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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融合 校校融合 校内融合” 

地方综合性大学“新师范”建设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概述 

聊城大学、江苏大学、临沂大学三所百余年师范教育传统的地

方综合性大学，立足区域基础教育实际，顺应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

需求，发挥学科资源优势，深化融合发展，开创师范生培养新格局，

盘活师范生培养新资源，优化师范生培养新途径，构建开放、协同、

联动的新师范生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 

 

师范教育改革探索实践得到专家学者、教育主管部门认可。首

届全国师范院校院长联席会、首届山东省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教

学改革研讨会在聊城大学召开，原中国教学学会会长顾明远、国家

教育委员会师范教育司副司长孟吉平、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马立、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等师范教育专家、领导来校考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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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聊城大学师范教育改革实践探索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聊城大学

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

是全国教师教育改革先行先试的典型”。 

 

（一） 成果解决的师范生培养主要问题 

1．师范生培养与区域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的问题 

表现为校地合作机制不畅通，高校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教师需

求了解不够清晰；地方政府对高校师范生培养参与度低。 

2．师范生培养“产出导向”目标达成度不高的问题 

表现为师范专业建设与中小学教师职业能力关联不紧密，师范

生培养体系、模式和路径满足学生个性发展意愿需求度不足，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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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时代发展不适应。 

3．师范生职前培养与职后成长融合不充分的问题 

表现为职前教育师范生专业发展规划欠缺，职后培训资源无法

吸纳到职前教育之中。 

（二）成果形成历程—以聊城大学为例 

1．种子孕育期（1974-1993）：学校注重培养师范生教学基本功，

1993 年，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顾明远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来校考察

我校教学成果《高师语文学科专业技能培养规程》；1993 年，国家

教委师范司副司长孟吉平来校考察师范教育工作，同年该成果获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种子萌芽期（1994-2002）：随着教师教育向综合化发展的趋

势，1998 年，第一次全国师范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我校召开，教育

部师范司时任司长马立莅临指导；2000 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出台《关

于支持聊城师范学院建成多科性或综合性大学的意见》；2002 年聊

城师范学院改名聊城大学，进入综合性大学校地合作培养“宽口径、

厚基础、强能力”师范生阶段。 

3．成果形成期（ 2003-2011）：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资源优势，

师范教育融合改革获得省市大力支持。2006 年首届山东省高等师范

院校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我校召开、聊城市人民政府出台《关

于支持聊城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意见》；2008 年，联合印发《关

于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实习支教“双提高”工程的通知》，聊城大学

在全省师范培养高校中率先与校地联合实施实习支教，山东省教育

厅副厅长张志勇来校予以肯定；2011 年“三二三”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启动，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聊城教师教育研究院、教师教育管理

中心，实施师范生校内“二次选拔”、师范生从业技能考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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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山东省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验区试点项目 5 项、首批山东省教

师教育基地，获批 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7 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国

家级、省级精品课程 33 门。 

4．成果示范期（2012-2017）：师范教育融合发展改革经验与成

果得到充分肯定，获得广泛支持和认可。2012 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支持聊城大学建设山东省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

校的意见》、获批首批山东省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山东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试验区；2016 年 10 个专业获批山东

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作为首批高校开展公费师范生培养。 

5．成果丰硕期（2018-）：2018 年召开第六次本科教学工作会

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教学体系、聊城市与聊城大学共建初等教育

学院、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教师教育基地合作协议书》；

2019 年“聊城大学卓越教师协同培养基地”落地聊城一中；2020 年

签订《聊城市人民政府• 聊城大学城校融合发展框架协议书》等五

份协议（包括《聊城市人民政府·聊城大学共建聊城大学附属学校

（聊城市体育学校）协议书》）、出台《聊城大学关于推进“新师

范”建设的实施意见》、山东省教育厅聊城市签署《省市共建聊城

大学合作备忘录》和《省市推动聊城教育高质量发展备忘录》；2021

年聊城大学第五次党代会强化“三融合”基本战略，列入《聊城大

学“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2022 年召开第七次本科教学工

作会议，将“新师范”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校地融合，开创师范生培养新格局 

围绕师范生培养与区域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问题，出台系列校

地融合发展政策，推进“资源共享、人才共用、平台共建、创新共



5 

 

力”建设，创建师范生培养新格局。 

 

资源共享：共同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2.24万平方米的图书馆、

4.5 万平方米实验大楼、大型体育中心。投资 12 亿元共建聊城大学

附属学校，引进全国优质资源，建设基础教育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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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共用：实施“高端人才汇聚工程”“基础教育示范工程”

“基层培训与学历提升工程”，做好师范教育高层次人才的“蓄水

池”。聊城市政府每年安排 2000 万元资金，用于双方人才引进工作，

并享受驻地高层次人才相关政策待遇 

平台共建：共建教师教育基地、卓越教师协同培养基地、全国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聊城市与聊城大学共同投资 2 亿元扩建办学空间、投资 3 亿元共建

初等教育学院。 

创新共力：共建创新团队，与市县教育局召开的校地联席会议，

共同实施实习支教“双提高”工程。大学在课程开发、教育科学研

究、教师专业素质提升、名师工作室指导等方面给予中小学重点支

持；中小学接受师范生实习，并联合指导等。 

 

（二）校校融合，搭建新师范建设新基建 

围绕师范生培养“产出导向”目标达成度不够等问题： 

1. 专业新内涵。邀请知名校长、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等 500

余人共同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聊城大学开设的 17 个师范专业中

15 专业有省级及以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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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新基地。与中小学共建实践基地 771 个；实施“义务教

育实习支教双提高”工程，建立 594 个支教点，指导学生的专业发

展规划和见习、实习和研习等活动。 

 

3. 竞赛新平台。以从业技能大赛为平台，聘请 591 人次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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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与校内导师联合，以赛促学，提升从业竞争力。 

4. 优质新课程。课程建设“重质强能”，邀请“齐鲁名师”等

进课堂，提升课程鲜活性，联合开发校本课程、编撰教学实践案例，

共建课程 87 门，编写教材 48 部。 

5. 教师共同体。以大中小学优秀教师、教学名师为基础，建立

“区域优秀教师资源库”；以学科群、课程模块、教学改革新领域

为纽带，建设虚拟教研室，打造师范教育师资队伍共同体。 

6. 课堂新形态。以“互联网+教师教育”为统领，建设网络教学

平台 5 个、智慧教室和微格教室 300 余间，实现大中小学实施异地

同步、远程互动教学。 

7. 相长新桥梁。借助“国培”“省培”示范项目，培训中小学教

师 5000 余人，提升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 

 

（三）校内融合，优化师范生培养新途径 

1. 改革培养模式。一体化设计“本科、硕士”培养方案，深化

卓越教师培养模式改革，近 10 年本校直硕师范生 1309 人；打通“高

职-本科-教育硕士”升学通道，与临清幼儿师范学校、费县师范学校

实施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年均 800 余人。 

2. 实施供给侧改革。开展普通生、公费生、委培生多类型师范

生培养，建成适应区域发展需要的“全学段贯通、全学科覆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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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培养与培训体系。 

3. 变革教学组织。实施“教师教育+”复合型专业建设，建立教

师能力提升“微专业”12 个和虚拟教研室 6 个；非师范生必选“教师教

育类”通识选修课，2022 年仅聊大非师范生从事教师职业 448 名、报

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7045 名。 

 

三、成果主要创新 

1．模式创新：创建了“校地、校校、校内”三维融合“新师范”

建设模式 

在成立“聊城大学 江苏大学 临沂大学教师教育发展共同体”

基础上，通过校地合作，保证培养的师范生“适用”；通过校校合

作，保证培养的师范生“实用”；通过校内合作，保证培养的师范

生“好用”。该模式更重视立德树人、更注重学生发展中心理念、

更注重基础教育实际需求、更注重跨界交叉融合培养、更注重教育

信息化的时代要求、更具卓越性、开放性，实现“用优秀的人培养

更优秀的人”。 

2．机制创新：构建了“供需一体、融合共进”校地合作培养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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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驻地城市秉持“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的

发展理念，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原则，达成

“供需一体、融合共进”共识，推进“人才共育、师资共用、基地

共建、成果共享”，协同开展师范生培养、在职教师的培训以及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与培养链、发展链有

机融合，提高了师范生培养与区域发展需求契合度。 

3．方法创新：构建了“校校融合、和合共生”师范生培养新基

建 

大学和中小学共同建设专业、师资队伍、课程、教材、教育技

术；大学协同中小学开展学术讲座、教育教学研究、课程开发、创

建名师工作室；中小学协同大学指导技能竞赛、见习实习研习，共

同诊断、持续改进，保障了师范生培养目标的实现，提高了师范生

培养质量。 

4．路径创新：创建了“职前培养、职后发展”师范生成长新路

径 

整合校内教师教育资源，实施教师培养供给侧改革，建成适应

区域新时代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全学段贯通、全学科覆盖”新师范

培养体系；实施“教师教育+”改革，跨学科、跨专业创建提升教师

职业能力的“微专业”；通过“国培”“省培”项目，受训教师指导

师范生职业规划，反哺交互促进师范生职后发展。 

四、成果应用效果突显 

1．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三所高校成为了区域发展的重要智力源、人才库，培养的师范

生现已成为当地教学骨干。 

为山东、江苏省培养师范生近 10 万人，为全国其他省份培养师



12 

 

范生近 2 万人。 

30017 名学生参加（含援疆）实习支教，受惠中小学生近 30 万

人。 

聊城市教育局等就业地对毕业师范生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等认

可度高，聊城市中小学 75%的教师、70%的市级以上教学名师和教

学能手是聊城大学毕业生，形成了“聊大教师”品牌。 

2．教学改革成果丰硕 

专业建设成果：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17 个、省级 14 个，6 个专

业通过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仅聊城大学开设的 17 个师范专业中，

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8 个省品牌特色专业，8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5 个省一流，14 个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4 个专业通过了专

业认证。 

课程教材建设成果：国家级一流课程 5 门、省级 40 门，国家级

规划教材 3 部，省优秀教材 6 部，省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3 项，省级

以上教学改革项目 125 项。 

师资队伍建设成果：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省级 4 个，国家级

虚拟教研室 1 个，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标兵等 9 人，省级教学名师

等 39 人。 

五、成果推广效果显著 

1．范围广认可度高 

全国全省会议推介。学校举办全国师范学院院长联席会、山东

省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率先实施实习支教“双提高”

工程，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 

教育主管部门肯定。原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来校视察指

导工作时指出：聊城大学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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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全国教师教育改革先行先试的典型。 

团中央领导称赞。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团中央青年

志愿者工作部原党组书记侯宝森对学校志愿服务西部给予高度评价。 

应用高校高度认可。在山东师范大学、临沂大学、鲁东大学、

青岛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广泛应用，反响良好。 

2．社会反响良好 

《中国青年报》2010 年 9 月 28 日第 3 版以“青春在希望的田

野上闪光”为题对聊城大学“实习支教双提高工程”予以报道。 

《中国教育报》2014 年 6 月 14 日头版以“志愿服务西部的‘聊

大现象’”为题予以报道，在全国高校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青年报》2020 年 9 月 3 日第 5 版以“聊城大学与西部计

划的深度缘分”为题，报道了聊城大学 1000 余名优秀毕业生志愿服

务西部的先进事迹。 

《大众日报》2020 年 10 月 29 日以“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和师德

培养——师范生师德不合格不发毕业证”为题，报道了聊城大学加

强师范生师德建设情况。 

2020 年 11 月 3 日山东教育新闻网、山东省教育厅“战线联播”

对“聊城大学：强基固本构筑‘新师范’教育高地”进行了宣传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