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改革：
从各自为政到合作共赢

西 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教 育

是 我国 基 础 教育 事 业 发 展 中 的

“短板”，师 资 数量 不 足、质 量 不

高 是 长期 制 约 我国 少 数 民 族 地

区教育发展的“瓶颈”，更是高师

院 校进 行 教 师 教育 改 革 的 关 键

所在。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

师教育改革面临的特殊需求

西 北 地 区 是 我 国 西 北 内 陆

的一个区域，在行政区划中包括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

族 自治 区 以 及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等五省区，总面积 306.2 万平

方 公 里， 占 全 国 土 地 总 面 积 近

32%，居 住 着 汉、藏 、回 、维 等 近

50 个民族，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约占西北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民

族教育事业呈现多元化特点。
由于 受 政 治、经 济、文 化 以

及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西北少数

民族 地 区 教育 事 业 发 展 速 度 较

为缓慢。 民

族问题与 民

族教育问题

是国家战略

关 注 的 重

点， 双语 师

资的培养事

关民族教育

事 业 发 展 、
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稳定。 大力

培养 一 批“民汉”兼 通 的师 资 力

量，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

量、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的当务之急。

二、大学与中小学“各自

为政”的发展走向

大学与中小学 “各自为政”
的办学思路与行动路向，很难培

养 出适 合 本 土教 育 发 展 需 要 的

师资队伍。
（一）大学经院教育风格“难

接地气”

难 接 地 气 的 教 育 风 格 是 浮

夸的，是缺乏生命力的。 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教师教育模式都是

以学生所学专业为基础，并在必

修教 育 学、 心 理 学 课 程 的 基 础

上，加 短 期 的 教育 实 习，从 而 获

得教师资格的模式。
这种教育模式注重原理、原

则、规律，但 缺 乏活 化 教 育 理 论

的“临床”经验，致使那些“悬置”
在半空中的理论迷失了方向，找

不到归途。 其结果必然是大学慢

慢远离了实践，并缺乏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

编者按 发展民族地区教育， 师资建设是关键。 民族地区高校因其所处地理位置特
殊、语言多样、文化多元、经济落后等原因,师资培养往往比其他高校面临更多的困难。 如
何深化民族地区院校的教师教育改革， 为民族地区中小学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的人
才，是民族地区中小学、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机构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本期编发的两篇文
章，围绕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改革这个主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引发更多的思考。

□李泽林 吴永丽 石小玉 / 文

实习生教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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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

的 相对 滞 后、文化 的 多 元、语 言

的 多样、宗 教 的复 杂、经 济 的 落

后、信 息的 闭 塞 等，使 当 地 基 础

教育发展面临更大难题，高等师

范 院校 教 师 教 育改 革 面 临 更 大

的危机。 高校培养的师范生除了

懂理 论、懂 实践 的 要 求外，还 可

能要具备懂第二语言、理解不同

族群的文化、适应当地的饮食习

俗、融入不同文化等多方面的能

力。 从现实考察来看，西北少数

民 族 地 区师 资 尤 其 是 双 语 师 资

的 培 养，来 源 主 要有 四 种：一 是

统一分配的民考汉教师。 二是招

考招聘的“双语”教师。 三是懂民

族语 言 的 教师 经 过 短 期 培 训 后

转型为“双语”教师。 四是民族院

校毕业的民汉兼通的汉族教师。
这些 教 师 专业 能 力 的 提 高 以 及

适 应 少 数民 族 文 化 的 能 力 已 成

为 新 时期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事 业 发

展面临的新难题。
目 前 培 养 的 师 范 生 往 往 因

为缺乏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生身心特点的深入理解、
缺乏 实 践 性知 识 与 经 验 等 广 受

诟病，也因其面对不同文化时缺

乏适应性而缺失更强的竞争力。
（二）中 小 学 实 践 至 上 风 格

“缺失理想”
缺失理想的行动是盲目的，

盲目的行动是没有出路的。 中小

学因远离高校也在 “闭门造车”
———“今天” 的教师重复着 “昨

天”教师的工作道路，长年累月，
“乐此不疲”。 表面看来，学校的

一切秩序井然，课堂教学发生的

现象一切如旧，甚至看不到民族

教育与非民族地区教育的差异。
学校生活的单调性与重复性，使

得教师很难从工作中获得乐趣，
更难有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幸

福感”。 久而久之，教师的专业能

力与水平不进则退，课堂教学质

量难以提高。
这 种 实 践 至 上 的 风 格 最 大

的害处是其功利性背后的“现实

性”。 一是在评价体制的束缚下，
学校为了应付各种考试，不得不

占用音体美等“副科”课程时间，
导 致 学 校“课 程 开 不 齐，课 时 开

不足”。 二是教师的教学观与学

生观 难 以 革 新， 教 学 仍 然 沿 袭

“讲授唯一”的传统课堂模式，缺

乏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自主合

作探 究 等 教学 方 式 与 学 习 方 式

的转 变 成 为 一 个 口 号、 一 种 标

签。
这 种 实 践 至 上 风 格 的 工 作

范 式往 往 因“习惯 势 力”的 影 响

而缺失理想。 中小学教师常常被

行政 部 门 的考 核 评 价 制 度 所 驱

使，忙 于 事务 而 疲 惫不 堪，缺 失

了“可 能 性”梦 想 追 求 的魄 力 和

自我 变 革 的勇 气，成 为宁 愿“低

头拉车” 也不愿 “抬头看路”的

人。

三、大学、中小学以及政

府机构等多方协同的共赢路

径

大 学 与 中 小 学 彼 此 熟 悉 但

常不往来的状况，使大学培养的

师范 生 一 时难 以 满 足 中 小 学 的

需求，中小学对大学培养的师范

生 的 质 量强 烈 不 满。 在 此 背 景

下，大学与中小学只有走出学校

的 大 门，携手 共 进，才能 满 足 新

时期教师教育改革的需要。
（一）“自 我 修 复”的 校 本 之

路

面对中小学的埋怨之声，大

学 需要 重 新 调整 教 师 培 养 的 方

式与结构，革故鼎新。 面对教师

培养的现实性困境，中小学也要

作 出 适 度调 整 以 应 对 新 教 师 专

业成长的需要。
1. 高等师范院校的自我变

革
从 国 内 教 师 教 育 的 改 革 来

看，大学 在 教 师培 养 上 的“自 我

修复”之路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 一，调 整 课 程 结 构，开 发

课程资源，以构建新型教师教育

课程体系。 打破传统教师培养课

程结构，在坚持学科专业课程为

基础的前提下， 优化课程方案。
学 校 将 本科 课 程 分 为 普 通 教 育

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教师教育

课程三类，实现了学科专业课程

与教师教育课程的分离。 其中教

师教 育 类 课程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课

程内容在坚持理论性的基础上，
加大了实践性，并在教学的过程

中关 注 未 来教 师 的 专 业 胜 任 能

力。 比 如 开 设 《板 书 设 计 与 书

写》、《班 主 任 工作》、《课 堂 观 察

与分析技术》、《教师专业发展》、
《学科教学设计》、《书法》、《课件

设计与制作技术》等专门针对师

范生未来从业技能的课程。
第 二，调 整 学 分 结 构，开 设

活动课程，以强化教师职业能力

培养。 学校设计师范生培养的学

分结构，特别是将学生在校修读

教师教育类课程、参加教师能力

培养活动课程等纳入学分管理，
并 建 设教 师 专 业能 力 训 练 实 验

中 心，坚 持 开 展由 三 笔 字、普 通

话、教案设计、课件制作、讲课比

赛、教学论文、教学情境模拟、班

主 任 技能 等 内 容组 成 的 职 业 基

教师 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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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民族地区学生在一起

本技能大赛，提高师范生的实践

技能。
第三， 改革教育实习模式，

加强实践操作锻炼，以提高学生

职 业胜 任 能 力。 在 教 育 实 践 环

节，高校除了组织多种形式的课

程教学与活动外，还加强了学生

“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比如西

北师范大学的“多学科联合组队

实习”模式，西南大学的“顶岗实

习”模 式，特别 是 针 对 西北 少 数

民族地区师资特殊性的需要，目

前很多高师院校推行的“实习支

教 置 换 学分”模 式 等，对 于 加 强

学生的从业技能、坚定从教信念

等 具 有重 要 的 实践 价 值 和 现 实

意义。
2.中小学的自我变革
从 国 内 中 小 学 应 对 大 学 教

师教育改革的现实来看，中小学

在教师培养上的 “自我修复”之

路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加强新教师的入职培

训，以适应学校文化。 新教师的

入 职培 训 越 来越 受 到 中 小 学 学

校管理者的重视，并被当作适应

学校文化的新起点，内容多是学

校管理制度、 教育教学常规、经

验交流等方面的培训。 主要目的

是让 新 手 教师 尽 快 进 入 工 作 状

态， 适应本

土文化。
第 二 ，

加强校本教

学 研 究 ，以

提高教育质

量。 校本教

研是学校的

常 规 工 作 ，
也是促进新

教师专业成

长的主要抓手。 学校主要通过师

徒制 的“传 帮带 扶”的 形式 提 高

新手教师的能力，通过听说评课

等 方 面 促进 全 校 教 师 的 专 业 能

力，以课题研究形式提高学校教

育质量等。
第三， 利用培训新机遇，提

升教师专业素养。 在国家新课程

改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教师

培 训 机 会让 中 小 学看 到 了 新 的

教师专业发展的契机，利用国家

的政策，对教师进行分层、分科、
分类培训，以助力教师专业能力

的提高。 特别是在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这种机遇要更多一些。
（二）“联 合 经 营”的 协 同 之

路

大 学 与 中 小 学 出 于 专 业 自

觉 所进 行 的“自我 修 复”式的 变

革 在教 师 的 培养 上 正 在 发 挥 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这个“自我

修复”难以改变“各自为政”的现

实，也难以在教师教育改革的道

路上实现大的突破。 因此，只有

双方走出原有的工作“场域”，改

变各自为政的工作旨趣，才能走

向共赢。
第一，政府部门依托高校建

立师资培养培训中心。 针对西北

少数 民 族 教师 教 育 的 特 殊 性 需

求，教育部在西北师范大学设立

了 “西 北 少 数 民 族 师 资 培 训 中

心”、“西藏藏族师资培训中心”、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 另外，甘肃民族学院成立了

“甘 肃 省 藏 汉 双 语 师 资 培 训 中

心”， 青海省在青海师范大学成

立了“五省区藏汉双语理科师资

培训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成立

了“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

中 心”等，加 强中 小 学 教师 的 培

养。 这 一 条 道 路 是 教 育 主 管 部

门、当地政府与高等师范院校的

合作，旨在培养西北少数民族地

区所需要的专门性人才。
第二，高校联合地方政府建

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比如，西

北 师范 大 学 与新 疆 教 育 厅 建 立

了 新疆 维 吾 尔自 治 区 多 功 能 综

合性基础教育、民族教育创新实

验区，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建 立 了 民族 教 育 改 革 发 展 实 验

区，与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

族 撒 拉族 自 治 县 建 立 了 对 口 帮

扶教育实验区，与甘南藏族自治

州建立了藏族教育改革实验区，
与青 海 省 教育 厅 建 立 了 湟 中 教

育改革实验区，与宁夏回族自治

区 同 心 县人 民 政 府 共 建 民 族 教

育实验区等。 同样， 在新疆、青

海、宁夏以及陕西省的高等师范

院校，也成立了大批的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 这些实验区的建立为

大学 开 展 教育 实 验 研 究 提 供 了

基 础，准 备了 条 件，也为 中 小 学

教师进入大学深造、返岗实践提

供了实验的基地平台，更有利于

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第三，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

作。 这条合作的路径主要是基于

一些研究的平台，比如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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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商业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
以中小学为工作场域，支持大学

老 师 到 中小 学 并 与 中 小 学 教 师

合作开展行动研究、 实验研究，
在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学校的发

展。 这种助推学校的发展模式，
进 一 步 带动 和 培 养了 学 校 在 职

教师的教育能力。
政府机构、商业机构以及非

政府组织、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

协同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中小学缺失理论指引、大学缺失

实践经验的弊端，在协同的平台

上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与长处，突

破了早期教师教育条块分割、各

自为政的“瓶颈”。 大学、中小学

以 及 地 方政 府 已 经担 负 起 了 自

己的责任，开始关注人才培养的

规 格、质 量 与 效 益，实 现 了 教 师

职前职后培养的一体化需要。

四、西北民族地区教师教

育改革需要进一步创新体制

机制

西 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教 师 教

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要关

照中 小 学 对新 时 期 教 师 专 业 能

力与水平的需求，二要关照少数

民族地区族群文化的特殊需求，
三要发挥大学的专业引领作用，
四是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协力

培养新时期的教师队伍。 只有这

样， 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而要做到这几点，需要在体制机

制方面进行新的突破与创新。
第一，建立教师教育改革的

支持性环境。 结合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的实际， 依托师范院校、教

育行 政、教 研、教 师 培 训机 构 以

及学校自身力量， 通过政策、专

业、技术以及教学 4 个方面的支

持，构建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的

培养培训机制，提升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为民

族 教 育事 业 的 发展 提 供 有 益 的

经验和建议。
在政策支持方面，高等师范

院校发展教育咨询功能，教育行

政部门发挥教育领导职能，为少

数民族地区的教师教育改革，特

别 是 民 汉双 语 师 资 培 养 培 训 提

供政策上的支持。
在专业支持方面，高等师范

院 校通 过 自 身教 师 培 养 方 式 的

变革，积 极 联合 中 小 学，建 立 大

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关系，通

过中 小 学 教师 与 大 学 教 师 协 作

的导师团队、实训基地的建设与

指导等，提高职前教师培养的质

量与效率，也为职后教师培训提

供专业支持。
在技术支持方面，充分发挥

教育行政部门中的电教部门、师

范院校的资源优势，加快信息技

术建设与资源整合，提高双语教

师 远 程 培训 资 源 的 建 设 与 使 用

能力。
在教学支持方面，立足中小

学 基地 学 校 建 设， 通 过 导 师 团

队、校本教研中的听说评课等活

动，加强职前职后教师培养与培

训能力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地区

教师的专业能力。
第二，强化政府主导下的体

制机制改革。 高质量的教育取决

于高质量的师资水平，而高质量

的 师 资 水平 取 决 于 政 府 和 大 学

之间的协同创新。 借鉴国际通行

做法，发挥地方政府和高校的各

自 优 势， 建 立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共

享、协调合作的双语师资培养的

战略联盟，共同搭建双语师资培

养的大平台，是少数民族地区教

师教育改革的大趋势。
在平台建设方面，西北少数

民 族地 区 师 资的 培 养 依 托 当 地

的师 资 力 量和 国 家 专 门 设 立 的

为民 族 地 区培 养 双 语 师 资 的 中

心，在 语 言、专 业 能 力训 练 等 方

面正在发挥着作用。
在教师培养方面，通过大学

与 地方 教 育 行政 部 门 建 立 教 师

教育 实 践 基地，以“顶 岗 实 习”、
“混合编队实习”、义务支教等方

式，加强职前师范生从教能力与

水平。
在教师培训方面，教师教育

职 前职 后 一 体化 的 大 趋 势 要 求

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利用国家级

培训、省（区）培训、州县培训、校

本培训等，提升职后教师专业能

力。
第三，带动高校教师教育的

模式创新。 高等师范院校，尤其

是 西北 地 区 的高 等 师 范 院 校 不

仅 要适 应 地 方政 府 和 中 小 学 师

资的需求，还要走在时代变革的

前列， 面对当地教育的复杂性、
特殊性等挑战，有自我变革的勇

气，承担起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

师教育改革的责任与使命，探索

适 合 本土 教 育 事业 发 展 的 有 效

途径。
注：本 文 系“荣 达 教 育 资 助

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和教育

部 民 族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2013 年

度课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师范

教 育 综 合改 革 及 师范 生 培 养 研

究”（课题批 准 号：RDBZ1304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西
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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