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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的精英教育思想 。 以教师

专业化为导向， 树立 “育人为本、 实践

取向、 终身学习” 的教师教育理念， 确

立教师教育的精英教育思想， 树立教师

应是 “优秀者” 的意识， 为此， 教师教

育要严把三关 ， 即师范生招生质量关 、

培养质量关和毕业质量关， 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教师教育质量， 才能为社会培养

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

教师教育的双专业思想 。 综观世界

教师教育的发展， 教师必须专业化， 也

只有专业化的教师才能够适应教育发展

的要求。

1966

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关于教师地位的建

议》， 被认为是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对教

师专业化做出的明确说明。 该建议提出：

“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 这种职

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 持续地学习获

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 它

是一种公共的业务。” 我国于

1993

年颁布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首次以立

法的形式明确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

责的专业人员”， 这里的教师专业应理解

为既包括学科专业 ， 也包括教育专业 。

因此， 教师教育必须将学科专业和教育

专业教育并重。

教师教育的发展思想。 高师院校的

师范专业发展大致经历了本专科、 硕士、

博士三个培养层次发展阶段， 这种发展

满足了培养高层次、 高素质教师的需要，

体现了教师教育高学历化的发展趋势 ；

教师教育课程大致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及其以前单一课程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课程群阶段，

21

世纪学位教育阶段， 体

现了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趋势。

教师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 加强教

师教育学科建设是实现教师专业化发

展的关键 。 因此 ， 教师教育的学科建

设理应成为高师院校学科建设的重点 。

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中不但要重视普通

教育科学建设 ， 而且要重视各个专业

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 ， 这对于培

养各师范专业学生的教师素养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为此 ， 高师院校

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 ， 应该加强包括

各个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在内的教师教

育学科群建设工作 。

总之， 内蒙古师范大学在

60

年的办

学历程中始终坚持发展教师教育。 目前

学校的教师教育已发展成为由

22

个师范

本科专业，

1

个教育硕士 （

17

个方向），

1

个课程与教学论硕士 （

14

个方向） 和

1

个

心理学博士学位组成的本科、 硕士、 博

士三层次的教师培养和培训相结合的教

师教育体系。 学校形成了一套教师教育

思想： 精英教育思想、 双专业思想、 发

展思想和学科建设思想； 创建了一个教

师人才培养模式： 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 建设了一套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 普通教育理论与技术课， 学科教育

理论与技术课和教育实践课； 编写出版

了一套教师教育教材：

26

本教师教育教

材； 培养了一支教师教育队伍： 由普通

教育理论与技术类课教师和各学科教育

理论与技术类课教师组成； 建设了一个

教师教育研究平台：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

师教育研究中心。 学校已为社会培养输

送各类毕业生

17

万余人， 被誉为 “民族

教育的摇篮”。

创新教师培养模式 推进教师教育发展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发展回顾与展望

�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教师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事业母机，

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教育事业成败。 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以教师教育为重要特色的师范大学， 面向基础教育

和民族教育发展需要， 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师教育理念， 自1996年以来加快了教师教育改革步伐， 在教师教育方面开

展了一系列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绩， 形成了教师教育思想。

“九五” 时期内蒙古师范大学重点

突出师范特色， 坚持以师范生为本， 本

着 “立足师范生、 服务师范生” 的基本

原则， 通过优化师范生培养计划、 拓展

教师教育课程、 强化师范生教师职业技

能训练， 为培养师范生教育、 教学能力

进行着探索与实践。

优化人才培养计划， 拓展教师教育

课程。

1999

年学校出台的 《内蒙古师范

大学本科教学计划整体设计方案》 提出

人才培养模式为： “加强基础、 培养能

力、 提高素质、 突出特色”， 其中 “突出

特色 ” 是指突出师范特色和民族特色 ；

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必修课程包括心理

学、 教育学和教师口语； 实践课程包括

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 教育理论与技术

课 （属于通识教育课、 限选） 包括教育

科研方法， 教育统计、 测量与评价， 教

育技术， 创造学， 人才学， 学习学和大

学生心理健康； 各个师范专业开设学科

教学论 （学科教学法或学科教育学）、 中

学某学科教材分析、 学科教育技术和学

科课堂教学基本技能训练等课程。

加强师范生教育、 教学技能训练。 基

于知识来源于实践、 能力来自于实践、 素

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培养的教育理念， 学校

强调了教师教育课程的实践性内容。 为

此， 学校

1997

年出台 《关于学生的教师职

业基本技能培训考核实施办法》， 该办法

明确了师范生的表达技能、 学生管理技

能、 第二课堂教育技能、 教学工作技能和

吸收、 处理信息技能等五项教师职业基本

技能要求和培训考核标准。

1998

年学校出

台 《教育实习规程》， 该规程明确了教育

实习的三大任务： 课堂教学、 班主任工作

和教育调查。

1998

年学校出台 《基础教育

实习、 实验基地建设办法》， 该办法明确了师

范生校外教育实习、 实验基地建设任务和措

施。 这一办法一方面为师范生教育、 教学能

力训练搭建了一个平台， 同时也为学校服务

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

加强师范生教育、 教学研究习惯和能力

培养。

1999

年学校出台的 《内蒙古师范大学

关于毕业生论文工作方案》 规定： 师范本科

生毕业时必须完成两篇论文： 教育研究方面

的论文和专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论文 （毕业设

计）。 教育研究方面的毕业论文要求在教育

见习、 教育实习后撰写， 目的是要求学生不

仅仅满足于自己在教育实践中获得经验与感

悟， 而且要通过教学设计和教育教学反思，

将自己在教育实习中获得的经验与感悟提升

到理论层面， 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合。 这

样就把师范生的教育、 教学研究习惯、 意识

和方法作为了重要的培养任务， 让毕业生一

踏上教育岗位就具有一定的研究教育、 教学

问题的意识和方法， 这对教师一生的发展是

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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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实施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十五” 时期学校坚持和突出师范性， 改

革了教师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 “双学士

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即 “学科

专业教育

+

教师教育” 的教师培养模式。

一方面进行学科专业教育

,

按照学科专业

标准执行

,

学生毕业获得相应的专业学士

学位； 另一方面进行教育理论与技术教

育

,

学习标准由课程学习提高到学位学习

,

学生毕业获得相应的教育学学士学位 。

这种培养模式不仅加强了教育理论学习

和教育能力培养， 突出了师范教育的教

育特色， 而且加强了学科专业学习， 使

学生具有了教育水平专业化和学科水平

专业化， 从而提高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程

度。 为此，

2003

年学校出台 《内蒙古师

范大学本科培养模式改革和教学计划修

订方案》， 该方案提出实施 “双学士学位

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教师教育课程

设置为普通教育理论与技术课， 学科教

育理论与技术课和教育实践课。

注重师范生实验教学能力训练 。 为

了加强师范生专业素养培养， 提高师范

生学科实验教学技能， 学校于

2003

年制

定 《内蒙古师范大学实验室设置及调整

办法》， 该办法规定： “各理 （工） 科类

师范专业均要独立设置学科教学论实验

室 ”， 为此 ， 学校相继建设了物理教学

论、 化学教学论、 生物教学论、 地理教

学论和体育教学论等实验室。 这些学科

教学论实验室为培养师范生从事中学实验设

计、 实验教学和科学探究等能力提供了平

台。

加强学科教育学课程建设。 为了确立各

学科教育学课程在各师范专业课程体系中的

核心地位， 加强学科教育学课程建设， 不断

提高学科教育学课程教学质量，

2003

年学校

制定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科教育学课程建设

与改革方案》， 该方案明确了教师职业技能

与技术训练类课程、 学科教育教学理论类课

程、 学科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类课程等三类

课程建设任务； 提出了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

和学科教育学课程资源建设内容和措施； 阐

述了学科教育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思路与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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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和完善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 学校 “十一五” 时期坚持和完

善了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开

展 “本硕连读的优秀教师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工作 ， 加强了教师教育方面专业 、

课程和教材建设。 学校制定 《关于深化

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

见》 等文件。

2010

年学校开始实施 “优

秀教师培养实验班” 改革试点工作， 印

发 《关于做好教师教育创新培养模式人

才培养方案研制工作的通知 》。 学校的

《高等师范院校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实践与研究》 被评为内蒙古自

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开展品牌师范专业和教师教育精品课

程建设工作。 学科专业建设是学校的重要

工作， 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学校

高度重视师范专业建设， 开展了品牌专业

建设工作。 先后建设了历史学专业 （师范

类）、 汉语言文学专业 （师范类） 国家级特

色专业和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师范类）、

地理科学专业 （师范类） 等自治区级品牌

专业

22

个。 学校高度重视教师教育精品课

程建设， 制定 《教育学二学位课程建设方

案》、 《内蒙古师范大学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实施办法》 等文件。 先后建设了 “教育心

理学” 等自治区级精品课程

54

门， “英语

教学论” 等校级精品课程

171

门。 通过教师

教育课程建设， 建设了教师教育课程教学

科研团队， 丰富了教师教育教学资源， 推

进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提高了师

范生培养质量。

编写出版系列教师教育教材 。 教材

建设是学校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学校高度重视教师教育教材建设 ，

制定 《关于开展教育学二学位教材建设

立项的通知》、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

二学位教材编写有关要求》 等文件， 开展教

师教育教材建设工作， 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合作出版了 《数学教学论》 等

26

部教育学

二学位教材， 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师教

育教材体系。 其中 《中学地理实验教学研

究》 和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专题》 入选 “国

培计划课程资源”， 《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与

教材研究》 和 《中学历史教材分析》 被评为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政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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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教师教育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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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教师教

育专业化发展

我们对教师教育的

几点认识

学校 “十二五” 时期， 进一步推进教

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加强教师教育

学科专业建设， 全力打造师范专业优势学

科专业群， 进一步强化教师教育实践环

节， 突出师范生教育、 教学能力培养。

坚持双学位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贯彻落实

《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的意见》 和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精神， 为此， 学校制定 《教育学二学位人

才培养方案》 （

2012

年版） 和 《内蒙古师

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工作

的意见》， 以期进一步创新教师人才培养

方式， 加大教师教育投入， 不断完善教师

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强化教育实践环节 ， 加强师范生教

育、 教学能力培养。 加强师范生教师职业

基本技能训练， 包括 “三笔一话”、 教学

设计、 课堂教学、 教育技术、 教学评价和

班级组织管理等教育、 教学能力的培养。

加强教育见习和实习工作， 开展形式多样

的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等活动， 提高师范

生综合素质。

加强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 加强教师

教育学科建设， 不仅能体现高师院校教师

教育特色， 而且能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

因此， 依托学校教育学重点学科开展教师

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把教师教育和基础教

育、 民族教育研究作为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重要工作， 组织开展

各个师范专业的面向基础教育、 民族教育

研究课题立项工作， 逐步建设教师教育学

科体系。 制定教师教育优质课程资源建设

方案， 编写出版各学科教学设计论等教师

教育教材。

开展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课程资源开

发工作。 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课程资源开

发包括初、 高中各学科课程， 每门课程资

源包括学案、 教案、 课件、 教学案例、 音

视频素材和课堂教学视频等内容。

校领导合影

教育学二学位教材

敖其教授讲授民俗课

阿拉腾朝鲁讲师讲授古典文学课

徐宝芳教授指导学生观察数字星球

毕业生校园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