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研究方向的发展与成果 

 

研研研研究方向之一名究方向之一名究方向之一名究方向之一名称称称称： ： ： ： 教教教教师师师师教教教教育育育育历历历历史和理史和理史和理史和理论论论论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主要学术带头人姓名： 靳希斌、檀传宝、石中英

所在博士点名称 教育学原理 重点学科 国家级重点学科

硕士点1名称 教育学原理 硕士点2名称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本研究方向2000年－2002年12月31日的发展及取得的主要成果： 

    本方向以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开放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通过研究国际教师教育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和我国

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探索教师教育的发展规律，通过跟踪和梳理国际教师教育理论前沿对我国教师教育的重大理

论问题进行研究，为我国教师培养和培训提供理论指导。在本方向，近两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有关教师和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学术

界与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积极整合学科力量，承担了一批国家教育部资助的有关教师教育体系和制度研究项目，

如靳希斌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中国民办教师研究"项目，张斌贤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教师教育体制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檀传宝教授主持的"中国高等师范体制改革研究"，王炳照教授主持的"我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质量保障机制研究"等等。第二，取得了一

批重要的有关教师教育制度和理论的学术成果，如靳希斌教授的《中国民办教师研究》（2002，德文发表）、檀传宝教授主编的《中国教师

教育的新境界》（2001）、王炳照教授的《中国私立学校与民办教育》（2002）。檀传宝教授的《教师伦理学》提出并研究了此领域的基本

概念和范畴。石中英教授的《知识转型和教育改革》为教师知识、教师教育的知识基础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为世界银行组织以

及国家教育部师范司提交了一批重要的咨询报告，如靳希斌教授每年向世界银行提交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中的教师培训报告》、檀传

宝教授主持的《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评估机构研究报告》（2001）等等。第四，结合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开展了教师

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全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首先倡导"4+x"（包括"4+0"、"4+1"、"4+2"）制度，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试验。 此

外，该方向研究人员近两年所取得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如王炳照教授的《中国

教育制度通史》（10卷，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吴玉章奖、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靳希斌教授的《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教育改

革》（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石中英教授的《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等等。本研究方向将进一步探索教师教育的思想和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中外教师史，教师角色和道德发展，教师的性别、分层，探

讨教师教育的知识基础、反思性教师教育、多元文化中的教师教育等基本理论问题，并致力于建立教师教育的研究方法论和建设教师教育学

科体系。 

研研研研究方向之二名究方向之二名究方向之二名究方向之二名称称称称： ： ： ： 教教教教师师师师教教教教育管理育管理育管理育管理与与与与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主要学术带头人姓名： 钟秉林、劳凯声、朱旭东

所在博士点名称 教育学原理 重点学科 国家级重点学科

硕士点1名称 教育学原理 硕士点2名称 教育经济与管理

研究方向2000年－2002年12月31日的发展及取得的主要成果： 

    本方向借鉴管理学、政治学、政策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研究国际教师教育管理与政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

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法律等问题，对我国教师教育发展规模、教师供需求关系进行多层次、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为教师教育机构和教

育行政部门的教师教育管理中进行科学决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提供智力支持。2000-2002年间，本方向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第一，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教师和教师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政策分析和研究。在劳凯声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等著作中，对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有关教师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例如，教师以及教师教育的立法研究、教师法律制度、教师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教师的教育权利研究、教师惩戒

权研究、教师的流动政策研究，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我国教师教育政策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提

供咨询建议。近年来，本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受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机构的委托，先后承担或完成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

决策咨询研究。2002年5月，我校成立了由钟秉林教授任组长、张斌贤教授任副组长的课题组，完成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委托的重大课题"国

家级教师教育基地论证报告"，为师范司即将制定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2002年5月，劳凯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委托

重大课题"《教师教育条例》可行性研究报告"为教育部即将制定的《教师教育条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劳凯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师范

教育司委托课题"市场经济与我国师资培养体制的改革研究"，朱旭东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师范司委托课题"教师教育的公益性"、"国际教师教育

改革趋势综合分析"等，都为国家教育部的相关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第三，对高等师范院校内部的教师培养体系的改革探索与

实践。钟秉林教授?quot;师范大学转型与高师教育走向"、"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和教师教育的走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之路"等

文，根据对国际和国内教师教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明确提出了高师教育实行战略转型的思路，朱旭东教授提出的教师教育大学化命题以

及"如何理解教师教育大学化"论文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制度转型进行了研究，这对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乃至全国教师教育体制今后的发展

趋势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方向将进一步研究我国教师教育制度转型条件下教师质量的控制和保障问题，研究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的转

型，研究与质量、体制相关的教师资格要求、教师教育机构资质认定、教师教育专业学术文凭及其相应的标准制定等课题，并就如何保障教

师质量进行学理和法理分析和研究。 

研研研研究方向之三名究方向之三名究方向之三名究方向之三名称称称称： ： ： ： 教教教教师师师师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课课课课程程程程与教与教与教与教学学学学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主要学术带头人姓名： 丛立新、王磊

所在博士点名称 教育学原理 重点学科 国家级重点学科

硕士点1名称 教育学原理 硕士点2名称 教育学原理

研究方向2000年－2002年12月31日的发展及取得的主要成果： 

    本研究方向立足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改革实践，运用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根

据我国教师教育制度模式转型，积极探索和研究我国教师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新模式，并努力构建以多种理论为基础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并

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推广。 本研究方向的发展和主要成果包括：第一、多年来围绕着以教师培养和培训为核心的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学问题，

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个以教育学原理、教育史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为依托，以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和应用

心理学等学科为支持，老中青三代教育学者密切合作的跨学科的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学研究团队。第二、本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丛立新教授

和王磊教授分别是我国有影响的课程论专家和化学教学法专家，在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学以及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方面有着大量丰富的学术研究

与实践探索。丛立新教授为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长期以来从事课程和教学论研究，她主持的教育部师范司项目"教育部国

家级骨干教师培训（小学语文）"和"教育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小学数学）"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合小学教师

的培养方案；她还主持了北京师范大学实验课题"北京师范大学4+2教育学硕士培养模式改革实验"，具体负责4+2教育学硕士培养的课程安排

和教学计划。王磊教授长期从事中学化学教育研究，现在承担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计划中学化学课程标准研制项目。她是国家中学化学课

程标准研制组负责人，"新世纪"版国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主编，并主编了《初中化学新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本方向的

研究人员曾琦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参与式教师培训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国

家基础教育新课程的研究、实验与推广》子课题"通过合作学习促进师生共同成长的行动研究"，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大研究项目"新课程

实施过程中培训问题的研究"，她提出了教师培训中的"教师合作学习"概念，并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她的专著《学会合作》，她主编的《新课

程与教师心理调适》，与陈向明教授合作主编的.《新课程与学习方式变革》等都对教师合作学习进行了理论探索。本方向的研究人员通过长

期的教师培养和培训的研究并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推动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改革。第三、本研究方向基于其独特

的研究需要，建立了北师大实验中学、北京大学附中、北京101中学、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山西太古师范学校等一批教师教学实践基地，为探

索教师教育的课程新体系和教学新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本研究方向将扩大与国际教师教育学界的交流，立足中国教师教育的实践，

对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以及课程标准进行研究，并探索教师教育的新教学模式、教学标准，制定教学评价体系，构建教学评价指标，

在扩大实验基地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试验。 

研研研研究方向之四名究方向之四名究方向之四名究方向之四名称称称称： ： ： ： 教教教教师专业发师专业发师专业发师专业发展和效能展和效能展和效能展和效能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主要学术带头人姓名： 许 燕、伍新春

所在博士点名称 应用心理学 重点学科  

硕士点1名称 应用心理学 硕士点2名称 教育心理学



  

   

研究方向2000年－2002年12月31日的发展及取得的主要成果： 

    本方向以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与心理测量、评价等学科和领域的理论、方法为基础，以教师的专业心

理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教师教育效能提供科学依据。近两年来，本方向的科研人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

成果：第一，教师专业心理素质的研究。"教育的品质是教师品质的反映"，教师心理素质直接影响其教育行为，从而影响教育效果和学生发

展。在教师心理素质的研究方面，本方向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本方向的研究人员先后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科

研课题的研究，如：许燕教授的"师范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与提高教师相应实施素质的评价研究"，申

继亮教授主持的"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的结构与素质教育的研究"，等，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许燕教授的"The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of Chinese Teach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35,2000）、"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的结构与素质教育的研

究"、"高师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实施策略"、庞丽娟教授的《教师与儿童发展》、申继亮教授的"论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

的构成、"教师职业压力与应对策略的研究"、《教师素质论纲》，等。第二，教师专业心理素质培养模式的建构。通过多年的研究、广泛的

调查和实验方法的运用，本方向的研究人员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师心理素质培养的模式--职业道德、自我完善、职业能力、人际管理和社会适

应五模块结构系统。这个模块系统目前已经开始在教师培训中应用。第三，教师专业效能的研究。在这个领域，本方向研究人员主要探讨了

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自我效能感、教学风格与方式、教育策略、教学评价系统等问题，目前在研项目包括：许燕教授主持的、"教师心理枯

竭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等；并已经发表了包括申继亮教授的"高校教师有效教学的特征分析"、"任务指向型干预手段对教师教学监控能力

的影响"、"教师职业及其发展"等。第四，教师专业心理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庞丽娟教授的"教师教育观念与行为的关系"等是国内较早的从心

理学角度进行的对教师专业心理与行为关系探索的成果；第五，广泛开展教师培训的实践研究。本方向研究人员在进行深入理论探讨的同

时，开展了实践性研究，并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小学校里建立了实验基地，推广研究成果，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教师心理与行为研究网络，推动

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本研究方向将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教师专业成长、教师专业知识、教师专业技能进行深入的探

索，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语文、数学、外语、科学等各科的教师教育实践中，并就实践中的效能、效果进行研究，为教师质量的控

制，如教师资格考试、教师评估等提供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