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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必须制定综合完整的配套措施,来加强政策的执行力。为此
就要从师范生录取、培养、就业、职后发展等环节去建立匹配的制度措施，以保障各环节
目标落实到位，最终才能实现免费教育的根本目的。 
 [关键词]   师范生免费教育；   配套措施；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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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教育部在其直属六所师范大学已试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并指出,要加强教师教育
改革和发展,引导各地建立鼓励优秀人才当教师的新机制。这是国家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
略举措，能促进教育结构均衡与教育公平，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为实现人才强国战
略而奠定坚实基础。 
要保证师范免费政策能贯彻执行并行之有效，必须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将政策上
游、制度中游、措施下游、办法末端等联系起来形成制度和措施链条，以使环环相扣、相
辅相成。那么如何建立系统完善的配套措施呢？ 
      一、在师范生的招收录取上，实行自愿、择优、公开的原则 
为确保优秀生源，需要进行免费政策的宣传，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报考。招收录取分数线
以上的学生在第一批次提前录取，开学后对师范生进行职业性标准的严格考核，考察是否
具备老师的素养和启迪智慧的能力、是否热爱教学等，对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合格者自愿
选择参加师范教育的，需要学生与学校签订书面协议。或者在师范生与非师范生并轨招生
的基础上进行二次选择，录用后可享受师范免费的优惠，就学期间，学生可选择不同的师
范专业和教师教育培养模式。 
二、高师院校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培养方案，造就大批优秀教师 
师范大学需要进行教师教育体制的综合化改革,在学科结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方
面，要强化教师教育特色，创新体制，积极建构多元化教师培养方案，通过本科教育、硕
士研究生教育等多层次、多阶段培养体系，为国家特别是西部培养基础教育高端人才，造
就未来教育家。其中关键是要提升培养质量，优化培养环节，强化实践环节。 
1.高度重视师范生学业及其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师职业具有“双职业性”：一方面，在学
科专业上，建立专业调整与优化的机制，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拓宽专业口径，
加强精品课程建设，推动教师教育质量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在教育学科上，促进教师面
向教育实践，建立符合教育学科发展规律的教师评价机制。这就要求在人才培养上，将学
术性与师范性结合，使学生不仅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加强职业技能训练，使之具备真
正的能力与工作优势，培养热爱教育的工作品质，在更大限度内满足基础教育对优质教师
的需求，以全新教育理念去执教，培养学生全面人格与素质,学会把科学形态的知识转化为
教育形态的知识,注意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与专业理论相结合，这是教育工作的核心之
一。 
2.建立激励淘汰机制以利于师范生约束自我。为保障教育质量，学校按照优秀教师、教育
家的目标有针对性地培养师资。为防止少数师范生产生进入保险箱的感觉，需要学校制定
激励淘汰机制，保证每一个学生珍惜学习机会，以优秀教师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就业时



实行双向选择，在校期间的学习表现是选择所向往岗位的重要依据。 
3.将实习支教作为教师教育的战略举措来抓。把实习支教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师范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保证学生有足够的实践经验适应未来职业的需要。可以构建“见习、实
习和研习”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把专题性见习、半年顶岗实习和自主研习贯穿在4年专业
学习中(翟  凡，赵秀红：《免费政策如何能培养出优秀教师》，中国教育报2007-05-24
第2版)，学校可建立教育教学技能实训中心以提供强大支持；也可采取“扶贫顶岗实习与
置换培训相交叉”的方式，学生到扶贫学校实习，对方教师到高师院校培训。这既为边远
农村输去新鲜血液，又为农村教师提供提升的机会，是非常好的实习方式。在实习支教上,
各地师大要不断积累经验，创新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建立示范基地，确保实习支教长久
进行下去。 
4.师范生毕业时国家对师大培养质量进行评估检验。要把培养优秀教师的工作作为评价师
大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培养质量是决定毕业生能否进入基础领域就业的先决条件，而中
央可对师大培养的师范生就业数量和质量进行核定、评估，用来检验免费教育目标的实现
程度与经费的使用效益，以此来确定经费拨付额度，以激发师大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 
三、将师范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工作落实到位 
各级领导应深化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做到上下一盘棋,搞好就业指导,创新就业工作方法,将政
策落实到位,组织人事部门把这项工作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从政治上爱护,工
作上关心,为师范生在基层贡献才智创造条件。 
1.为师范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增加周转编制，保证他们有编有岗。为缓解当地急需人才与编
制紧缺的矛盾，在严格控制总体编制的前提下，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由组织人事部门会
同编制部门下达部分周转编制，用于接受师范生，以落实岗位。 
2.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建立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优秀人才评选表彰制度。这能使师
范生安心工作作出突出成绩与贡献，实行一级一级的评奖，终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3.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农村学校也需要为师范生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包括集
体宿舍、周转住房等，关心他们的生活待遇。 
4.对师范毕业生实行教龄累进工资制度。需要财政专项基金支持，以教龄为依据，工龄越
长，奖励性工资部分的增长幅度越大，以鼓励安心地长期任教。 
5.建立师范生履约诚信档案，对享受了“免费大餐”毕业时却不愿从教的人，实行经费追
偿制度。 
四、为师范生职后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进行系统设计 
为适应国际上教师教育大学化趋势，将免费教育部分地延伸到研究生层次是必需的。从长
远看来，这种延伸是为未来骨干教师培养储备资源。为持续性保证中小学的师资力量，为
对师范毕业生的发展前途负责，建议政府为之制定一个有序的继续教育计划。 
1.对于已在农村任教2年以上的师范毕业生，政府可为他们攻读在职教育硕士创造机会和条
件：对于在中西部农村任教的师范生攻读在职教育硕士时，可优先实行硕士免费，由中央
给予经费支持；对于其中在工作上有突出贡献者，可实行免试读硕。这可鼓励他们长期从
教，终身从教，并发展成优秀教师。 
2.国家可支持重点师大进行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建议改革目前的教育硕士的选拔、培
养方式和学籍、学位管理方式，允许师大面向全国中小学在职教师自行组织考试和录取。
师大要做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实现培养模式转变扫除体制障碍。 
总之，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必须从它的整个工作流程去制定配套制度、措施、办法机
制，保证各个环节目标都能实现，才能最终实现免费教育的培养目标——即产生优秀教师
和教育家。 
(作者单位：荆楚理工学院)        
责任编辑  宁  静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