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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时刻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总有一些事件凝聚在历史的
长河中。

2010 年 7 月，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于万众瞩目中颁布。

作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这份纲领性文件
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也开启了中国教师队伍建设的
新时代。

革新最难是开局。 两年来，党和国家积极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政府锐意进取，大胆探索，采取有效
措施，教师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教师结构不断完善，地位和待遇逐步
提高。 中国教师，正以全新的面貌，行走于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发展道
路上，成为最有力的推动者和前行者。

关怀，让教师的春天不再遥远

教师强，则教育强。
教师队伍建设，从来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心头的牵挂。
2010 年 7 月 13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
他特别提到，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

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最重要的基础工作”，短短的 8 个字，表达了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

设的高度关注。 而此后的两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大学、中学、幼儿园。
这是领导同志对教育溢于言表的热切关注， 是对广大教师发自内

心的鼓励和支持。
与此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把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挂在心间。

两年间，温家宝总理来到农村基层学校调研，与农村教师共度教师节，
还多次在免费师范生来信上做出过重要批示。 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
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重视关心教师
队伍建设，多次深入学校调研，与教师座谈，听取意见与建议。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 而这正是教师队
伍建设对整个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意义的体现，也是教育规划纲
要专门将“教师队伍建设”列入专章，作为六大保障措施的首要保障的
原因所在。

“这两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作为一名
教师，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感觉真正迎来了教师发展的春天！ ”一位
普通的小学教师兴奋地说。

春天的确到来了。
2010 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国培计划”，坚持“示范引领、雪

中送炭、促进改革”的原则，创立示范性项目和中西部项目，当年共培训
中小学教师 115 万人。

2011 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中央财政“十二五”期间投入 26 个亿予以专项支持。

2012 年，筹划“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将该计划纳入《关于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意见》，通过建设国家级教师教育基地，推进教师人才
培养模式和课程教学改革，培养一批中小学骨干教师和优秀教师。

一个个政策，一项项举措，一笔笔资金，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奏响了启航的号角。

标准，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奠基

“你的手里培养的是国家的未来，你的手里培养的是民族的希望。 ”
人们这样吟诵、歌唱教师。
可是，什么是好教师？ 好教师的标准是什么？
2011 年，一份标准给出答案。
12 月 12 日，教育部就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教师专业标准征求意见。

这 3 个标准是国家对幼儿园、 小学和中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
求，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规范，是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
准则，是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教师管理制度。 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
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 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准，提高教师任职学历
标准和品行要求。 ”

制定教师专业标准， 无疑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迈出了极具关键性
的一步。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教师专业标准，不同教师教育机构的教育内容
差别较大，使得培养出来的教师在基本素质方面也是千差万别，部分机构
的教师培养质量难以保证。 ”西北师范大学原校长王嘉毅深有感触。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教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是一种专业化
的工作，更需要严格的标准。

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教师专业标准甫一公布， 就成为媒体焦
点、社会热点的原因。

“从今天起，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不再是虚无缥缈的，
科学、明确的规则和要求，让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一位中学教师说。

毫无疑问，三大教师专业标准正式公布后，将成为教师培养、准入、
评价的重要依据，但疑问来了，此后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模式，如何与
其接轨？

在此之前，教育部已于 2011 年 10 月出台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对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结构、内容、资源、教学模式、教育实践、养
成教育、队伍建设、质量评估和条件保障等关键环节提出了明确政策措
施。

让人更为欣喜的是，《教师教育机构资质标准》、《教师教育质量评
估标准》也正在积极酝酿中。

一个完整、系统的中国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正在建立，这是一个
伟大的工程，它将为中国教师队伍建设发展史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是一门艺术，教育也是一门科学。 而标准的力量就在于让教师
专业发展更有保障，道路更为宽广。

培训，为提高教师质量加油

“一次培训，受益终身。 ”
四川省农村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学员唐轶群这样说， 宁夏农村中

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学员马平德这样说， 陕西省农村中小学教师远
程培训学员王金林这样说……

这 3 位普通教师参加的培训有同一个名字———“国培计划”。
2010 年 7 月， 作为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启动的

第一个教育发展重大项目，“国培计划”全面启动实施，中央财政首次投
入专项资金 5.5 亿元。

这么大的手笔，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
学教师培训，促进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接下来，是一连串惊人的数字。
2010 年，“国培计划”培训教师 115 万名，其中，农村教师占 95.6%，

培训成效显著。
2011 年，“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同时启动实施。
两年来，中央财政已经安排专项经费 13 亿元，共培训幼儿园、中小

学教师 215 万人，其中，农村教师 207 万人，占 96.3%。
而最新的消息是，2012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资金 14 亿元，计划培训

130 多万名教师。
14 亿，比前两年“国培计划”的投入总和还要多 1 个亿！
为什么国家会对一个培训投入这么巨大的资金， 答案在一个普通

教师朴实的回答里。
“以前，觉得乡下教师没有前途可言，内心也没有什么追求。 但参培

后 ，工作 16 年的我 ，有了职业信仰 ，感觉自己脚下的路更远了 ，更宽
了。 ”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第一中学英语教师祝红梅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农村教师的心声， 更代表了千千万万普通教
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的心声。 “国培计划”就像是一场春风，温暖了千千万
万农村教师的心房。

曾有人用“四个一”来形容“国培计划”的作用。 培养了一大批“种子
教师”；形成了一大批国家级优质培训资源；锻炼了一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高水平专家队伍；开发、生成了一批优质培训课程资源。

更重要的是，“国培计划” 探索和创新了教师培训的新模式和新机
制，引领带动各地进一步加大教师培训支持力度，启动本省培训计划，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分类、分层、分岗、分科大规模组织培训，推动了新
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工作。

2011 年，为了让更多的教师有机会接受培训，教育部印发《关于大
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推动各地有计划地对全体中小学
教师进行分类、分层、分岗培训。

———今后 5 年， 对全国 1000 多万教师进行每人不少于 360 学时的
全员培训；

———支持 100 万名骨干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有计划地组织实施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
———对所有新任教师进行岗前适应性培训， 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

教育教学工作。 培训时间不少于 120 学时。
“加强教师培训，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重

要举措，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更是广
大中小学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内在需求和愿望。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不断
强调。

构建多层级教师培训体系，实现农村教师培训全覆盖。 创新教师培
训模式方法，提高教师培训质量。 健全教师培训支持系统建设，加强培
训能力建设。

为梦想蓄积力量，为成长不断加油，培训，让中国教师重新出发。

机制，为农村教师输送新血液

中国有 1400 万专任教师，80%在农村。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 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制度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
如何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特岗计划”的出现，正当其时。
这项由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联合启

动实施的政策，2006 年正式启动，由中央财政支持，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到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任教。

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为“特岗计划”注入强心剂，无论是规模，
还是投入、实施范围，相较前几年，都有了大幅提升。

2011 年，中央财政用于“特岗计划”经费 34.7 亿元，共招聘 49870 名
特岗教师，赴中西部 21 个省（区）、751 个县、16536 所农村学校任教，服
务期满特岗教师的留任率连续 3 年达 87%以上。

2012 年，特岗教师招聘计划数从原来的 5 万名增加至 6 万名，特岗
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再次提高，西部地区每人年均 2.7 万元，中部地区
每人年均 2.4 万元。

2011 年，启动实施特岗教师免试在职攻读教育硕士计划，所有符合
条件、服务期满留任的特岗教师均可报名。

中央示范，地方跟进。 2011 年，共有 11 个省（区）实施地方“特岗计
划”，招聘教师 13432 人。

“三年特岗，我的根深深扎在这里。 ”23.5 万中央特岗教师发出青春
的呐喊。

与此同时，更多的利好政策不断出台。
2010 年，“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 的实施范围由中西部

21 个省份扩大到全国 31 个省份。 8 年来累计招收 6945 人。
两年间，农村教师补充的新机制不断完善，一支“下得去、留得住、

干得好”的农村教师队伍已经形成。 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支撑起农村教
育的天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制度，让教师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2010
年，温家宝总理的一番话，感动神州。

怎样才能让教师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提高教师地位待遇。 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条件，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而落实教师绩效工资正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0 年，教育部郑重对外宣布，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已基本兑现基础

性绩效工资。
不仅如此，教育部还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绩效考核制度，在绩效考核内容、程序、方法上体现素质教育导向和教
师职业特点。

“以前谈起工作，更多的是责任与奉献，现在则多了一份辛勤付出
后的甜蜜，大家都争着干。 ”

“实施绩效工资后， 我们的工资涨了将近一倍， 幸福指数大幅上
升。 ”

从基础性绩效工资到奖励性绩效工资， 充分体现了国家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的坚强决心，体现了政府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 他们喜

在眉梢，甜在心头。
国家还设立了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

区工作的教师实施津贴补贴制度，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 同时,部分地方
政府也在逐步建立、完善农村教师津贴补贴制度。 福建建立中小学教师
与公务员工资联动机制，设立农村教师奖励基金，表彰奖励长期在农村
任教的优秀教师。 江西在鹰潭市余江县、上饶市玉山县开展“完善农村
教师特殊岗位津贴制度”试点。

钱袋子鼓起来之后，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的住房问题开始提上日程。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2010 年，国家发改委、教

育部启动实施“农村边远艰苦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试点”，安排
试点项目专项资金 5 亿元。 2011 年安排专项资金 15 亿元，推动农村教
师周转房建设。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新建”和“改建”两种模式来统筹规划周
转房的建设。

湖北省实行“以奖代补”的政策,对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县(市)给予
奖励。

海南省把农村中小学教师住房纳入当地保障性住房建设体系。
贵州、江西、广西、新疆等地都开始行动起来，启动实施农村中小学

教师周转房建设。
喜报接连传来。
2011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在近两年山东省潍

坊市、吉林省松原市、陕西省宝鸡市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再用一年左右
时间，在全国部分地市开展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

2012 年，教育部将启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中小学名师名校长
培养工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可以评上
“正教授”，可以有通往“卓越教师”、“教育家”的途径。

收入增加了、待遇改善了，住房在建了，职业的发展顺畅了，前方的
道路更加光明了。

这才是对“幸福”和“尊严”的完美诠释！
教师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梦想和希望， 他们应该也必须活得更加幸

福，更有尊严。

师德，为中国教师铸魂

师者，德为先。
师德是教师的灵魂。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师补充机制，优化了教师结构，拓展了教师的

来源渠道；一系列新颖扎实的教师培养、培训计划，保证了教师队伍数
量，促进了教师整体素质的显著提高。 而一大批优秀教师、楷模教师的
涌现，让人看到了中国教师的伟大师魂。

把师德建设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 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提
高教师队伍质量和水平的战略措施。

2010 年，教育部启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界
的热烈响应。

从“站上讲台，就是我的生命在歌唱”的于漪，到“把特别的爱给特
别的孩子”的刘佳芬；从培养了无数歌唱家的“中国夜莺”周小燕，到“情
境教育”的开创者李吉林；从重病之中依然坚持授课的石秋杰，到把毕
生心血都贡献给科学事业的侯伯宇，他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崇高
师德，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强烈的教书育人责任感和使命
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让无数人为之震撼。

“你们是 1700 万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彰显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
理想情操、高尚师德和人格魅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
东动情地说。

时代呼唤道德的力量，时代呼唤楷模的出现。
“最牛校长”来了，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桑枣镇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

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岗敬业，心系学生。
“最美女教师”来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张丽莉，告

诉我们什么是生死关头，舍己救人。
“最勇敢教师”来了，湖北省宜都市第二中学女教师周玉兰，告诉我

们什么是临危不惧，学生至上。
“见义勇为教师”来了，安徽省灵璧县黄湾中学教师陆荣飞，告诉我

们什么是浩然正气，舍己救人。
在一个个普通而又伟大的教师身上， 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师德丰富

的精神内涵，看到了中国教师的伟大师魂。
在一个个普通而又伟大的教师身上， 我们看到了新时期教师群体

的崭新风貌，看到了中国教育前进的主要力量。
他们身上的正能量不断积累发酵，释放出更为巨大的道德力量，让

人看到光明和希望。
为什么中国教育的星空如此璀璨， 为什么师德楷模如此密集地涌

现，这是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推进的丰硕成果，是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的良好效果，更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最令人骄傲的成就。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身处中国教育变革的时
代，教师正成为教育与社会变革最重要的主动力量。 中国教师承担着重
大使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在教师，必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遵循教育规律办学教学，不断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弘扬尊师
重教的社会风气。 ”胡锦涛总书记发出铿锵之言。

有好的教师，才可能有好的教育。 当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4%， 当越来越多的标准化学校拔地
而起，当教育硬件越来越趋于均衡，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重要。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培养创新型人
才已经成为教育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而培养人才的关键是教师，
谁抓住了教师这个关键，谁就能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

当各国政府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教师待遇，维护教师权利，加
强教师培训时，中国政府不仅发出了“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
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的最强音， 还召开了全国教师工作大
会，印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部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文件。

这些举措，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殷切关心和深切期
待， 必将有力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对 1700 万教育工作者来
说，这是教师发展的最好的时代。

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
能保证我们的未来。 教育始于教师，复兴始于教师。 恰逢盛世，为了中国
教育的复兴，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教师将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伟大
使命，以爱铸造师魂，用责任奠基未来，书写出最灿烂壮美的华章。

铸造师魂
奠基未来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两年来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综述
□ 本报记者 康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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