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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优计划”是培养研究生层次优秀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

强国的教育创举。已有相关研究忽略了推演此项政策实施中的超验情形,对“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的

战略性内蕴阐释不够彻底,对政策执行面临的风险研判不够成熟,致使政策落实理路缺乏系统性构建。为落

实“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的目标任务,选用哲学逻辑结构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本体论向度理解尽用师

生禀赋、集约配置师资、迭代育师建制的政策旨归,从认识论向度剖析通过道术兼顾、价值导正、施策创新来

规避政策执行失真的理论逻辑,从方法论向度确立聚合优势、因校制宜、革新范式三种政策落实理路。以期

此项研究生教育政策在精神落实、风险规避和执行增效中能够形成基本共识,为优秀中小学科学教师自主高

质量培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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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一)问题提出

教育研究促进教育政策过程科学化已被确证为

影响国家教育发展的动因[1],开展研究生教育政策

研究能够促进新颁布政策的实施更趋科学化。2023
年7月26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

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简称“国优计划”),
组织高水平高校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优秀中小学科学

类课程教师[2]。这是教育系统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教育、科技和人才统筹安排所做出的积极响应,也是

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的教育创举。“国优计

划”是继“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优师计划”“强师计

划”“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之后颁布的具有时代

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教师教育政策。“国优计划”研究

生教育政策必将推动教师教育走向开放化,尤其是

在支持集约化配置高素质科学类课程教师以弥补中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短板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3]。
可以说,作为支持教育强国建设而颁布的教师教育

专项政策,“国优计划”承载着高质量自主培养优秀

科学教师的新使命,既可以将科学教师的专业素质

提升到更高层次,也能促成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迭代升级[4]。这项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政策富含

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意蕴,但也面临基础教育优质

师资结构失衡、培养中师范性与学术性偏失、培养对

象遴选失准与从教意愿低等挑战,因而如何应对挑

战成为亟待解决的策略性问题[5]。既可基于教师教



育政策的执行风险研判做出因应[6],也可选择以"教
育家精神"为价值引领推进"国优计划"做细落实[7]。
综合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分析了“国优计划”的创新

之处、政策导向、战略意义、执行逻辑,但既未采用科

学主义取向的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也未运用话

语分析取向的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更忽略了

对政策执行中超验情形的研判分析,致使其对“国优

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精神阐释不彻底、政策执行风

险研判不科学、政策落实理路构建不系统。基于此,
本研究拟选择适切的哲学理论建立分析框架,着重

探讨“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的精神旨归,研判

其政策执行失真风险和系统构建政策落实理路,以
期促进研究生教育政策执行科学化。

(二)分析框架

为了使“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阐析更具理

性,选择适切的理论视角尤为必要。理论作为规范

教育政策研究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能够为我们

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判断力和解释力。事实上,
理论是借用理性对事实所做的合理化解释,使用理

论能够阐明潜在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或运行机

制[8]。“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实施涉及现实和

超验情形的研判分析,因而从哲学理论视角检视政

策会更具解释力和判断力。哲学逻辑结构是一种从

客观到主观、主观再到客观循环的逻辑推演过程,也
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本体论、认识论和

方法论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认知问题的思维逻辑,也
是构成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要素。教育作为一种有

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

社会实践活动,从哲学逻辑结构的角度看也是一种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9]。一般而言,教育政

策研究者多探求理论智慧,教育政策实施者多青睐

实践智慧,若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融通会更能发

挥教育合力。理论智慧在寻求对客观事物的原理性

解释中,通常会启发教育政策执行者,直至改变教育

政策实践内容。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种融合研究思

路、逻辑秩序、组织结构的方案或工具系统,可助力

研究者在特定范畴内按照特定理论理性分析教育现

象、解决教育问题和揭示教育规律,从而达到理解和

认识世界之目的。国外对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

陷入一定程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误区,而国

内政策研究恰恰缺少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自

觉[10]。据此,为了保障“国优计划”教师教育政策落

地见效,本研究选择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

哲学逻辑结构向度构建分析框架(图1),以期深刻

阐析政策精神旨归、理性规避政策执行失真和科学

确立政策落实理路。

图1 基于哲学逻辑结构的分析框架

二、战略性内蕴:在本体论向度上
理解“国优计划”的精神旨归

本体论主要解释事物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

题[11],也研究存在及其意蕴。本体论是功能性的、
形式的、逻辑的、关系的,而非质料的、实体的、元素

的、实在的。选择从思想本体论向度揭示“国优计

划”之精神旨归,意在用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推进

政策过程科学化,但由于试点高校的属性、类别、能
级等不同,其政策理解和实施自然存在差别,因而研

究揭示政策精神的基本面尤为必要。
(一)尽用师生禀赋:依托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优

秀教师培养创新型教师

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是各级各类学校被委

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确保人才禀赋资源得以利用,
因而亟须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基础教育发挥基

点作用[12]。委任试点高校培养专业本领强和科学

素养厚实的优秀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是“国优计

划”的基本目标,体现着尽用优秀师生禀赋来育才造

士的国家意志。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拔尖创新型教师人才培养

中发挥着龙头作用。人本身携带着“自私的基

因”[13],能够成为政策试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师

生,其禀赋自然优于多数学生,这为解释“国优计划”
以“优师育优生”提供了优生哲学依据。高等教育是

教育、人才和科技“三位一体”的结合点,教育强国建

设背景下试点高校的科学教师教育必然由优秀的理

工科教师、优秀的理工科学生和优质的教师教育中

介系统三大基本要素构成。那么,为何要委任高水

平综合大学培养优秀中小学科学教师? 综合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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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基础、生源基础和社会声誉基础使其参与教师

教育具有现实可行性,可以说,综合大学的学科结

构、专业布局、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已经在客观上成

为新时代教师教育可以依托的重要力量[14]。换言

之,高水平大学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集散地、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策源地,作为政策试点组织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凭借资源配置、社会影响和地理位置的独

特优势,能够为优秀研究生提供更为前沿的物理信

息和文化信息,引导研究生塑造起更为科学和先进

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概念框架,从而为研究

生将来利用信念和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创新性决

策奠定素质基础。
拔尖创新型中小学科学教师在教育强国建设中

发挥着基点作用。基于“系统的概念”审视,教育强

国建设是一项开放性“复杂巨系统”工程,基础教育

要通过“学有优教”在其中发挥基点作用。而中小学

科学教育要做到学有优教,就要有足够的具有创变

思维、技术思维和复合思维的拔尖创新型科学教师

人才,才能为高质量科学教育教学提供支撑。在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背景下,国家

组织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

教、适教、爱教的学生作为科学教师教育政策的目标

对象,旨在通过综合性高水平大学优秀教师发挥学

科优势和学术禀赋,培养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

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中小学科学教师人才。
“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是教育系统以科教兴国

战略为契机,在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的创举。
(二)集约配置师资:培养专业型中小学科学教

师助推创新要素流动

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理路是强国必先强教、强
教必先强师。科学实施“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

会促进优秀中小学科学教师集约配置,进而助推中

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提质

增效。
其一,以“调结构、提素质”解决中小学科学教师

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在知识流、信息流和科技流

交互的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亟待创新素养高、实践能

力强的科学教师为基础教育提供人才资源禀赋。学

缘结构合理、学历背景优越、专业化程度高的优秀科

学教师队伍能够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提质增效提供

资源禀赋保障。2021年底,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调查结果表明,全国13.1

万名小学科学教育教师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即小学

科学教育教师有70.1%是兼职教师,专职教师仅占

29.9%;其中,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占27.5%;研
究生学历层次的科学教师仅占1.8%[15]。从政策试

点来看,首批“国优计划”研究生实践导师的任教学

科与科学素养匹配差异间接暴露出了中小学科学类

课程教师结构失衡、专业素养偏低的问题。甘肃省

教育厅遴选公布了70所学校141名“国优计划”教
育实践导师名单,其中77名中小学实践导师的任教

学科为语文、英语、美术、政治或体育,64名实践导

师任教学科多为数学,极少数为理化生[16]。调查结

果表明,中小学科学教师队伍的配置存在专业化程

度低的问题。科学教师培养不仅局限在师范教育阶

段,不同学校的学生都可能成为科学教师,所以科学

教师教育应全域化实施[17]。事实上,中小学科学教

育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科学教师专业素质不高,
因而需要培养一支专业化程度高的优秀中小学科学

教师队伍,以此纾解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质量困境。
其二,以优秀中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助推创新要

素集约配置和有序流动。基础教育在科技和人才事

业中承载着最基础的保障功能,然而当前我国中小

学科学教师培育体系不健全,造成基础教育领域高

素质科学教师相对缺乏,而现有的科学教师专业素

养也难以满足教育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和中小学科

学教育的现实需求,致使基础教育无法充分发挥其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点作用。从决策层面看,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为了破除三者间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家对教

育、科技和人才做了“三位一体”统筹安排。“双一

流”建设高校作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试点培养研究

生层次的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人才,实际上是国

家利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师资禀赋、学科专业、社
会影响等优势健全开放性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以此为中小学培养亟须的高素质科学教师。此种治

本举措不仅能够为基础教育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提供师资保障,还能够助推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禀

赋、人力资源禀赋、资本资源禀赋、技术资源禀赋等

创新要素合理高效配置、自由有序流动。
(三)迭代育师建制: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

系以夯实自主育人基础

教师教育联结着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教育“基
点”和高等教育“龙头”。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教师教

育体系是培养创新型教师人才的体制保障,迭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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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教师教育体系能够夯实拔尖创新人才自主

培养之基础。
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是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国
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完善

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
养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18]。“教师

教育”概念术语首次写入国家教育政策文本,表明重

视职前培养的师范教育由此转向了关注教师终身发

展的教师教育。事实上,1896年,梁启超已发出先

声,“师范教育立,而群学之基悉定”[19]。1897年,
盛宣怀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是我国最早

的师范院,也是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先

例[20]。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专门培养

师资,表明综合性大学正式参与教师教育。民国时

期,综合性大学主要通过教育(师范)科、教育(师范)
学院参与教师教育[21]。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大

学、苏州大学、延边大学等高校转设为综合性大学,
从此正式开始参与教师教育,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

地位受到冲击。截至2022年底,我国有225所师范

院校、565所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培养,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但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问题,因而迭代升级教师教育体系成为必要。从教

师教育的历史演进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

阶段,均迫切需要不同人才规格的教师,因而健全

“选人与学历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结合、
师德与师能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师范院校与

非师范院校相结合”[22]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成

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开放性的教师教育体系能够有效支持中小学科

学教师自主培养。虽然我国众多高校举办着师范类

专业教育,但高水平院校特别是高水平综合大学、理
工类大学占比不高;尽管师范生培养体量较大,关涉

的学科结构和培养层次却亟须优化和提升[23]。普

遍意义上的高校研究生师范教育与“国优计划”中研

究生教育存在差别,根源是在师范生培养的现实情

境中,颁布“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策是为了弥补

已有师范教育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学历层次低、结
构扁平、专业化程度低的短板。科学教师教育体系

是由科学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科学教师职前培养体

系、科学教师职后培训体系和科学教师教育学术体

系构成[24]。因此,建立健全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
水平非师范大学参与的具有开放性、联动式、“职前

培养体系-职后培训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
一体化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是推进教育强国建

设的体制保障。现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

等“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政

策试点高校,委任其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优秀中小

学科学教师人才,间接地表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及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科学教育支持逻辑。

三、前瞻性研判:在认识论向度上

规避“国优计划”的执行失真

认识论是指客观事物反映到人的意识系统中,
由意识系统对反应结果做出信息处理的过程。作为

国家公器的试点高校承载着培养科学教师人才和教

育强国建设的使命,而“国优计划”中的研究生选拔

与培养会因超验现象的影响而发生外溢效应,若要

处理好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则需政策执行组织

在认识论向度上前瞻性地研判政策执行风险,规避

政策执行失真。
(一)道术兼顾:规避在中小学科学教师培养中

偏失学术性或师范性

“学术性”和“师范性”分别为教师教育中“道”和
“术”层面的应然特性,政策试点高校应兼顾“国优计

划”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性和师范性,合理规避中小学

科学教师培养过程中“学术性”或“师范性”偏失的

问题。
对于师范大学而言,要规避其在转型为综合大

学过程中重“师范性”而轻“学术性”。“师范教育”概
念已逐步被“教师教育”所囊括,教师教育成了政策

话语、实践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中心。传统师范院校

历来重视师范生“师范性”的塑造,然而却在自身追

求建设综合性大学的进程中逐渐削弱了“师范性”,
同时遭到“学术性”不足的质疑[25]。在传统的教师

教育体系中,职前教师培养注重掌握“教什么”“怎么

教”等教育教学相关知识与技能,将其称为教师教育

“师范性”,但在师范生培养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

维度即具体学科,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教

师都必然带有不可抹去的“学科”印记[26],可称为

“学术性”或“专业性”。然而,包括部属院校在内的

多数师范院校在开办教师教育过程中遭遇外界质

疑,这就亟须师范类院校重新思考综合性大学参与

教师教育对自身有何影响。南京大学成立了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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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就是一个真实案例,其开展全日制学

科教学专业硕士及教育博士的培养工作,也成立了

江苏教育名师发展研究中心,强化与基础教育之间

的互动,从而保证在教师培养过程中能够兼顾“师范

性”和“学术性”。
对综合性大学而言,要规避其在开展科学教师

教育过程中重“学术性”而轻“师范性”的问题。在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评估的动态调整下,高水

平综合性大学在追逐考核指标上的绩效增长时,受
托参与教师教育难免会无意识重视“学术性”而忽视

“师范性”。“国优计划”教师教育政策实施同样面临

着“师范性”与“学术性”动态失衡的挑战,政策试点

高校中非师范高校有责任自我检视并加以妥善处

理。在研究生层面,政策试点高校均是国内综合实

力强的研究型大学,选拔的研究生本身就有较强的

学科专业素养和科研潜能,难免会在浓厚的学术环

境中忽略教育实践训练而“越境”至纯学术领地;在
学校(院系)层面,高水平大学优秀教师难免会将“国
优计划”研究生按照纯学术型人才加以培养,结果会

因中小学科学教师教育重视“学术性”而使其“师范

性”减弱。因此,政策试点高校应在强化学科专业课

程教学的同时,更要强化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
合理规避科学教师培养中重“学术性”而轻“师范性”
情形发生[27],真正培养出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

卓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中小学科学教师人才。
(二)价值导正:规避中小学科学教师职前职后

培养中发生弃教行为

虽然“国优计划”研究生毕业并未要求必须从

教,但支持试点高校与中小学签订协议开展“订单

式”培养,这就难免在职前职后教育中面临弃教的现

实挑战。选择做中小学科学教师就需筑牢从教意

识,尤其在职前职后教育中要切实规避弃教行为。
其一,政策执行组织要前瞻性分析研判政策实

施中潜在的弃教风险。教师肩负着传播知识、思想

和真理的历史使命,承载着塑造生命、灵魂和人的时

代担当。教师职业要求从教者爱岗敬业、忠诚于人

民教育事业,这是由教育的政治属性、民生属性和战

略属性所决定的。“国优计划”教师教育政策是政策

主体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的工具,
却同样面临着类似于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实施中所

发生过的各种弃教行为的挑战。理性是一种在给定

的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合于实现给定目标的行为

方式[28]。理性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则为

公地悲剧埋下了祸根[29]。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实

施中违约行为就是证据,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失衡,由此引发政策理性诠释中“免费”与“公
费”的释义理解矛盾、“公共”与“个体”的价值取向矛

盾、“签约”与“解约”的进退程序矛盾[30]。“国优计

划”研究生教育政策同样面临着政策目标群体在职

前或职后违背订单培养约定而放弃从教选择的现实

挑战。弃教意味着他人受惠教师教育政策的机会被

弃教者剥夺,有限的教师教育资源也被浪费,因而有

必要采取应对举措。尽管政策实施中弃教行为难以

杜绝,但政策执行组织可前瞻性研判和分析政策实

施中的弃教风险,针对性地采取“尊师”和“惠师”举
措,全过程教育引导“国优计划”研究生铸牢从教爱

教意识。
其二,发挥政策的价值理性功能,吸纳热爱教师

职业的学生胜任科学教师。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

下,“国优计划”作为教师教育专项政策本身具有工

具理性,但政策设定的免试认定教师资格证、探索

“订单式”培养、组织专场招聘、支持专业发展等要求

均体现了政策的价值理性,而规避政策目标群体的

弃教行为有赖于政策的价值理性发挥从教价值导正

功效。“国优计划”作为研究生教育政策,本身是一

种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制度安排和专项教育措施,
因而具有行为约束性和实践时效性,但不排除政策

试点高校研究生在选择中小学科学教师职前培养和

职后工作中发生弃教行为。规避弃教风险需要政策

执行机构处理好政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关

系,即要发挥政策的价值理性吸纳真正热爱教师职

业的学生进行培养,以教育家精神为价值引领,铸牢

研究生终身从教意识。此外,还需设立“国优计划”
研究生从教跟踪服务机制和进退机制,在入口上准

确识别学生报考“国优计划”的真实动机,在培养过

程中要以价值导正来铸牢从教意识,在职后工作中

要能识别并辞退确实无法从教者,确保将专业成绩

优秀且乐教、适教、爱教的研究生培养成为科学教师

人才,并吸纳到中小学终身从事科学教育教学工作。
(三)施策创新:规避中小学科学教师培养中照

搬传统师范教育模式

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需要统筹研制人才培养方

案,将教育科学的相关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整合设计到课程体系当中加以传授,同时以科学的

方式开展教育实践,据此形成“职前职后一体化”贯
通式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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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师范教育过于重视教师职前专业化培养而

忽视职后专业发展。“师范教育”在本质特征、目标

追求、管理体制、学科分类、专业设置等方面与“教师

教育”存在着联系和区别[31]。1980年6月,教育部

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并相继出台

《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等文件,明确师

范教育层次由高师本科、高师专科、中等师范的“旧
三级结构”向硕士研究生、高师本科、高师专科“新三

级结构”转型的结构调整方案,并实施师范教育向教

师教育转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
师范教育是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是建

立在教师的专业特性上,为培养教师专业人才服务。
就“教师教育”概念而言,在从“师范教育”向“教师教

育”话语转变的原初意涵上,普遍认为教师教育是对

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统称[26]。由此可知,师
范教育侧重教师职前培养和关注教师个体专业化,
重在将“师范性”和“服务性”相结合来培育教师专业

素质;而教师教育则关注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
在重视全过程培育教师专业素质的同时,还重视设

计和改造教师的职业角色和职业形象,更为强调教

师专业发展。也就是说,传统师范教育存在将教师

人才培养圈定在职前教育的狭隘时空内,忽视了教

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和终身性。
中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可能因照搬师范教育模式

而弱化专业发展。传统师范教育多重视学生“师范

性”的养成,并非不能培养胜任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

学的教师人才,而是因为传统师范教育体系在教师

教育方面既不够开放,也缺乏教育强国建设所依赖

的学科结构和办学层次。“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则

能弥补传统师范教育之短板,因而中小学科学类课

程教师培养不能照搬师范教育模式,而是要在“国优

计划”教师教育政策实施中寻求创新。国家对高水

平综合性大学给予全方位的政策支持,该类大学在

学科门类、师资力量、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均可支持教

师教育,因此,它们有义务和能力承担教师培养之社

会职责。政策试点高校要明确“国优计划”培养对象

是“双一流”高校理工科研究生,其育人模式自然要

应用传统师范教育的优势,也要探索创新教师教育

政策的育人模式,这也反映出该计划具有试点高校

之示范性和培养模式之创新性。例如,试点高校非

教育类研究生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可以说在国内开辟

了研究生双硕士学位授予模式。因此,试点高校要

将此项教师教育政策的精神,落实落细到培养中小

学优秀科学教师的全过程。

四、科学化执行:在方法论向度上

确立“国优计划”的落实理路

方法论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或方法

系统,主要涉及对问题、任务、工具、方法的论述。教

育政策研究总是指向教育实践[32]。考量到“国优计

划”执行中各阶段任务和要求不同,对执行者的政

治、利益和技术要求自然也不同,基于以“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为范式的认识论,在方法论向度

上理性确证科学教师教育政策的落实理路。
(一)聚合优势:建立好试点高校中小学科学教

师培养的协作关系

政策试点高校包括高水平理工类大学、综合性

大学和部属师范大学,其中,部属师范大学在教师教

育实践中积累了可推广的经验,但部分理工类高校

或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并不健全,培养中

小学教师经验也相对缺乏,因而需要建立协作关系

来确保高质量自主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人才。
首先,三方协同组建“国优计划”教师教育的项

目团队。“国优计划”研究生教育项目亟须团队力量

协同来保障政策落实,提升质量。理工类和综合性

试点高校可选择建立“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核心参与

者)支持、政策试点高校(中心参与者)主责、高水平

师范大学(边缘参与者)支教、优质中小学(边缘参与

者)参与”的中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协同育人团队,推
动中小学科学教师培养项目实施过程最优化。其

次,项目团队成员应各司其职、协同发挥自身优势与

特色。试点高校高质量开展学科专业课程教学,高
水平师范大学提供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支持,优质中

小学作为教学实践基地做好实践指导,教育行政管

理机构抢抓科教体制改革机遇来助推产教融合和科

教融合,以保障该计划最优化实施。实施基于协作

关系的“订单式”培养模式,真正让“国优计划”从教

激励政策细化并惠及每位研究生。最后,要将“国优

计划”研究生实践教育责任细化到位。教育强国建

设迫切需要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资源禀赋,因而,其
研究生培养要高度重视在实践教育环境中习得科学

素养和创新能力。据此,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应准确

评估教育实践基地支持效果和实践导师的实践指导

成效,进而做好动态调整。地县级教育管理部门要

落实好尊师和惠师政策来提升实践教育效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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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不断强化自身,创新实践指导模式和方法,助
力提升科学教师的实践教育质量。

(二)因校制宜:实施好自主或联合培养科学教

师的校本融合创新方案

政策试点高校中部属重点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体

系健全,非师范类高校的教师教育体系和教师教育

课程体系亟须健全。政策试点高校类型多样,其对

政策实施的支持条件各有差异,部分高校能自主高

质量培养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部分高校却因教

师教育体系不健全而需要其他高水平大学协助。基

于此,试点高校应从多方面实施好中小学科学类课

程教师人才培养方案。
其一,试点高校须建立健全中小学科学教师培

养的校本育人体系。根据教育教学运行机制需要,
校本育人体系包括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学术体系、
治理体系、评价体系等子体系,课程体系是知识供给

体系,教学体系是学习实践体系,学术体系是问题研

究体系,治理体系是管理体系,评价体系是监测导向

体系,不同子体系在中小学科学教师教育中发挥着

独特功能,因而需要统筹健全和分类建设。就课程

体系而言,试点高校可根据理科和工科学科专业特

色与优势,开设厚基础、宽口径和多样化的课程,或
建立科学教师教育课程共享联盟,从而健全科学类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保证开设的课程能够满足“国优

计划”研究生的学习需求。其二,建立研究生导师

组,实现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中小学科学教师教育

的培养主体包括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学科专业课程

教师、教师教育课程教师、中小学实践导师等,将这

些教师教育主体优化组合,形成“国优计划”研究生

导师团队并明确其指导权责,可强化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素质与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如此方可发挥多元

主体协同育人功效。其三,政策试点高校要因校制

宜落实校本研究生培养方案。校本研究生培养方案

应以高水平学科建设支撑高水平教师教育,不断深

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
程体系、实践教育等环节完善培养体系,推动科学教

师人才培养提质增效。试点高校要评估分析自身优

势和短板,统筹搭建好教学组织,制定好教育实践方

案,开展好学科专业学术训练,加强自主培养或联合

培养的诊断性、过程性和终结性考核,确保“国优计

划”研究生教育实践优质且有效。
(三)革新范式:探索实施科学教师培养的全域

性全过程育人模式

育人模式创新会触发教育变革,进而发展成影

响高校全局性的育人范式。人才培养范式中的课程

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评价体系、治理体系等直

接影响科学教师培养质量,因而亟须全域性育人模

式支持试点高校科学教师教育。试点高校不能仅用

惯用的、滞后的育人模式应对“国优计划”研究生教

育,而要通过人才培养范式变革实现科学教师培养

目标。
第一,发挥教师教育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教

育家精神本身蕴含一系列价值指向,构成教育家精

神的内在价值结构,可以说教育家精神是教师个体

发展的参照、教师队伍建设的引领和社会教育境界

的标识[33]。试点高校可主动对标教育强国建设的

政策要求,在“国优计划”教师教育实践方面以“教育

家精神”为价值引领,让试点高校优秀教师肩负起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使命与担当。第二,划准科

学教师教育的实践之维。对标“国优计划”教师教育

的目标任务可知,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越、教
学基本功扎实是高素质中小学科学教师的内在要

求,也是中小学科学教育提质增效所依赖的科学教

师人才规格。高素质科学教师的培育试点高校可聚

焦科学类学科专业知识传授、教育实践技能训练、笃
定终身从教的价值塑造等实践维度,积极探索创新,
形成因校施策、因生定策的“重学术、强实践、求创

新”育人模式。第三,融通科学教师教育的课程体

系。试点高校应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开展

好“问题导向”型教师教育,积极建立“校内自设+跨

校选修”融通型科学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尤其要注

重增设以面向中小学科学教育研究为取向的“高阶

性、创新性、挑战度”的教师教育课程和优质教育公

共产品,为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型中小学科学教师

人才提供知识资源保障和“泛在”学习机会。第四,
落实教师教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试点高校既可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师教育治理,通过以

智助教、以智助学、以智助研、以智助管,不断提升教

师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也可积极

探索“(教师)教育学院主管+专业学院协管+实践

基地监管”的管理体制,形成教育责权分治的多元主

体治理模式,从而确保试点高校科学教师教育有序

有质。第五,用好科学教师教育的沉浸式评价。为

了对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试点高校可探索“职
前学业评价+职后事业评价+专业发展评价”的沉

浸式或现场性评价模式,让评价真正发挥诊断、筛
选、导向、激励等功能。综上,确保学生能够习得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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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学科专业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和中小学教育实

践性知识,做到巩固教师教育“学术性”的同时强化

其“师范性”,对于保障所培养出的中小学科学类课

程教师能够胜任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
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以及教育实践总是

与教育政策研究彼此作用且相互促进。本研究既是
“对政策理解的研究”,也是“为政策改进的研究”,旨
在促进“国优计划”教师教育政策过程科学化。鉴于
“国优计划”是教育系统回应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

人才强国战略需要所颁布的研究生教育专项政策,
今后,还需以实证方式研究整个政策过程,以助推政

策试点高校贯彻落实好政策精神,培养研究生层次

优秀科学教师,为基础教育培养创新型学生提供师

资力量,同时也为教育强国建设培养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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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perspectiveofcriticalreflection,qualitativechangelearningtheory,andsocialcognitiontheory,this
studyadoptsthehierarchicalregression methodtoexploretheinfluenceofpsychologicalsecurity,self-reflection,and
innovativeself-efficacyonpostgraduatestudents’problem-solvingabilityanditsworkingmechanism.Theresultsshowthat
psychologicalsecurity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problemsolvingability,self-reflectionplaysapartialmediatingrole
intherelationshipbetweenpsychologicalsecurityandproblemsolvingability,andinnovativeself-efficacynotonlydirectly
influencestheproblemsolvingabilityofpostgraduates,butalsoplaysamoderatingroleintheprocesswhenpsychological
securityandself-reflectioninfluenceproblemsolvingability.Basedonthefindings,theauthorsbelievethatitisnecessaryto
payattentiontothemonitoringandcultivationofpsychologicalsecurity,strengthenthecultivationofself-reflectivethinking,

andpromotetheimprovementofself-efficacyofindividualinnovationofpostgraduates,soastoenhancetheirproblem-solving
ability.
Keywords:problemsolvingability;psychologicalsecurity;self-reflection;innovativeself-efficacy

(上接第18页)

ThreeDimensional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ExcellenceTeacherProgram”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
———AnExplanationBasedontheLogicalStructureofPhilosophy

HOUHuihong1,SHIHuanhuan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37;

2.Teachers’ResearchCentre,BeijingAcademyofEducationalSciences,Beijing100036)

Abstract:NationalExcellenceTeacherProgram(NEPSSTTP)isateachereducationpolicytotrainpostgraduate-levelscience
teachersfor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andaneducationalpioneeringactiontomakeChinastrongineducation,science
andtechnology,andtalenttraining.Thepresentstudieshaveignoredtheanalysisofthetranscendentalsituationinthe
implementationofthepolicy,withlessthoroughinterpretationofthestrategicconnotation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
intheframeworkoftheNEPSSTTP,andimmaturejudgmentoftherisksintheimplementationofthepolicy,resultinginthe
lackofsystematicconstructionoftherationalpolicyimplementationpath.Inordertobetterachievethegoalsandfulfillthe
tasksoftheNEPSSTTP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theauthorsusethephilosophicallogicstructureasthetheoretical
analysisframeworktoanalyzehowtounderstandthepolicyobjectivessuchasfulluseoftheendowmentofteachersand
students,theintensiveallocationofteachingresources,andtheiterationofteacherstrainingsystemfromtheontological
dimension;thetheoreticlogicforavoidingdistortionsinpolicyimplementationbypayingequalattentiontoteachingtheoretic
conceptsandimpartingpracticalskills,correctingvaluesguidance,andinnovatingimplementation measuresfromthe
epistemologicaldimension;andtheestablishmentofthreepolicyimplementationpaths,namely,theaggregationof
advantages,theadaptationtospecificschoolconditions,andthecreationofnewparadigmsfromthemethodologicaldimension.
Withtheaboveanalysis,theauthorsexpectthatthis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willbebasicallyfollowedinimplementing
theguidingprinciple,avoidingrisks,andincreasingefficiency.Theauthorsalsohopethatthepolicywillserveasaguarantee
forhigh-qualitytrainingofexcellentscienceteachersfor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Keywords:makeChinastrongineducation;“NEPSSTTP”;teachereducationpolicy;scienceteachers;makepolicymor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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