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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师范大学作为培养教师的母机，需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样培

养教师、为谁培养教师的根本性问题。国家亟需、时代呼唤大批创新型人

才，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基础教育阶段抓起，所以新时期需要培养

大量具有创造力的卓越教师。师范大学是原创教育思想之源，承担“两代

师表”共育重任，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培养创

新型人才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秉持“创造的教育”理念具有特殊

的重要意义。 

秉持“创造的教育”理念，扎根中国大地办学。一切从实际出发，遵

循教育规律，服务国家需要，响应时代号召，借鉴而不照搬，继承而不守

旧，这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是

新时期师范大学办学目标定位调整的重要依据，师范大学应始终致力于在

培养卓越教师和未来教育家上有新作为，在破解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领域

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上有新突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师范大学办学模式上

有新举措。 

当前，创新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其中基础教育阶段学

生 2.4 亿左右，基础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创新型国家的可持续建设与发展；

中国有 1000 多万中小学教师，其中有 300 万左右乡村教师，教师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具有倍增效应，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关系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能

力和素质。师范大学率先提出“创造的教育”理念，其缘由就是针对目前

教师创造力整体不足的问题；其目的是努力造就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和创新习惯的优秀师资，并以此辐射和引领我国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

其内涵是倡导注重过程的探究教育，激发基于兴趣的内生动力，养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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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思维习惯，塑造卓越担当的人生品格，构建协同开放的育人模式，

凝铸张扬个性的校园文化。师范大学办学目标的准确定位，为培养具有创

造力的教师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保证。 

秉持“创造的教育”理念，创新教师教育模式。 一流的教师教育应是

“融合型”的教师教育，即通识知识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融合，学科教

育与教师职业教育的融合，教师教育理论与教师教育实践的融合，教师必

备品格与教师关键能力的融合，教师职前培养与教师职后培训的融合，教

师教育机构与地方政府、中小学校的融合，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师范

生与中小学生的融合，教师教育学术研究与师范生教育实践的融合。这种

融合的教师教育模式既包括教师教育课程要素的统合，也包括教师教育阶

段的契合，还包括教师教育主体的合作，同时也关注了教师教育空间的弥

合。这种“融合型”教师教育模式，在目标上强调将教师培养成为“反思

型实践者”而非“技术熟练者”，在理念上强调基于实践认识论而非技术

理性主义，在方法上注重把反思和探究融入整个教师教育过程，在机制上

构建教师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和中小学三方协同合作。教师教育模式的不

断创新，为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卓越教师提供实践平台保障。 

秉持“创造的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创造的教育”理念

下的教育者首要任务是突出教育的过程属性，改变传统“重演绎轻归纳”

的教育模式。教育过程应体现为由知识形态到问题形态再到方法形态最后

到教育形态的演变，将目标教育转化为过程教育，而这种过程本质上就是

创造性的，强调的是知识的再创造过程。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和

爱好特长，培养他们的兴趣以及批判反思的思维习惯。要联系社会生活实

际，让教学有利于学生的创造性培养，让学生主动探究未知世界，体验到

创造的乐趣，进而全面提高其发现、探究、归纳的能力。因此，培养具有

创造力的教师应大力倡导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方法。在

教师教育课程实施过程中，应着力构建指向实践与反思、批判与创新的模

块式、立体化、融合型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体现“教育见习·模拟教

学·教育实习·实践反思”相融合的教师教育实践课程结构体系，构建促进

“理论引导·案例分析·实践体验·研究发表”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实践课程



实施模型，为培养具有创造力的教师，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供有效的课程

资源保障。 

教育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坚守教师教育本色，秉持

“创造的教育”理念，大力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为国

家培养出大批具有创造力的卓越教师与未来教育家，为民族培养一代又一

代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期师

范大学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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