能、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
加强师范院校发展、完善U（高等学校）—G
（地方政府）—S（中小学校）协同育人机制、
应对数字技术等诸多挑战。建设高质量教
师教育体系，合理配置教师教育资源既是我
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内生需求，也是教育现代
化“强师”的现实需求。

师范大学是教师培养的主源头、教师
教育的主阵地。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师
范教育的投入力度，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
教师教育体系，目前有215所师范院校、
500多所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培养。针对
基础教育师资配置、教师教育资源配置短
板，国家通过“优师计划”和师范教育协同
提质计划，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本科层次教
师补充力度，加强对薄弱师范院校的指
导。同时推出加强小学音体美、劳动教育、
信息技术、心理健康、科学教师培养、“互联
网＋”创新教师教育模式等“强师”举措。

教育部2022年9月公布数据显示，我
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艺术和劳动技术课程
教师分别达到67.4万人、83.0万人和10.9
万人，较10年前分别增长55.4％、52.3％和
18.3％，表明我国在紧缺学科师资补充上取
得初步成效。同时，国家也致力于加强教师
教育学科建设，在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
校名单中，相比首轮仅2所师范大学入围，
第二轮有10所师范大学进入“双一流”建设
高校行列，且这些大学均将教育学、教师教
育相关学科列为建设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师范院校的排头兵
及“双一流”建设大学，在高质量教育体系、
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引领示范作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北师
大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给我校“优师计划”师范生的重要回
信以及“四有”好老师重要讲话精神，坚守

“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定位，发挥教师教
育特色优势，聚焦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启动

“强师工程”，实施“优师计划”“启航计划”
“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等6大计划，不断深
化师范教育改革创新，致力于培养乐教、适
教、善教的“四有”好老师和拔尖创新人才，
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及中国特色教师
教育建设方面起到了排头兵和标杆作用。

第一，创新“招生—输送”模式。2020
年，我校率先开启“优师计划”试点项目，推
出定向培养师范生的“志远计划”，按照“省
来县去”原则，面向52个未摘帽贫困县所
在省份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累计录
取1000余名学生。设立“优师”基金，定向
招收“优师计划”毕业生回校攻读教育硕
士，强化终身支持和跟踪帮扶。2020年
起，我校实施“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引导
优秀毕业生投身西部基础教育，推出就业
激励、职后支持、终身服务的全周期帮扶举
措，已选拔774名优秀毕业生投身中西部
地区基础教育一线。

第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校立足
培养高素养的“四有”好教师和拔尖创新人
才的定位，统筹励耘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和“强基计划”，深化通识教育改革，
建设教师素养类通识必修金课，构建“通识
教育＋学科专业教育＋教师职业教育”三
位一体培养模式，探索“学院＋书院”协同
育人机制。建立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
系，推动“学科—专业—课程”本研一体化
建设，以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为双引擎优
化学科专业设置，完善教材管理、选用和建
设体系，推进数字化课程建设、服务模式和
管理模式创新。

第三，开辟教育教学实践模式。我校
深化师范生见习、实习、研习模式改革，实
施“教师能力提升计划”，推进基于项目县
为基础的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教师发
展机构“四位一体”协同育人，开辟全国百
所基础教育合作学校为“第二校园”。

第四，创建特色思政课程体系。我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首批试点开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和“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课程，打
造“校级—省部级—国家级”三级课程思政

建设体系，建设全国首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研修基地。

第五，探索“互联网＋”教师教育模式。我
校面向在职教师素养提升需求，以“互联网＋
教育”行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探索“线上＋
线下”“能力＋学历”培训模式，搭建教师培训
与学历教育衔接的“立交桥”。2022年7月，我
校推出“强师在线”基础教育教师成长公益平
台，汇聚高师院校及附属学校教学科研经验，
面向全国832个脱贫县160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免费开放，目前已覆盖各地41万
名教师。启动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教
师和学校发展的“百千万计划”，拟在“十四五”
期间与中西部一百个县、一千所学校合作，培
训一万名县域“四有”好老师。

第六，构建多学科支撑教师教育学科体
系。2022年我校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高校，12个学科进入“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教
育学科跻身世界前20，教师教育特色进一步
强化。重点支持教育学等四个“培优行动”学
科，打造国内顶尖、国际领先的学科标杆。充
分发挥基础学科对教师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
用，把握教师教育学科前沿，通过教师教育特
色引领，带动多学科助推高质量教师教育体
系建设，构建多学科支撑教师教育学科体系，
完善多学科支撑师范教育的体制机制，铸就
中国教师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第七，打造师范教育共同体。我校牵头
发起教育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协同
师范8所同盟校，定点帮扶72所乃至全国更
多师范院校。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为龙头，
在全国建设15个分中心，支持地方薄弱师范
院校人才队伍、学科专业等建设，整体提高师
范教育办学水平，为欠发达地区培养高质量
基础教育教师，为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国师范院校应积
极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高质量为引领，培
养现代化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推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服务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助推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作者单位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
究中心）

以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朱旭东 刘丽莎

学习二十大精神 培养高素质教师

从教几年，我跌跌撞撞走过
懵懂的成长期，想再往前，却举步
维艰。

在引荐下，我有幸加入了华应
龙名师工作室，如今三年过去了，
我并没有获得太多高深、神秘的

“成功秘籍”，却在华老师身上、在
“化错”团队中，看到、听到、学到了
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甘坐“冷板
凳”，肯下“笨功夫”。静下心来，经
历无数次平凡、枯燥、单调，坚持做
好每一件你认为值得的事情。

还记得，毕业后再也没提笔的
我开始尝试第一次专业写作。一
篇教学赏析前后写了三个多月，在
反复修改十多稿自觉满意后，鼓起
勇气去寻求华老师指点。文章发
出后，内心焦急而忐忑，既渴望得
到夸赞，又怕自己文笔稚嫩、内容
浅显，更期待文章发表。在煎熬的
等待中，电话里传来正在度假的华
老师温厚的声音：“恭喜炉枝，看得
出炉枝用心了。”

在40多分钟的通话中，从文
章标题到结构，从观点提炼到结
尾升华，从字词运用到句式选择，
甚至文章中错漏的几个标点符
号，华老师都一一悉心修正……
回过头看，文章除了教学的片段
描述，几乎要推翻全改，可以想象
有多糟糕。后来，我才懂得，这就
是“化错”的最高境界：错而自化。

回北京后，华老师又特意寄
来书，并鼓励我：“炉枝，您主要读
得太少，多读相关章节，加强语
感”“炉枝，800＝1，读800个字写
1个字，那个字才有味道”……

从此，有片刻空闲，我不再习惯性地打开手机，而是捧读随
身携带的书，读完又去搜集相关文章来读。接下来的半年，我就
这样读读改改，改改读读。颓丧想放弃时想起华老师的教导：

“炉枝，您知道‘一万小时定律’吗？坚持！”顿时又会充满力量。
无数繁星下，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到了深夜都不自知。

最初，我是为了写作去读书，觉得不过瘾，就把学校
图书馆感兴趣的书借来读了个遍。慢慢地，阅读竟像吃
饭睡觉一样自然，以至于现在一日不读，就像忘记呼吸一
般窘迫。原来，读书也会上瘾。

在“饱读书”时，文章修改起来越来越顺手，我的第一
篇专业稿件在“十月怀胎”后，终于发表。那一天，我喜极
而泣，热泪盈眶。

此后，我爱上了写作，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类专业报刊上；
我迷上了阅读，读书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恋上了思考，各类
思维创作在课堂迸发。三年一路走来，我幸福地发现，一次
专业写作的振翅，引发了成长的蝴蝶效应。持续不断的专业
写作推动了“读”，深化了“思”，升华了“行”，为教育实践插上
了翱翔的翅膀，带我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开辟了新视界。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邮政路小学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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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融合 共建数据人才孵化新高地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与百度智能云打造产教融合新范式

整齐的桌椅、崭新的电脑、全新
的环境，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
生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前整理信
息、标注数据。这里就是甘肃省酒泉
市、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与百度智能云
合作共建的百度智能云（酒泉）人工
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

随着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与百度智
能云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深入，
2022年6月，百度智能云数据标注基
地正式落户酒泉，并于8月陆续签入
员工。

弦歌不辍，芳华待灼，念
好新时代“职教经”

构建“三循环、走企式、项目
化”育人体系，开展“2+2+1”“2+
3”中高职一体化联合培养模式，探索

“3+2”高职本科贯通育人模式，推进
全日制教学和非全日制培养、学历教
育和非学历培训有机结合，依托国家
开放大学建设社区学院，培养非学历
高素质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者……随

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黄金期”的到
来，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的职业教育体
系不断完善，办学治校能力稳步增
强，办学格局持续拓展。

建校以来，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积
极探索产教融合的教育模式、校企合
作的办学模式与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特别是甘肃省《关于整省推进
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
见》印发以来，学院更是以“双高计
划”为引领，以产教融合为载体，立
足酒泉省域副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
聚焦河西走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对外积极拓展毕业生就业渠
道，对内不断强化学生技能培训，向
企业和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为河西走廊一带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
人才保障。

2021年4月，甘肃酒泉云计算大
数据中心建成开园，意味着数字经济
成为拉动酒泉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新

“引擎”，标志着酒泉市产业转型升级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发展迈
上新台阶。为此，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聚焦区域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趋势，从区域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出
发，锚定大数据信息共享基地建设，
积极推动学院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紧
密耦合、课程结构与岗位能力需求精
准对接。

2022年3月，学院与百度智能云
签订校企共建基础数据产业产教融合
基地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建、共
享、共赢为目标，以产业基地和产业
学院建设为切入点，在专业建设、课
程开发、师资培养、技能竞赛、技术
研发、社会服务等方面建立长期、稳
定、全面的合作关系。同年6月，酒
泉职业技术学院与百度共同筹建的百
度智能云（酒泉）人工智能基础数据
产业基地在酒泉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示范区落成。

时序迭进，长风浩荡，耕
好“产教融合园”

建立“金风学院”“飞翔学院”
“敦煌种业现代产业学院”“360数字

安全产业学院”等十大产业学院，组
建甘肃省化工研究院酒泉分院、先进
技术研究院、新能源研究院等四大
产业研究院，牵头组建甘肃省新能
源职教集团、甘肃省非遗职教集团、
酒泉职业教育集团……多年来，酒泉
职业技术学院不断用实践证明，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是人才培养的

“直通车”，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
之路。

近年来，学院以酒泉市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持续深
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构建了

“产业学院+产业研究院+实训基地”
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初步探
索出一条“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多
向赋能的办学之路。

百度智能云酒泉数据标注基地的
建立，是学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深化政校行企合作的重要举
措，也是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
人，建设应用型高等职业学校的必然
要求。基地以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学院
为目标，将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化发
展、实训实习实践、学生创新创业、
企业服务科技创新功能有机结合，
是学院与百度智能云携手打造的
集产、学、研、转、创、用于
一体，互补、互利、互动、
多赢的人才培育实体平台。

基地建设是职业教
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基
础和保障，也是职业院
校提高办学质量、提升院
校形象的标志。随着百度智
能云酒泉数据标注基地的建
成和发展，学院将充分利用百
度智能云资源，推动课程内容与
行业标准、生产流程、项目开发等
产业需求科学对接，不断丰富工程案
例集，打造特色课程群。同时，为进
一步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院
将积极推进校企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促进双方在技术交流、人才培
养、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技术瓶颈突
破等方面深入合作，实现在科教融合

中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在科技合作中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另外，学院将依
托基地，开展校企导师联合授课、联
合指导，积极构建校企人才双向流动
机制，打造出一支数量充足、专兼结
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型”师
资队伍。

天道酬勤，力耕不辍，答
好育人“满意卷”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国家
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关乎教育、科技、人
才、产业各领域，具有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的战略性设计。百度智能
云酒泉数据标注基地的建成，实现了
学院与企业的无缝对接，达到了学
院、企业与社会“三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与百度智能云
的一系列合作，是“政府部门扶持+
高校牵引+百度赋能+产教融通”政、

校、行、企协同育人的有益尝试。百
度智能云酒泉数据标注基地践行“线
上+线下、实训+就业”的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采用基础知识与实战项目相
结合的形式强化技能培训，通过现代
学徒制、学生顶岗实习等多种方式畅
通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输送通道，
从而有效缓解毕业生“就业难”和企
业“招工难”的困境。截至2022年10
月，基地已培养在职专业数据标注员
超过200人。

百度智能云（酒泉）人工智能基
础数据产业基地的建设是学院引企入
校、产教融合的典型成果，帮助学院
和企业把合作的“加法”做成“乘
法”。一方面，基地为促进学院电子信
息类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供
新“引擎”。学生在基地接受“实战”
训练，随后由数据服务企业为参训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进一步强化学生的
基础数据处理能力。通过在实训基
地、合作企业和职业院校交替完成相
应课程，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基地为学院服
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新动
能。在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和百度智能

云的共同建设下，百度智能云酒泉
数据标注基地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释放数据生产要素价值，
深度参与酒泉数字经济的发

展，以数据智能赋能“数字
酒泉”战略，助力河西走

廊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直道冲刺”。

在这个职业教育前途
广阔、大有可为的新时代，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将乘势而
上、奋发进取，以实干笃行深化

校企合作，建立一批稳定、高质
量的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助推毕

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以精益求
精的育人匠心和久久为功的育人耐
心，奋进“双高计划”“技能甘肃”建
设新征程，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一流应用型人才，更好地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石忠义 赵丽萍）

百度智能云（酒泉）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

百度智能云酒泉数据标
注基地内，学生们在进行数
据标注。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