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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第三十三個教師節，助力教師隊
伍建設和教師教育現代化，推動中國

教育現代化發展，民進中央近日在湖北武
漢舉辦「2017．中國教師發展論壇」。來
自全國各地的教育界百餘位專家學者共同
研討「教師隊伍建設與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0」，圍繞教師教育制度和教師管理制
度現代化，鄉村教師知識體系建設與教育
精準扶貧等分議題展開熱烈討論。

中國教育發展現實很骨感
嚴雋琪在論壇上指出，將論壇主題選擇

為「教師隊伍建設與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0」，其中包含着立足當前、展望未來
之意。「面向未來，未來有很多不確定
性，但似乎可以預見的是，科技進步將極

大地影響甚至改變教育形態。」
嚴雋琪用幾個「未來」表達中國教育改

革的迫切性和關鍵性。她說，未來，中國
經濟將不斷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正
需要大量多層次、高素質的勞動者作為人
才支撐。未來，中國將經歷城鄉一體化進
程加快，利益訴求將更加多樣，迫切需要
教育更好發揮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進
步的作用。未來，中國將更深地融入世
界，增強文化自信，提高國際話語權等重
大歷史使命，需要更高水平、更為開放、
更加多元的教育，培養和造就更多優秀、
堪當民族復興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大任
的人才。
她指出，教育發展的現實也很骨感，國

家提出「中國教育現代化2030」的目標，

但中國地域遼闊，地區差別大，教育發展
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現狀與人民群眾對教育
的美好追求之間的矛盾突出，其中不乏一
些加速教育不公平的力量。

實現最大程度教育公平
嚴雋琪表示，中國教育發展要同時實現

中高端多樣和低端全覆蓋保障，中國的教
育必須有國際競爭力，辦成世界水平，而
立足現實的中國教育必須不能脫離中國的
實情，要以最大的制度優勢來包容和消化
發展中的不充分、不均衡，實現最大程度
的教育公平，並以此推進社會公平。
她說，到2030年，還有13年時間，這期
間乃至更遠的未來會發生什麼，需要今天
的我們深入思考，觀察謀劃，有共識的

是，一支適應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需要、
主動思考和實現教育變革的高素質教師隊
伍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關鍵。2030發展目
標的支柱是教師，是一支符合「四有」標
準、堪當「四個引路人」的教師隊伍。
她強調，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

佈局中必須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把優秀的
知識分子吸引到教師隊伍中來，必須超越
道義呼喚，讓教師成為全社會令人羨慕的
職業。
她說，支撐教育現代化發展的教師隊

伍，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結構，應該達
到怎麼樣的專業水平，教師教育自身應該
如何變革，必要的制度保障是什麼，現實
路徑在哪裡？這些問題擺在教育決策者面
前，也擺在教育專家和教育智庫面前。

不讓教師為衣食所困
身為教育專家的嚴雋琪，對中國教育改

革也有很多思考。嚴雋琪指出，未來的教
育變革將實現人人、時時、處處皆可學習
的學習型社會。刻板的學校制度轉向更重
於體現靈活多樣有效的學習制度，學習制
度比學校本身更重要，教師隊伍的發展和
教師自身素質的提高都必須適應這樣的學
習社會。長期以來單向的一考定終身，千
軍萬馬過獨木橋將變為多軌多向融通的教
育資源，教育現代化的實現必須做好與教
師相關的制度設計，保證廣大教師不為衣
食所困。
她表示，在未來，金字塔形的精英教育

將演變成多樣化的能夠因材施教滿足個性
化發展需要，能與經濟社會發展對人類資
源提出的多種需求相匹配的教育體系，
「只有這樣的教育體系，才能既滿足國民
通過學習提升自己，發展自身，愉悅自我
的需求，又滿足全面小康、和諧社會的整
體發展需求。」
「在這個背景下，只有勤於學習、善於
學習、教學相長，勇於自我超越的教師，
才能適應變革中的教育形態，只有改革完
善教師培養制度，完善教師專業化發展體
系，才能更好地幫助教師提升創新教育，
教學方式能力，成為具有自適應能力的學
習型教師。」她指出。

教師相關制度要保持一貫性
嚴雋琪說，教師職業既普通，又極特

殊，教師的天職是育人，需要以人格影響

人格，以情感呼喚情感，以德性培養德
性。百年樹人，因此與教師相關的培養、
資格認證、聘用、評價、激勵、流動、發
展、退出等制度在設計和改革過程中應該
慎重改動，盡量保持一貫性，為教師們提
供清晰的基於價值觀的內在激勵和穩定的
外部保障，既有安全方面的，也有物質保
障，不能讓靈魂的工程師為衣食所困，為
五斗米折腰，要克服教師的職業倦怠，保
持教師隊伍穩定。
她指出，過去幾十年中國完成了發達國

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這種快速變化
必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大量農民工進入
城市，城市教育資源緊張，農村教育資源

或者空置，或者越發難以留住教師，鄉村
還有大量留守兒童，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
持續增多。
教育改革和發展是永恒的課題，但在未
來幾年，中國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應該更
加注重解決歷史欠賬問題，對特殊群體給
予相應補償型政策，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
的基礎上，不能消極，也不能急躁衝動。
她指出，「是否探索建立分層分類分區的
師資培養體系，在基本原則統一，保住底
線的前提下，為不同教育層次、不同行業
類型、不同地理區域培養多樣化的師資，
以一個歷史階段的思想準備，不懈的務實
努力來解決好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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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長孫堯在參加論壇時表
示，教育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先
導，教育是基礎，老師是關鍵，高校
教師承擔着為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的
責任，高校也是培養國家核心競爭力
骨幹的平台基地。
孫堯說，目前內地各級各類學校
1,578萬名教師工作在51萬所學校，
承擔着2.7億名在校學生的教書育人
工作。教師隊伍結構和學歷結構不斷
改善，教師質量不斷提升，師資力
量、整體素質和專業化程度的變化體
現了教師隊伍在壯大過程中也不斷發
生着質變，一批拔尖創新型和教育家
型的名師名校長不斷湧現。
他表示，教育要聚焦重點，強化政
策創新。出台實施鄉村教師支持計
劃，啟動實施萬名教師支教計劃以及
山區人才計劃等，重點加強貧困地區
和邊疆地區教師隊伍建設，推進師德
建設規範化制度化，建立教師榮譽制
度。扭住關鍵，優化管理創新，統一
城鄉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出台中
小學職教教師校長專業標準。
他說，還要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
革，有序推進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和
定期註冊試點改革，建成全國教師管
理信息平台。
他指出，要緊貼需求，深化培養模
式創新。推進師範生公費教育，卓越

教師培養，教師教育精品資源共享課
等系列計劃，加強職教「雙師型」隊
伍建設，實施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
師、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高層次人才
計劃。

教育現代化關鍵是教師現代化
孫堯說，教育現代化的關鍵是教師
隊伍的現代化，將中國教師隊伍建設
擺在教育現代化全域內審視會發現，
需要全面深化新時期教師隊伍建設與
改革，將振興教師教育，提升教師能
力素質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
在振興教師教育方面，要牢牢確立

師德教育首要位置，「學校學科建設
也好，專業建設發展也好，領軍人
物、帶頭人至關重要，教師團隊的領
軍人，應該是人品為先，讓大家從內
心裡尊重，才能夠形成以他為核心的
一個團隊。」
他表示，當今和未來的技術競爭是
許多真正前沿的競爭，依賴的不是單
槍匹馬式的奮鬥，要靠團隊，甚至一
個團隊都不夠，因此在一流學科和一
流大學建設過程中，要鼓勵校內跨學
科、跨院系合作，跨學校合作，鼓勵
國際合作。

校長胸懷決定學校事業
孫堯指出，要着力建設高水平教師

教育體系，深化教師教育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推進教師隊伍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各級各類學校的組織
管理者、校長是至關重要的角色，校
長的胸懷決定了這個學校的事業，校
長的眼界，校長的為人，對這個學校
能夠上什麼樣的水平，能走多遠都是
很重要的。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過：校

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看一所學校
優秀與否，要先看這個學校的校長
如何。
「希望校長們能夠不斷提升自己的

水平，真正用你們的無私，你們的奉
獻，使你們的學校能夠不斷提升。」
中國教育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他表示，教育現代化的實現歸根
結底要依靠廣大教師的辛勤工作，依
靠廣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依靠
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

發揮黨派特色 促進尊師重教
尊師重教一直是民進的光榮傳統和鮮明

特色。長期以來，民進中央積極建言獻
策，在推動教育法治建設、教育改革發
展、教師隊伍建設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
獻。從率先提出建議恢復「教師節日」到
隆重慶祝教師節，再到來自民進的全國政
協委員聯名提出盡早制定教師法案，推動
全國人大1995年頒佈實施《教師法》，
多年來，民進一直堅持將促進教師發展作
為履行參政黨職能的重要義務，也得到了

各界好評。
1981年，在全國政協大會期間，民進的

前輩葉聖陶、謝冰心、柯靈等教育大家率
先以黨派名義提出恢復設立教師節的建
議，使得廣大教師終於可以重新擁有自己
的節日。作為以教育為主界別的民主黨
派，全國10萬餘名民進會員中有2/3工作
在各級各類教育崗位上。
據介紹，民進中央自2007年發起主辦
中國教師發展論壇至今已是第十屆，該論

壇為國內有關專家學者、教育行政官員、
一線校長教師們搭起了一個交流、討論、
啟發、思辨、凝聚改革共識的平台。十年
來，各界專家學者在這一平台上探討教師
發展的戰略方向、改革路徑、推進辦法，
一起為教師隊伍建設、教師專業發展貢獻
智慧，也曾為落實《國家教育規劃綱
要》，助推《鄉村教師支持計劃》落地而
建言獻策，論壇一些成果還對國家政策產
生了積極影響。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隨着中國不斷發

展，在新形勢新要求下，教師這一職業也面臨更多新要求。「三

尺講台繫國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多次指出，要從戰略高度來

認識教師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把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作為基礎工作

來抓。他並強調，做好老師，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

有扎實學識，要有仁愛之心。在近日舉行的「2017·中國教師發

展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指

出，從老師好到好老師，教師制度改革要保持一貫性，以最大的

制度優勢來包容和消化發展中的不充分、不均衡，實現最大程度

的教育公平，讓教師成為全社會令人羨慕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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