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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发展的基

础，是教育事业的依靠力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所在。教师培训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教师的业余学习、进

修、培训、提高。党中央、国务院在各个时期制定了

一系列教师培训政策。对这些政策进行梳理，可以找

到政策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性，从而有助于政策的制定

和完善。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所研究政策文本的

时间范围是 1949年至 2022年 4月，主题是以中小

学、在职教师、进修、业余补习、继续教育、培训、

教师教育等为关键词。关于校长培训、高等学校和职

业学校教师培训，以及纯粹关于教育的、职前教师教

育（教师培养）的文件不在本研究范围。根据何东昌

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

2008）以及教育部网站上发布的文件，筛选出74个

符合要求的政策文本。本文进一步借助教育政策科学

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3年间的教师

培训政策的文件进行分析，对政策演变进行历史分

期，揭示政策演变的规律和发展特点，提出政策

建议。

一、政策演变的历史分期

学术界关于教师培训政策的演变有多种观点

（李梅, 2009; 刘要悟, 2012; 李瑾瑜, 2012; 单志艳,

2013; 曲铁华, 2016, 2019; 谢文庆, 2019），划分的时

期大体接近。要确定政策演变的分期，关键是要有

一个标准尺度。我们以教师培训的主要目标（主要

解决的问题）和培训内容、模式上的突出特点为依

据，结合发文的标志性时间节点，把新中国成立以

来教师培训政策制定实施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阶

段。下面就各个时期的发展背景、政策目标、政策

内容和特点做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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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水平提高与合格教学培训时期

（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师资匮乏、个人文化水平不

高是教师队伍的主要问题。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

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

1950年的工作计划，提出要解决师资问题、加强在

职教师轮训。1951年8月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召

开，针对当时师资匮乏的状况（当时估计，五年内小

学需要100万教师，工农教育需要15万~20万教师，

中等学校需要13万教师），提出一方面办好正规的

师范教育，另一方面举办短期训练班培养师资，同

时加强教师在职学习。随后陆续出台了《教育部关

于中小学教师进修问题的通报》（1952年）、《高等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1953年选送优秀小学教师入高

等学校学习的指示》（1953年）、《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1953年中等学校及小学教师在职业余学习的几

件事项的通知》（1953年）、《教育部关于选拔高中

优秀教师至大学研究部学习的通知》（1953 年）、

《教育部关于举办小学教师轮训班的指示》（1954

年），1955年又相继发出《教育部关于加强小学在

职教师业余文化补习的指示》《教育部关于加强中等

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这些通知、指示，

就选送对象的规模、条件、手续、考试、待遇等，

以及进修学习的方式、课程、课时、考试等进行了

规定（何东昌, 1998a）。

到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开始开展教育革命和

教学改革，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1960年发布的

《关于迅速提高在职教师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的初

步意见》，针对当时教学改革的任务提出了教师学习

提高的目标和任务：“迅速提高在职教师的水

平，……是保证教学改革顺利进行和教育质量进一步

提高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出了10项措施，如每一

个教师都要根据教学改革的要求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

定自己的红专规划，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利用假期开

展短期集训等。在“文革”中教育受到极大冲击，教

师培训也随之停顿。

应该说，这个时期教师培训需要解决的问题，既

有教师数量不足、需加大加快培养的问题，也有教师

学历不够、教学不合格、教学有困难的问题，还有适

应教学改革要求的培训目标多样但数量不足的问题。

这些问题属于起步阶段的问题，是比较初级的问题。

培训的形态主要是选送到高校学习进修专业知识和加

强业余学习，以期提高文化水平。

（二） 学历达标与教学胜任培训时期 （1977—

1990年）

在“文革”中，“四人帮”破坏了师范教育和在

职教师培训工作，以至于师资出现严重不适应教育事

业需要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有很

大困难，于是教育部在1977年召开了中小学师资培

训工作座谈会，当年年底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在

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又红又专的培训目

标，要求解决教师使用新教材、提高学历、锻炼基本

功等问题，并就建立健全师资培训机构、组织专兼结

合的培训队伍、采取多种培训形式、加强培训规划和

党的领导做出了规定。这是恢复时期对教师培训的政

策规定的开端。

1977年后尽管做了很多恢复性的工作，但教师

队伍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学历水平不容乐观。据统计，

当时全国中小学教师845万人，高中教师达到本科毕

业水平的占高中教师总数的50%，初中教师达到大专

水平的约占10%，小学教师达到高中和中师水平的占

47%，民办教师占总数的53.6%。这被认为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师资质量最低的时期。1980年教育部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明确提出到1985年多数教师达到学历要求，同时提

出分类指导、分层规划的原则。培训机构建设是开展

培训工作的基础。1982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

《加强教育学院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对教育学院的性质、任务、学员、师资、条件、领导

体制等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对教育学院的恢复建设和

教师培训的系统开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大力普及初

等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这就对小学在职教师

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3年教育部发布了《关

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进修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到

1985年多数教师学历达标、多数教师胜任教学，并

培养一批骨干，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为此把教师分

为四个层次分别提出培训要求。1985年《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并提出争取五年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

作。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加强在职中

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培训任务以及六

种培训渠道，并强调保证培训质量（何东昌, 1998b）。

这个时期的重点是适应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解决教师学历达标

和胜任教学的问题。同时对教师培训机构和院校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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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条件保障建设制定了许多政策，逐渐使培训院校

建立起来并走入正轨。

（三）继续教育转轨与新课程培训时期（1991—

2009年）

1. 继续教育的转轨

1990年10月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座谈

会召开，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教师培训取得的成

绩，小学教师学历提升任务基本完成，中学教师学历

尚有一定距离。据统计，到1989年底，小学教师学

历达标率达到71.4%，初中上升到41.3%，高中达到

43.5%。座谈会分析了三个不够：对具备合格学历的

教师培训不够，对思想政治品德抓得不够，实际能力

提高抓得不够。基于此，在《座谈会会议纪要》中明

确提出了培训重点转移的任务：“必须将中小学教师

培训工作的重点有步骤地转移到开展继续教育上

来。”于是国家教委在1991年底印发了《关于开展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在1992年印发《关于加快

中学教师学历培训步伐的意见》，在1993年印发《关

于加强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在1991年的

《意见》中，对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进行了界定，是

指“对取得教师资格的在职教师进行以提高政治思

想、师德修养、教育理论、教育教学能力为主要目标

的培训”。并明确把继续教育划分为三个层次：新教

师见习期培训、教师职务培训、骨干教师培训。

根据继续教育的层次安排和重点开展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的意见，国家在1993年先出台了骨干教师培

训的意见，该意见对“骨干教师”进行了界定，明确

了其条件，并对骨干教师培训的特殊性和重点进行了

强调。然后又针对新教师，国家教委于1994年印发

了《关于开展小学新教师试用期培训的意见》，明确

规定了培训的目标、对象、内容、形式、考核等内

容，规定一年内完成不少于120课时的培训，这些基

本规定目前仍然在执行。1995年国家教委还发布了

《关于开展小学教师基本功训练的意见》，明确了基本

功包括学科教育和教育工作两方面的基本功，提出了

基本功训练的原则和方法。有了新教师培训和骨干教

师培训的意见，继续教育政策的设计就比较系统、完

整了（何东昌, 1998c）。

从1990年提出向继续教育转轨，经过差不多近

十年的实践和积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做法。1999

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令第7号，即《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规定》，这是一个具有法规性质的重要文件，

是教师继续教育中一个高规格的文件。该规定共六章

二十四条，系统规定了教师继续教育的原则、周期、

类别、内容、组织管理、培训经费等的保障、考核和

奖惩相关内容。同时颁布的还有《中小学校长培训规

定》。这两个规定奠定了中小学校长教师继续教育的

法规依据。

2. 围绕素质教育和新课程的培训

实施继续教育工程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世纪

之交，为了应对西方和平演变和科技革命两个挑战，

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新世纪的人才，中共中央在

1999年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

了落实该决定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中的“跨世纪园丁工程”，国家决定对部分优秀中小

学骨干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并于2000年初发出了

《关于做好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工作的通知》，

对名额分配、选拔条件和方法做出规定。同时还印发了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1999—2002）》，明

确了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培

训重点，规定了工程目标、6大行动计划、4大基础

建设项目和若干条件保障，行动计划把原来的三类培

训扩展到提高学历培训、计算机全员培训、培训者培

训，提出了继续教育法规建设、课程教材建设、网络

建设、监测评估体系建设4项基础建设项目，该工程

方案有许多新的政策内容，对推动我国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开拓和拓展的作用。为更好实施

该工程，国家还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工程的意见》，做出了更具体的指导和要求（何东

昌, 2003）。

开展新课程师资培训则是另一重点。落实推进素

质教育决定的重要一环是开展新世纪的新课程改革，

教育部2001年发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这是第八次课程改革。为了做好新课程的实

验推广，教育部2001年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新

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意见》，指出“为了使新课程实

验推广工作顺利进行，各地必须认真做好新课程师资

培训工作，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工作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该培训简称

为“新课程师资培训”，提出了“先培训后上岗，不

培训不上岗”的原则，在培训的理念、模式、手段

上都有许多“求新、求实”的具体要求。由于培训

与课程改革任务紧密结合，因此推进了教师培训的

发展，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004年教育

部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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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2005年秋季开学前

基本完成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的新课程岗前培训

任务，2007年秋季开学前基本完成高中起始年级新

课程岗前培训（何东昌, 2010）。

3. 培训类型和项目的拓展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普遍运用，新技术成为

全员培训中的重要项目。全员培训计划中明确实施

“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计划”，建

立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标准、培训、考试和认证体

系。为此，2004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师教育

技术能力标准》，从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

用与创新、社会责任四个方面规定了教学人员、管

理人员、技术支持人员三类人员的能力标准，为开

展培训奠定了基础。2005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启

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

通知》，明确从 2005 年开始到 2007 年底各省市区

绝大多数教师普遍接受不少于50课时的教育技术

应用能力培训，并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教育技术

能力水平考试认证。《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

力建设计划》规定了目标、任务、组织管理和实施

步骤。

过去以学科教师培训为主，随着教育事业发

展，培训增加了班主任岗位培训。2006年教育部办

公厅发出《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

划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就班主任岗位培训制定计

划。在《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中，明确从

2006年12月起建立中小学班主任岗位培训制度，今

后凡担任中小学班主任的教师在上岗前或上岗后半

年时间内需接受不少于30学时的专题培训，并对班

主任培训的内容、组织、管理等进行了规定（何东

昌, 2010）。

4. 机构、网络、资源等基础建设的加强

在这个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培训出台了关于

县级培训机构建设和网络联盟建设两项基础建设政

策。200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

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县级教师培训机构的

性质和任务，提出了机构建设的一系列原则要求，

特别是按照“小实体、多功能、大服务”的原则进

行资源整合。2003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实施全

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的指导意见》，强调人网、

天网、地网的结合，教师教育系统、卫星电视网与

计算机互联网的结合，学校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的

结合，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师教育现代化。该意见

重点对建设步骤、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办学体系

和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指导意见。为了实施新一轮

全员教师培训，教育部在2004年还发布了《关于加

快推进全国教师网络联盟计划组织开展新一轮中小

学教师全员培训的意见》，一方面提出构建开放高效

的教师终身学习体系，包括全国网络联盟、区域网

络联盟、县级教师培训机构、校本研修四个层次，

另一方面提出以教师网联为抓手实施千万教师全员

培训、200万学历学位提高培训、百万骨干培训的任

务。该文件中的《2003—2007年中小学教师全员培

训计划》，细化了相关计划的目标、人数、内容和

要求。

资源建设是教师培训基础建设中的重要部分。

在教师网联、全员培训、新课程师资培训计划中都

提出了资源开发、资源征集、资源评审等任务。在

全国教师网联计划中，明确通过征集遴选、组织开

发、引进购买等途径或方式加速资源开发建设，建

立教师教育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制度。在新课程师资

培训计划中明确建立优质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制度，

由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负责组织规

划、评审、推荐资源。2005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经过专家审核的《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及推

荐使用资源目录》，包括优秀资源164件、推荐资源

363件。

综合来看，这个时期教师培训的重点开始从学

历达标转移到教师的继续教育上，形成了继续教育

的分层分类分岗的培训格局，并适应素质教育和新

课程改革的需要，开展了大规模的新课程教师培

训，同时拓展了信息技术培训、班主任培训等培训

类别，强化了培训机构、网络联盟、课程资源等基础

能力建设，教师培训进入一个全面深入推进的阶段。

（四）骨干教师培训与中西部农村教师培训并重

及国家级培训时期（2010—2022年）

1. 落实纲要与国培计划启动

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大会，颁布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为了落实纲要，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教育

部、财政部决定从2010年起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

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发出了《关于实施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明确了示范性

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两类任

务，并明确了工作要求和组织管理措施。通知指

出：“中小学教师培训属地方事权，应以地方为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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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央实施‘国培计划’旨在发挥示范引领、‘雪

中送炭’和促进改革的作用。”此后每年都发布通

知，安排年度具体任务和要求，并不断提出新的培

训内容和改革措施。可以说，国培计划成为这个时

期教师培训的标志性事件和主要形态 （于维涛,

2017）。

2011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

师培训工作的意见》，主要是为了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对新时期特别是之后五年的

教师培训工作做出制度性安排，既有项目任务和内

容方面的安排，也有制度方面的安排，如完善五年

一周期的培训制度，严格学分管理制度，建立培训

机构资质认证制度、培训项目招标制度等。2013年

教育部又针对教师培训方面存在的针对性不强、内

容泛化、方式单一等突出问题，发布了《关于深化

教师培训模式改革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导意见》。

该文件突出质量、改革两个关键，从提升质量、深

化改革的角度提出了指导，固化强化了相关的要求

措施，明确国家制定培训质量标准，定期开展培训

质量评估，发布年度监测报告，并把教师培训纳入

教育督导的内容。

2. 新时代教师精准培训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门发

布了新时代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新时代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在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随后国家发布《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201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

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对教

师教育提出了十大行动，倍受关注的有师德养成教

育全面推进行动、教师培养层次提升行动（义务教

育培养本科层次的教师、高中培养研究生层次的教

师）、乡村教师素质提升行动、互联网+教师教育创

新行动，以及实施新一周期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等。

自2010年实施国培计划以来，国家每年发布相

关通知和具体项目。2021年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改变过去每

年发通知的惯例，对未来5年 （2021—2025年） 即

“十四五”时期的国培计划进行了总体规划。2022年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提出了2025年和2035年两个时期的强师目标，

在提的15项措施中有：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

划，实施新时代名师名校长领航计划；深化精准培

训改革，强调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校长为

重点实施五年一周期的国培计划，同时提出了能力

建设和培训模式改革的要求。这是新时代强师和教

师培训的新方向和再设计。

综合来看，这个时期，在培训任务层面，是为

了实现教育现代化、培养时代新人，围绕促进公

平、提高质量的主题而开展教师培训的时期；在培

训体系层面，主要抓手是以国培计划为牵引，带动

各地的培训，一方面强调培训的改革和示范引领，

一方面抓中西部地区和乡村教师的培训，促进教育

的均衡优质发展；在培训的特点层面，更加注重标

准化和规范化，出台一系列标准和指南；在培训内

容层面，更加注重师德师风、思想政治教育、思政

课与课程思政、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培训项目和

培训内容。

二、政策演变的规律性

通过对各个时期教师培训政策出台背景与指

向、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教师培训政策演变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既体现出各个时期

政策内容的共性，也体现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表现

出的差异性和发展趋势。下面拟从目标定位、培训

项目、培训内容、培训手段、基础建设、政策类

型、政策工具七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随着教育发展背景与目标、教师队伍状况

与建设目标的变化而调整培训的目标定位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宏观上经历了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个时期教育事业

发展的重点任务有所不同，总体看是一个教育不断

普及、内容不断更新、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再从

我国发展注重规划等特点看，教育事业发展大体以

十年为一个周期，教育事业规划以及相应的教师队

伍建设规划 （包括教师教育规划） 大体也是如此。

从改革开放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出台的相应

文件看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培

训的主要依据。教师培训的规划和文件基本上是随

着这些文件的出台而随后出台的。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依靠力量，教师队伍建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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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要解决教师队伍

自身不适应的问题。从教师培训的政策看，20世纪

50年代主要解决教师补习文化、通过培养扩大教师

队伍规模的问题，60年代主要解决适应教学改革的

需要，80年代主要解决适应普及教育需要而提高文

化程度和学历水平的问题，90年代开始把重点转移

到提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水平方面；21世纪初则

以实施新课程为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来则以解决建

设小康社会、扶贫攻坚为主的乡村教师培训以及推

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培训为主要任务。其实在

各种政策文件的开头，都会说明制定政策文件的背

景、依据的上位文件和要求，并说明解决的主要问

题，这是我们理解政策背景、政策目的的主要文本

依据。从中可知，教师培训的目标与定位随着教育

事业发展的背景、任务以及整个教师队伍的现状、

建设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是从解决数量不足问题到

不断提高质量的过程，是从学历达标到学历提升、

从胜任教学到立德树人的过程。适应需要是教师培

训政策发展的规律之一。

（二）分层分类分岗培训日趋细化和周全，持续

关注边远农村地区教师培训

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政策一贯注重分层分类的

原则，在培训项目设计上体现了针对实际、尊重差

异、力求实效的特点。当然，各个时期教师队伍情

况不同，分层分类的具体内涵也不一样。

分层培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

据教学基本能力分层，共分三个层次。在1960年

《关于迅速提高在职教师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的初

步意见》中就针对三类情况分别提要求：“教课有困

难、学制改革后教材下放教课困难更大的教师，应

集中力量，钻研并掌握所任学科的新教材，边教边

学；现在教课无困难、教材下放后也能胜任教学，

但跟班任教有困难的教师主要学习高一级的新教

材；教材下放后能胜任教学、以后跟班也无困难的

教师，应进行系统提高，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

并可以组织他们担任辅导工作。”在1980年《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中强调

做到层层有培训规划、人人有进修计划，文件中把

教师情况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教学有困难的教师，

二是基本胜任教学工作但未系统学习过所教学科专

业知识的教师，三是文化业务水平较高、教学经验

丰富、有创见的教师，并对他们分别提出具体培训

要求。第二阶段是根据教师工作阶段和水平分层，

也分三个层次。在1991年《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的意见》中把继续教育分为新教师见习培训、

教师职务培训、骨干教师培训三个层次。1999年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将非学历教育分为新任

教师培训、教师岗位培训、骨干教师培训三类。第

三阶段是更加精细化的分层，分四个层次或更多层

次。随着教师发展阶段理论研究的深化，关于教师

发展和培训层次的划分也更加精细，比如在《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对

2035年的教师队伍建设目标描述，明确“培养造就

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

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这个目标提到了三个层

次，再加上新手教师、熟手教师，就是五个层次

了。在《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中，则按

照教育教学能力分出四个层次。

教师培训的岗位类别也在日益分化多样。早期

大多是针对学科教师开展培训，后来增加了班主任

培训、培训者培训等。在国培计划的学科教师培训

中，所涉岗位类别范畴也逐渐扩大，增加了紧缺薄

弱学科、思政学科、德育教师、信息技术学科、劳

动教育教师培训。

我国的教师培训政策还特别关注边远地区和农

村教师、少数民族教师的培训，体现了补短板、促

均衡的思想理念和差异化特点。这集中体现在新世

纪的培训政策中。2002年教育部在《关于“十五”

时期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中要求采取各

种形式加强和扩大对西部地区教师培训工作。教

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开展了西部教师远程培

训，教育部办公厅2002年发布了《关于做好西部中

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和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

教育培训中心教师培训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由

中央电教馆牵头开展西部教师培训。2003年教育部

和财政部印发了《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校长和教师培训项目实施管理办法》。2010年开

始的国培计划，主要目标是突出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其宗旨之一就是“雪中送炭”，两类项目之一

就是中西部地区教师培训项目，可见对其重视的程

度 。 2015 年 国 务 院 印 发 《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5—2020）》，要求到2020年前，对全体乡村教

师校长进行360学时的培训，把乡村教师培训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强调了加强乡村学校音体美等师

资紧缺学科教师和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训，强调从

2015年起国培计划集中支持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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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培训。2016年印发了乡村教师培训等4个指南和乡

村校园长三段式培训指南等4个指南。教育部等2018

年发布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专门列入“乡村教师素质提高行动”。2020年教育部

等部门发布 《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再次强调“抓好乡村教师培训”，要求积极构

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加大送教下乡力度，注

重开展“走出去”培训，培育乡村教育带头人。在

2022年发布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继续

强调“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校长培训为重

点”开展精准培训。由此可见，对乡村教师和西部

地区教师培训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加强。

（三）培训内容结构多维、突出业务，日益注重

时代性、针对性、实践性和规范性

各阶段的教师培训政策都对教师进修培训的内

容要求进行规定。其结构特点有二：一是全面

的、多维的，注重思想政治和业务培训的兼顾。业

务培训内容又细分几方面，《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规定》 规定了 6 个维度的内容，即思想政治教育

和师德修养，专业知识的更新与扩展，现代教育理

论与实践，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和现

代教育技术，以及现代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二是突出业务内容。从培训内容多少可以看出，

重点是突出解决专业知识、文化水平、教学能力的

提高等主要矛盾。

培训内容与各个时期培训的目标相关联，也与

相关知识、学科理论的发展有关，日益呈现出时代

性、针对性、实践性和规范性的特征。第一，体现

时代性。就政治理论培训内容而言，教育部在1951

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学习内

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理论、时事、政策以及业

务和文化的补习，以思想教育、政治学习为重点。

今年下半年各地教师，首先是已完成土改地区的教

师，拟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主。”在1960年

《关于迅速提高在职教师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的初

步意见》中强调，“在政治上，要求每一个教师能以

毛主席的思想武装起来，采用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社

会实践、劳动锻炼相结合的办法自觉地进行思想改

造，在教学改革中作促进派，并逐步确立共产主义

世界观，成为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在

1991年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中，在继

续教育的内容上明确将政治思想和师德修养教育作

为内容之一。国培计划中也强调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师德师风的学习。第

二，强调针对性。在2011年和2013年两个培训意见

中提出了加强培训针对性和需求调研等要求。2011

年的意见第九条强调不断优化培训内容，“按照实施

素质教育的要求，并针对不同类别、层次、岗位教

师的需求，以问题为中心，案例为载体，科学设计

培训课程，丰富和优化培训内容，不断提高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在2013年的意见中继续强调按需

施训，强调培训内容要贴近一线教师教育教学实

际。第三，强调实践性。在《国培计划课程标准》

中明确提出“实践类课程”，并规定集中培训期间实

践类课程不少于培训课程的30%，目的是提高培训的

实效性。第四，强调规范化和标准化。2012年出台了

《国培计划课程标准》共计67个，在2019年、2020年

相继出台了“义务教育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6个

（语文、数学、化学、师德修养、班级管理、专业发

展），目前其他培训课程标准还在制定中。这也体现

了对培训课程及其规律的把握到了新的水平。

（四）随着技术的进步，培训越来越注重运用新

的信息技术手段

技术是不断进步发展的，随着技术进步和新技

术的出现，培训中注意及时运用新技术促进培训模

式和手段的进步，提高培训的效率。20世纪50年代

的培训基本上是面授或函授，没有技术支撑。广播

电视是我国早期依靠的技术手段，在1960年《关于

迅速提高在职教师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的初步意

见》中首次提出“应该努力创造和充分运用现代化

的教学工具，如广播电台、录音机、留声机等来进

行教学辅导”。1983年《关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进修

工作的意见》提到了采取广播的形式，所以在20世

纪80年代出现许多广播讲座。1991年《关于开展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电化教

育手段在继续教育中的作用”。首个关于技术手段的

文件出现在1993年，即《关于加强高师函授、卫星

电视教育、自学考试相沟通培训中学教师教学和管

理工作的意见》（简称为“三沟通”），并把技术运

用看作一种新模式，指出“建立三沟通培训新模

式，是教师培训工作中的一项带有突破性的改革措

施，是加快中学教师学历培训步伐的重大举措”。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在教师培训中广泛使用是在新世纪

以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 （1999—

2002）》专门提及继续教育网络建设。2003年提出

实施全国教师网络联盟计划，作为培训信息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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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标志。在2013年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营造

网络学习环境，推动教师终身学习，推进教师网络

社区建设，推动网上网下研修结合、虚拟学习与教

学实践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在2013、2014年国培计

划的实施通知中，进一步强调推进混合式学习，开

展网络研修。2018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对信息化又提出了

新目标，设计了“互联网+教师教育”行动计划，提

出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

和应用，并依托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在职

教师培训信息化管理，建设学分银行，把教师培训

信息化应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五）根据需要与条件变化，建立和调整培训机

构并加强培训基础建设

教师培训需要培训机构和培训力量来支撑，加

强培训机构和培训师资队伍、培训资源等建设，是

培训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是基础建设类的政策。

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设，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结构调整、体系重塑的过程，从

专门机构到综合、开放的机构的过程。1951年第一

次师范教育会议明确师范教育工作方针是“正规的

师范教育与大量短期训练相结合”，而短期训练也

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级师范学校举办的，并没有

专门的机构。1952年教育部在关于中小学教师进修

问题的通报中提出，从1952年秋起各大行政区可

否选择适当城市筹办教师进修学院一所，有条件的

县筹办教师业余学校若干所。随后，教师进修学院

和教师业余学校逐步建立起来。1955年《关于加强

小学在职教师业余文化补习的指示》《关于加强中

等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对两类学校的

举办提出了具体要求。在 1977 年的培训意见中，

专门就培训机构提出要求，“需要尽快建立和健全

省、地、县、社和学校的师资培训网”，提出了五

级网络；在198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在职

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教师进修

院校承担着中小学在职教师的终身教育的责任，它

是我国师范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长期

存在下去。因此，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明确其地

位”。指出要有明确分工，省地级负责中学教师，

县级负责小学教师。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

于《加强教育学院建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该

规定对教育学院的任务、学员、师资、条件、组织

领导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到了1999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

一体化的提出，教师培训的主体更加丰富，《中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指出了多种主体，包括各级

教师进修院校、普通师范院校、综合性高等学校、

非师范类高等学校、中小学、社会力量等，这是综

合、开放的教师培训体系的发端。由于教师教育一

体化改革，教师进修院校有了很大变化，省级教育

学院大多撤并或转型，在 2011 年的培训意见中，

就变成了充分发挥师范院校在教师培训方面的主

体作用、推进全国教师网联计划、发挥区县教师

培训机构的服务支撑作用。目前教师培训体系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综合、开放、灵活。

培训的基础建设也不断完善和丰富。在课程资

源方面，经历了沿用师范教育课程资源到开发利用

教师培训课程资源的过程。早期着力提高教师学

历，所以都可以使用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材，转向

继续教育后开始开发、筛选、推荐各类课程资源。

在教师培训师资方面，经历了从专兼结合到广泛利

用高校、培训机构、教研机构、中小学各方面优秀

师资的过程，1977年的培训意见对培训院校的师资

提出“既要调集一支必要的水平较高的培训师资的

专职教师队伍，又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一

支强大的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20世纪90年代

后，随着教师教育的改革，培训师资范围不局限于

培训院校，而是不断扩大，2010年国培计划开始建

立国培计划专家资源库，2022年公布了调整补充后

的名单。

（六）政策类型上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

早期的政策文件主要是宏观性的规划和通知、

意见等，是宏观指导性类型，行政色彩比较浓，对

教师培训的内容、方式、组织等也只是提出一般

性、原则性要求。但随着我国教师队伍的不断扩

大，教师培训事业日益规范化、常态化、经常化、

普遍化，也出现了培训规模、质量参差不齐、不平

衡、不充分的现象，因此为了普遍地提高培训的质

量，到了新世纪教育部门对培训的业务性内容越来

越重视，出台了很多专业标准、培训指南。一是标

准化建设。最早的是2004年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

术能力标准》，然后是2012年出台的中小学《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国培计划

课程标准》，2019年出台了《义务教育教师培训课程

指导标准》。二是各种培训指南的出台。培训指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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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训的操作流程与要求的规范化。首先是2016年

出台的《乡村教师培训指南》，具体涵盖送教下乡培

训指南等4个指南，然后是2020年针对国培项目发

布的11个培训指南，包括针对中小学教师的4个指

南 （新教师入职培训指南、青年教师助力培训指

南、骨干教师提升培训指南、教师培训者团队研修

指南）、针对幼儿园教师和园长的5个指南、针对全

员的1个指南（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2.0整校推进实施指南）。2020年新冠病毒疫

情严重影响了线下培训，国培计划大多采取线上培

训，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又及时印发了《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在线培训实施指南》。这些标准和指南都是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团队研制的，指向培训的内

容、方法、程序等业务性内容，具有很强的科学

性、专业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应该说，这些标准

和指南对教师培训的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起到

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也反映了我们对教师培训规律

的把握越来越深刻，对教师培训的创新越来越突出。

（七）政策工具侧重权威并不断丰富，日益重视

能力和系统变革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目标的手段，是

政府通过把政府的各种资源 （规则、资金、权威

等）甚至社会资源带入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并

通过资源的使用影响个人和组织的行动，最终达成

政策目标。根据麦克唐纳、埃尔莫尔的分类和施耐

德、英格拉姆的分类（陈学飞, 2011），我们将政策

工具综合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工具、象征

规劝工具、系统变革工具5种（王慧, 2021）。所谓权

威工具，就是要求与服从，具体包括明确目标任

务、制定项目计划、明确原则要求、制定标准规

范、分配责任、领导与规划、监督检查等具体手

段；所谓激励工具，就是通过奖惩手段促进趋利选

择，包括财政拨款、利益挂钩、评先评奖等；所谓

能力工具，是通过提供资源使政策具备实施条件，

包括硬件资源、人力资源、课程资源、技术手段、

时间保障、实验研究、能力培训等；所谓象征规劝

工具，就是通过价值引领促进产生自觉行为，主要

包括问题和意义阐释、理念提出、舆论宣传等；所

谓系统变革工具，就是通过体系和机制的变革产生

工作和行动的变化，包括新机构建设、制度建设、

体系变革等。根据以上界定，每个年代选取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文件，通过工具编码，每个措施或条款

计1项，然后进行频次统计，得到如表1所示结果。

从表1可见，在政策工具中，权威工具使用最

多，占一半的比例，主要是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要

求、计划项目等，反映了我国集中式行政管理的特

点；能力工具，包括硬件建设、师资队伍、课程资

源、技术手段、时间保障等，占16.28%；系统变革

工具，主要是培训机构建设、相关培训制度建设

等，占12.21%。从时间上看，在新世纪之后，系统

变革工具的力度加大，体现了制度变化大，而象征

工具和激励工具的使用相对较少。

三、政策建议

根据教师培训政策演变规律，结合未来推进教

育现代化进程和2035建成教育强国的需要，本文对

未来教师培训政策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表1 各年代教师培训政策工具统计（单位：次）

文件

1955年教育部《关于
加强小学在职教师业
余文化补习的指示》

1960年《关于迅速提
高在职教师政治、文
化、业务水平的初步
意见》

1977年教育部《关于
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
培训工作的意见》

1986年国家教委《关
于加强在职中小学教
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1991年国家教委《关
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的意见》

2000年教育部《中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
方案》

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实施“国家级
教师培训”的通知》

2011年教育部《关于
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
培训工作的意见》

2021年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实施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
计划的通知》

合计

占比

权威
工具

15

11

5

7

7

9

11

14

12

91
52.91%

激励
工具

2

0

2

2

3

1

2

1

2

15
8.72%

能力工
具

0

1

4

5

3

5

2

3

5

28
16.28%

象征
规劝
工具

2

3

4

1

2

1

2

1

1

17
9.88%

系统
变革
工具

0

1

2

1

1

3

1

9

3

21
12.21%

合计

19

16

17

16

16

19

18

28

23

17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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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制定培训规划上，更加注重分析未来一

定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为教师培训

的核心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教育发展与教师队伍

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全国教育大会和《中

国教育现代化2035》 以及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

目标都对未来教育发展做出了擘画和规划。国家也

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文件，构建了新时代教育

发展的四梁八柱。党的二十大把教育、科技、人才

作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突显

教育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明确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方向，特别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近期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 （2022年版）》 强调了课程核心素养的培

养。基于上述政策演变的第一条规律性总结，为了

实现新时代教育的使命，未来教师培训政策与规划

设计需要站在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深入分析教

师队伍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培

养的需要，围绕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队伍建设

目标进行。在培训目标设计上，要突出思想政治引

领的培训，突出全面育人能力的培训，突出培养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训，突出核心素养培养能力的

培训，突出新时代教育改革措施落地的培训，突出

教育数字化的培训，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学科教学

方面。

（二）在培训项目的设计上，既要面向全体，又

要突出乡村教师的基础作用、骨干和专家型教师的

带动作用

目前国培计划的培训项目设计比较全面。基于

政策演变的第二条规律性总结，在今后培训规划

中，一方面要全面兼顾，为普通教师提供更多培训

学习机会，包括学历提升的机会，促进全体教师的

整体提升；另一方面要突出重点，解决教师队伍的

瓶颈问题。重点之一是突出乡村教师培训，中国式

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促进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背景

下，迅速提高乡村教师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充

分发挥教育数字化战略对促推教育公平的积极作

用，把优质培训资源推向乡村教师；要利用网络研

修的便利，配置经常性支持教研和培训的师资，力

促乡村教师专业水平提升；要加强对乡村教育和乡

村学生的研究，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资源。重点

之二是高层次教师人才的培养培训，特别是要更加

重视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两个层次的培训项目

设计。也就是说，在分层培训方面要更加重视高层

次教育人才培训的细分，这是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

需要。目前一些地方有教育家型教师培训，但还不

够普遍、不够成熟，应尽快总结经验，形成一定规

范，并纳入培训体系中。

（三）在培训的能力建设上，更加关注机构、课

程资源、师资队伍等基础建设，奠定高支持和高质

量的教师培训基础

从政策演进看，各个时期的培训政策对培训的

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与职前教

师教育相比较，职后教师教育在能力建设制度建设

方面还比较薄弱、落后，离专业化的目标还有距

离。根据政策演变的第五条规律性总结，我们有五

个建议。第一，强化机构建设和专业化的政策措

施。关于院校建设，除了1982年关于教育学院建设

的暂行规定和2002年县级培训机构建设的意见外，

就再没有出过相关文件，机构建设与新时代的发展

需要不相适应，专门培训机构不是唯一，但并不能

取代和削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定位和作用，在政

策上给予高支持。目前在培训体系上强调综合、开

放、灵活，但对专业性强调不够，师范院校和高水

平综合大学在教师培训方面未必是高水平的，培训

的专业化建设在政策上需要得到强调。第二，培训

师资的数量、结构、质量、培训也需要在制度层面

形成政策。这方面虽在各类文件中有所涉及，但较

多还是在谈原则，需要专门化的培训师资政策。第

三，培训的课程和资源是培训的核心，目前虽然课

程资源很多，但缺乏统筹、筛选、整合、推荐，在

课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也需要加大政策出台力度。

第四，培训流程、方法以及评价的专业化需要出台

政策，如需求调研、能力诊断、培训的转化评价

等。第五，要完善培训的标准化体系，比如教师的

核心素养及其标准、机构标准、师资标准、课程

标准、质量标准等。总之，只有在这些基础建设方

面深化细化政策制定，教师培训的专业化和预期的

目标才能更快实现。

（四）在培训手段和管理上，更加突出信息化建

设并发挥好现代技术的作用

以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是我国发展教育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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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路径，也是教师培训发展的路径。过去出台了

教师网联的相关办法，以及人工智能助推教师发

展、互联网+教师教育的行动计划，但运用新技术

开展培训和管理还不够普遍、不够成熟。根据政策

演变第四条规律性总结，建议目前需要结合教育数

字化战略深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元宇宙，探索如何在教师培训中加以应

用。同时，需要在信息化培训平台建设、网络课

程资源建设、远程培训管理机制、技术支撑机制

等机制方面深化改革，形成成熟的机制和运行模

式。总之，要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政策

办法。

（五） 在政策过程上，要强化政策工具箱的配

置，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和效果评估

政策过程包括制定、实施、评估等环节。根据

政策演变的第七条规律性总结，建议在政策制定

环节要完善政策工具的配套。过去权威工具多，其

他工具少，能力工具和系统工具虽有，但都比较

原则、笼统，不够具体、得力，工具效果不理想。

今后应在激励工具、能力工具、系统变革工具方面

采取更具体、更有力的措施。在政策的类型上，除

了类似五年计划的计划类培训政策外，应更多出台

基础建设、能力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类

培训政策。在政策执行环节，根据已有调研 （谢

妮, 2016），也有许多失真失效的情况，需要加大监

督督导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在政策

评估环节，目前很少有政策实施的评估，今后每

出台一个政策应在一定周期内进行评估，以便为

完善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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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olic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istorical Stage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Li Zhao and Zurong Zhong

Abstract: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 training polic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an concretely reproduce the role of teacher train-

ing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team and summarize the reg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train-

ing policies,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improving teacher training policies,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

er trai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tea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74 teacher training policy texts, the au-

thors find that the history of teacher training policy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level and

qualified teaching training (1949—1976), academic attainment and teaching competence training (1977—1990), trans-

（下转第35页）

11



中国远程教育

CHINES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23, NO.3 CHINES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23, NO.3

2023年第3期 中国远程教育2023年第3期

form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new curriculum training (1991—2009), and equal emphasis on training of

backbone teachers and rural teachers and national training (2010—2022). The paper summarizes seven characteris-

tics of policy development: first, the training goals is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status of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second, the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training cycl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tailed, constantly focusing on the remote rural areas of teacher training; third, the train-

ing content structure is multi-dimensional with a highlight on timely, applicable, prac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nts;

fourth, as technology advances, training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use of new technical means; fifth, training

institutions are established and adjusted and training infrastructure are strengthened according to needs and condi-

tions; sixth, policy typ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fined and specialized; seventh, policy tools focus on au-

thoritative tools and continue to enrich with an emphasis on capacity and system change tools. On this basis 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fu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f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er training policy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continuing education; training policies; historical stages; de-

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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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Media Literacy in New Era

Yuanlinhan Zhou and Naiqing Song
Abstract: High school students’media literacy is a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char-

acter that students need to have when they understand, distinguish, evaluate, create and apply media information.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s in improving students’comprehensive abilities,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

lopment, achieving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rov-

ing 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Delphi method, this study investigats 1916 experts from 20 provinc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including three primary dimensions (i.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

tion, distinction and evaluation, creativity and application) and six secondary dimensions (i.e., perceptual understand-

ing,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evaluation verification, crea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

cative applica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evalu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Keywords: media literacy; evaluation framework; high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competence education; educa-

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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