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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转型与人才培养方略* 

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李  旸 **  马建辉***  贾砚萍**** 

摘  要：我国高师院校的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转型过程中，高师院校应积极改革人才培养
模式，打造师范专业品牌，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方略，以努力提高各高校的综合办学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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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市场的开放，我国各高等院校间的生源竞争也日趋激烈。而这种竞争态势以及国

家对师范院校保护政策的削弱，使许多师范院校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为此，各高师院校纷纷采取行动，
一些院校与地方其它高校合并，并借高校扩招的东风迅速扩大办学规模；一些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师范院
校也忙于改制，各种改革方案纷纷出台，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师院校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令人瞩目，但是伴随而来的人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等问题却不容乐观。本文仅就高师院校转型过程中的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人才培养方略进行探讨。  

1. 师范院校转型的必然性 

长期以来，我国师范院校实行的是定向型教师培养模式，学科结构单一，大多是针对中小学教育需求
的文理基础学科，而且师范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也大同小异，即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合一的模
式。这种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保障教育师资的基本需求，为基础教育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做出过应有的
贡献；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使师范院校形成了养尊处优的心态。总体来看，高师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不强，
社会声誉与学术声誉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观念的滞后导致高师院校办学思想不明确，影响和制约着学校
的定位与发展（石鸥，2003）。 

近年来，随着一些综合性大学介入教师教育和我国封闭的教师教育体系逐步走向开放，高师院校和教
师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一方面，一些非师范院校开始尝试培养教师，这使得师范院校广阔
而稳定的生存空间变得日益狭小；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中小学生源已开始呈
现萎缩态势，这同时也意味着教师市场空间的逐步缩小。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已经超越了本地区和本
专业的制约和局限，使得平稳的市场分割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师范院校必须打破封
闭性的、独立建制的旧格局，实现开放性的非定向型教师教育的新飞跃，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师范院校转型中的人才培养模式 

                                                 
* 本论文为2005年度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课题项目，课题研究编号：TER001。 
** 李旸（1968- ），女，文学硕士，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高年级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汉翻译理
论与实践；通讯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156号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邮编：063000。 
*** 马建辉（1967- ），女，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通讯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156号唐
山师范学院外语系，邮编：063000。 
**** 贾砚萍（1951- ），女，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基础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通讯地址：河北省唐山
市建设北路156号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邮编：063000。 



高师院校转型与人才培养方略 

 61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积极倡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使得师范院校
培养的教师从数量上的急需转向高质量、高素质的急需，教师的角色也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智慧和
精神资源的开发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教师的职责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教师不仅要有娴熟的教育学识与技能，还要有高
深的学科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学术型、研究型的教学骨干。”（党远鸿，2003） 

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为现代教育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要发展
学生的能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既要善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会探究；还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因此，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善于优化教学过程，开启学生的智慧（顾明远，2003）。为
满足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师范院校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方案着重体现
“以师为本，以质为魂”，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有机融合，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着力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开放型、复合型和科研型的高素质师资和其他应
用型人才。  

3. 师范院校转型中的人才培养方略 

师范院校转型中的人才培养方略应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师教
育、基础教育改革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更新教育思想观念，努力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制订具有时代特
征和独具高师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3.1 提升人才培养规格，构建开放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新格局 
“当代高等师范教育革新发展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从‘师范教育’转向于‘教师教育’。新的教师教育

理念更加强调师资培养的多样性和体现特色，注重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和在职研修的相互联系，拓宽专业
领域, 给予师范生广博的文理教育和教育实践训练，加强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彭蜀晋，2004） 

近几年来，师范院校在办学实践中推出了不少新的人才培养改革方案，比如“3+x”模式、“4+ x”模
式等等。在高师院校中，北师大率先垂范，于 2000 年最早提出了学校的“发展规划纲要”，新近又制定了
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北师大转型的构想，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打破传统高师学科单一的结
构，适当增加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以增强办学的综合实力；二是在综合性的学科结构所提供
的高水平的学术平台上，不仅要实现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而且要使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相剥离，
更新传统的范式，实行教师教育的教育学院化”（郑师渠，2004）。提升人才培养规格，构建开放型、多元
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有利于适应社会对多层次多规格教育人才的需求，而且也有利于逐步实现学科专
业教育与教师职业教育的相剥离，并逐步与国际教育接轨”（刘湘溶，2004）。 

师范院校转型中的人才培养方略应突出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与综合提
高，把拓宽专业口径和灵活设置专业方向有机结合，整体优化与体现学生自主发展相结合，培养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3.2 弘扬教师教育特色，打造师范专业品牌 
高师院校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自己的“产品”超越对手，继续占领市场先机，最

关键的还是要经营好自己的品牌强项——教师教育专业。师范院校以培养基础教育师资为己任，因此，高
师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要主动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突出新课程的改革要求，形成新课程背景下的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供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修读和非教师专业的学生选修。教育基础理论课和技能课要根
据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进行总体设计，同时开设一系列有助于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教师专业教育课
程。另外，还要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教师职业技能证书制度。 

教育类学科既是师范院校的传统学科，也是其优势所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尽管历史悠久并具有宽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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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但他们对教师教育研究还没有形成重点，而高师院校如果在时机不成熟时把
自己的工作重点盲目地转移到非师范的一些热门专业上，这势必造成目前教师教育的相对虚空。因此，师
范院校应在原有基础上，加大对教师教育的研究，培养出具有品牌效益的师范毕业生, 让用人单位对师范
院校的毕业生刮目相看（钟晨音，2003）。弘扬教师教育特色，打造师范专业品牌是师范院校解决生存危
机和走出低谷的必由之路。 

3.3 科学调整课程结构，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  
人才培养方略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各类课程，处理好理论与实践教学，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关系；精

简必修课，扩充选修课，整体优化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还应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师范院校课程体系可以按照板块化、系列化进行设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和特长自主选择。

比如，可以构建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师专业教育课程、实践课程四大类和通识教育课程、
学科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三级平台，形成“平台+模块”的课程结构。对具有相同学科基础的专
业，打通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可依据个性化培养的需要设置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学科
专业课程力求加强学科基础知识，增强师范生发展后劲。体现师范特色的一些课程应进行总体规划，课程
设计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必修课，又有选修课；既有宏观上的高屋建瓴，又有微观上的深入探讨（党
远鸿，2003）。 

此外，一线教师注重规范教学环节，实现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利
保障。学校管理层也应努力健全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和信息化教学和科研管理系统，不断促进教研工作的制
度化、规范化，提高教学管理手段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3.4 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完善创新人才评价体系 
师范院校在转型过程中，要从人才培养体系整体出发，高度重视实践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科学构

建与理论教学体系既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内容循序渐进、层次分明、特色突出、开放式的实践教学体系，
以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着眼于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高师院校要积极推行学分制、双专业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本硕连
读制，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在育人过程中，高师院校应不断完善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评价体系。一方面，要改革考试方法，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比例，比如综合思考题、分
析题、应用题等，全面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
展，对学生的德、勤、能、绩进行综合性评价。  

3.5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师资不仅是高师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最关键的要素，因此，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重要的基础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学科队伍，一方面要致力于优化师资队伍
整体结构，不断调整教师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提高教师的个
人素质，包括教师的思想素养、业务素质、科研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随着高师院校的转型，师资需求正在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知识型、学术型、教学型的传统高校师资而逐步转向素养型、创新型、探究型的教
育和科学专家。 

为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各高师院校在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学科带头人和中
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加大教学梯队建设的力度，以带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
此外，高师院校还应建立教师队伍建设激励和约束机制，逐步完善教学科研考核机制，实施教师资格认证
和教师聘任制，鼓励任职教师进行阶段性的在职进修和继续深造。对于工作业绩突出者，学校可优先给予
评职评先、加薪晋级等待遇。 

总之，高师院校应积极为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健康、和谐、浓郁的教学和科研环境，使师生在亲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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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怀和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中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大家庭，共同为高师院校的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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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itions of normal universit ies in our country are inexorable tren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 this process, normal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reform models of talents cultivation, establish teachers’ 
profession with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construct new strategies of talents cultivation so as to improve all-round 
capacities of normal universit ies in runn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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