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7月 27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
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夯
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开设师
范类专业的院校超过 700所，数量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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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
培养体量不小，但学科结构和培养层次有待优化。

针对这一现状，意见提出，从 2023年起，国家支

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
成绩优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作为国家优秀中小学教
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在强化学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同
时，系统学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含参加教育实践），
为中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越、教
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

意见明确，首批试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承担培养任务，每年每校通过推免遴选不少于 30名
优秀理工科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理学、工学门类研
究生或教育硕士，同时面向在读理学、工学门类的研
究生进行二次遴选。培养方式包括试点高校自主培
养或者与师范院校联合培养两种。

据介绍，首批培养将于 2023年 9月启动实施。
（杨湛菲）
据新华社

教育部实施国家优秀

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
“国优计划”《意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将教
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2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
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
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
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5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
工作来抓，要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为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任
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中
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特别提出支持高水
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目前，我国举
办师范类专业的院校超过 700 所，数量众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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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培养体量不
小，但学科结构和培养层次有待优化。为
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
师范人才培养结构，着力提升培养质量，在
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各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及部属高校意见基础上，教育
部印发了《意见》。

请介绍一下
《意见》出台的背景

从 2023年起，国家支持“双一流”建设
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
秀且乐教适教的学生作为“国优计划”研究
生，在强化学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系统
学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含参加教育实
践），为中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
业素养卓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

“国优计划”有两种选拔方式：一是推免
选拔，具备高校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向试点高校提出申请，经考查合格可通过推
免方式被录取为“国优计划”研究生，攻读学
术学位或专业学位研究生。二是在读研究生
二次遴选，试点高校面向非教育类研究生进
行二次遴选，结合学生专业课成绩和面试等
综合考察学生从教潜质，按照“优中选优，严
格规范”的原则，遴选“国优计划”研究生。

培养方面，“国优计划”培养高校通过自
主培养或者与师范院校联合培养的方式，为

“国优计划”研究生系统开设教师教育模块课
程，包括不少于 18学分的教育学、心理学、中
小学课程教学、科学技术史等内容，以及不少
于 8 学分的教育实践，强化师范生专业素养
培养与教学基本功训练。支持培养高校为推
免录取的“国优计划”研究生设计教师教育先
修课程，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指导学生从本
科第 4年开始学习。鼓励高水平高校面向全
体在读学生普遍开设教师教育选修课程，“国
优计划”研究生本科阶段选修教师教育课程
所获学分可计入“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相关
模块课程学分。参加研究生支教团的“国优
计划”研究生，支教实践计入“国优计划”研究
生培养教育实践学分。

一是优化教师教育体系，组
织高水平院校培养教师。“国优计
划”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
表的高水平高校开展试点，组织
首批 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
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将带动
一大批高水平院校发挥学科优势
举办教师教育，推动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不断健全、优化。

二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
强高质量科学教师培养。“国优计
划”首批试点支持优秀理工科应
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研究生，同时
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读理
学、工学门类的研究生进行二次
遴选，确保“国优计划”研究生具
备卓越的理工科专业素养，同时
通过系统修习教师教育模块课
程、完成教育实践，具备扎实的教
育教学基本功。

三是创新培养模式，支持双
研究生学位授予。“国优计划”支
持非教育类研究生系统修习教师
教育模块课程，按规定修完相关
课程且以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
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和方案设
计报告等任一形式通过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的“国优计划”

研究生，毕业时同时获得教育硕
士学位，推动了教师培养模式创
新，增强了激励优秀人才从教的
政策吸引力。

四是强化从教支持，探索“订
单”培养。在推动各地将“国优计
划”研究生作为基础教育教师人
才，组织专场招聘、做好引进工作
之外，支持各地探索建立“双一
流”建设高校与优质中小学的“订
单”培养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培养
协议，强化“国优计划”研究生毕
业从教保障。

五是整合优质资源，加大投入
力度。“国优计划”培养高校要成立
由校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支持“国
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财政予以支
持。其中，教师教育课程可由培养
高校独立组织教学，或者与师范院
校联合开设。此外，培养高校要建
立从教毕业生专业发展跟踪服务
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
校要制订 5 年一周期的专业发展
支持计划，将从教的“国优计划”研
究生打造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和
中小学校领导人员后备队伍。

“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要作为“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重要任务，先行试点，持续推进。
首批试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承担培养任务。试点高校按照要求提出实施
方案报教育部审核同意后，于 2023年 9月启
动实施，开展首批“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
教育部将加强指导督促，为政策顺利实施提
供支持保障。

据新华网（来源：微言教育）

“国优计划”研究生
如何选拔与培养？

《意见》有哪些
政策创新点？

实施“国优计划”的
目标任务是什么？

如何做好“国优计划”
组织实施工作？

2023年 8月 2日 星期三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刘挺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llrbxqk@126.com 关 注 5

如何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

教育部5问答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