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宣言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1 月 23 日至 24 日，第十五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和 2018 年中

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年会在华南师大联合召开。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司长任友群、副司长黄伟，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中国教育

学会副会长兼教师培训者联盟理事长尹后庆，47 所师范大学以及香港

教育大学、澳门大学的 600 多名专家，加上 400 多师生代表齐聚华师

参加会议。第十五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由华南师范大学承办，中国

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年会由中国教育学会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主

办。

参会代表围绕“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造就新时代大国良师”的

主题，学习领会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入研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

效机制建设、教师教育学科发展与建设、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师范专

业认证与师范专业建设、新时代卓越教师培养等问题。如今，教师教

育已不仅仅是师范生培养，而是职前培养和教师培训体系化，职前职

后一体化协同发展。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和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

者联盟年会首次联办，主要目的在于形成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的

有效路径，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共育大国良师。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做了题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大会主旨报告。任友群

指出，师范大学是教师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



活水，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共同探讨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大计，推动中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恰逢其时，很有意

义。

任友群强调，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首先是要深刻领会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新要求，

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深刻领会新时代教师队伍的责任使命，明确

新时代“好教师”的标准，领会新时代教师工作的方向要求。第二是

准确把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的新进展。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

工作母机，是先导性、关键性、基础性工作，必须抓紧抓好抓实。第

三是要认真研判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教师队伍建设现状与建

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人民群众

的期盼相比还需要更多努力，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之路任重道远。

最后是明确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的思路举措，各高校、各

地方应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努力推进教师教育振兴行

动，明确师范院校主体的体系，推进师范生培养机制改革，推进教师

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师教育的深度融合。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黄伟主持会议。他指出，当前，教师教

育发展正迎来新的春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党和国家将教师队伍

建设摆在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

改革开放 40 周年再出发的历史时刻，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开启了新征

程。在此形势背景下，本次会议的召开正逢其时。本次会议将全国师



范大学联席会议与全国教师培训者联盟会议两会联开，培养培训两支

队伍交流对接，群贤毕至，把脉未来，是我们落实党和国家全面深化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建强做优教师教育，推进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

化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尹后庆在致辞中表示，今年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和教师培训者联

盟年会联合召开，是教师教育的盛事，标志着事关教师队伍职前培养

和职后培训的两支队伍走在了一起，也标志着职前职后一体化完成了

形式上的对接。他期待各位教师培训者同行探究出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的有效路径和方法策略，共同努力，更高效地助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

发展。

王创在致辞中指出，广东历来十分重视教师教育，华南师范大学

作为南方教师教育的排头兵，近年来先后组建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

省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研究院，搭建师范专业认证管理信息系统、全国

教师教育质量监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国家教师教育

创新实验区等创新机构和平台。在全国第一个开设教师发展与管理硕

士点，率先成立教师教育学部，加强全链条学科体系建设，推动职前

职后一体化建设，为构建广东特色教师教育模式和“新师范”战略落

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朱孔军致辞中介绍，近年来华南师范大学抓住国家“双一流”建

设和广东“高水平大学”“新师范”建设契机，加快发展的同时，坚定

不移地把“教师教育出特色”作为核心发展战略，制定了《“新师范”

建设行动计划》、成立了教师教育学部和教师发展评估院、启动了筹建



“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等工作，不断加大教师教育改革创新

的探索力度。

大会安排了 9所师范大学作教师教育和教师培训的经验分享。

针对师范类院校在教师培养能力方面的基础和条件，北京师范大

学校长董奇对教材、课程、教学、学生、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的研究

程度以及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缺乏研究和应用等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他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类似中国师范大学联席会、中国教育学会教师

培训者联盟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师范院校校长或书记真正参与进来，

针对真问题、真困难进行探讨和解决。设立针对教师教育重大科技研

究项目，建议尽快研究国家对师范院校评价标准问题，希望尽快出台

更合理科学的评价标准。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以“面向新时代卓越教师，高水平落

实培养计划 2.0”为题，介绍该校加强本科师范和教育硕士培养的一

体化设计，尤其是深化学校教育硕士培养改革。他提出整体谋划“一

流本科+一流教师教育”的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优化教育硕士入学标准，

对本科毕业生的教育情怀和学科知识两个方面予以重点考核，面向全

国综合性大学和优质师范大学开放教育硕士的推免通道，重视教育硕

士的师德教育，加大对教育硕士第二课堂建设和日常教育文化熏陶，

有针对性地提出专长发展思路，丰富教育硕士的成才渠道。

香港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分享了如何培养新时代卓越教师，提出

要提高准教师的专业知识技能、人际沟通、团队合作、工作态度以及

正面人格的培养；并提出了新教育学士课程的重点应该在经验学习、



学校体验、研究方法、电子学习、跨学科元素等几个方面，课程改革

应该从创新、创意和创业三个方面进行。他还提出，学校应该尽可能

支持教育的发展，通过加强学校领导培训、培养有能力的教师来推动

创新学习与教学的发展。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郑振伟以“澳门中文师资培育”为题，

介绍了该校从 2008 年开始为配合“提供全人教育”的使命，全面改革

本科课程，将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研习教育和社群教育融一体的经

验。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蔡红生以“立足标准，以评促建，切实提升

卓越教师培养水平”为题，以生物科学专业三级认证迎评为例，分享

了该校本着立足标准、以评促建的思想和行动原则，不断凝聚师范专

业认证工作的专业合力，设计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加强统

筹师范专业认证工作的科学评估，切实提升卓越教师培养水平。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萼以“突出师、实、新，全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为题，分享了该校突出“师、实、新”，积极探索形成了制

度建设、宣传教育、典型选树、社会实践、文化涵养、关怀保障“六

个着力”师德建设工作模式。“师”字为本，培塑师德教育新风尚，“实”

字为核，构筑师德工作大格局，“新”字为先，突出师德建设时代性。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郑孟状以“新时代卓越教师培养——走向协同

创新的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探索”为题，分享了该校通过高校、

政府、中小学协同，重点建设教师发展学校，全面整合省级教师教育

平台，构建教师教育质量监控体系；2016 年成立浙江省第一个“特级



教师工作流动站”，创新教师教育师资提升路径；打造全省智慧教育平

台，开创互联网+教师教育新局面，实现卓越教师培养目标，服务浙江

教育现代化。

重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曾礼以“强教师教育本色，扬职业教育亮

色，显汉语教育特色——重庆师范大学特色办学格局的构建”为题，

分享了该校如何形成了师范教育和非师范教育“两轮驱动”，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三驾马车”，文化传承与创新、决策咨询与

公共服务、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三大版块”协同发展的特色办学格

局（“233”办学格局）。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王恩科以“服务国家急需，主动担当作为，积

极探索教师教育特色发展新路径”问题，分享了华师深入实施“新师

范”发展战略，遵循“教师教育出特色、学科水平上台阶”的思路，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发挥区

位优势，大力推进服务湾区建设的教师教育发展策略，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推进沿线国家教育硕士培养，提供特色鲜明教师教育服务等经

验和做法。

聚焦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在 23 日下午，大会还安排了多场圆桌论坛和十一个工作坊进行研

讨。

在圆桌论坛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党办校办负责人、教务处

负责人、专家和代表们聚焦教师培训体系振兴发展、教师培训模式创

新与深度专业化、教师培训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3 日下午，十一个工作坊同时深入探讨教师培训模式创新与深度

专业化。

与会代表们围绕“港澳教师培训新模式示范——教师团队变革”、

“新教师培训的方案设计与实施——把握新教师‘真需求’的方法与

路径”、“教师培训核心能力提升策略 1——如何设计实战型教师培训

课程”、“翻转课堂在教师培训中的应用”、“教师培训核心能力提升策

略 2——敏捷理念在课程开发中的应用”、“卓越教师培训内容变革的

方向和路径——校本研修内容的创新设计”、“教师培训实践精选案例

分享点评”、“地方特色教师培训模式——以学为中心：湖南省学本培

训模式体验工作坊”、“破解混合研修工作坊的关键难题——信息技术

助力训后跟踪与成果转化”、“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教师能力测评：

精准服务教师专业发展——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能力测评工具”、“提

升教师核心能力与技术：掌握培养创新思维的有效工具——提问矩阵

激活思维：让教师学会引导学生提问”等主题，展开深入的研讨。

发布《广州宣言》

23 日下午，大会还发布了“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振兴《广州宣言》”。

宣言指出，全国师范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决策部署，实施《教师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推动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振兴，培养

造就新时代大国良师，致力于：提高政治站位，振兴师范主业，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引领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宣言指出，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通过大家协同努力，一定能够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振兴，建设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更加积极主动作为！

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还进行了第十五届、第十六届承办学校交接

仪式。

24 日上午，大会将进行知名专家微报告专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

长尹后庆、李天顺、朱丹、吴颖民四位国内知名专家与跨界专家 TCL

电子人力资源总经理顾进山等齐聚 “山长讲坛”，分享“教育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