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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教育，如何为薄弱地区培养“优师”
   “我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简
直不敢相信，既庆幸大一时努力
换来了好成绩，也庆幸赶上协同
提质计划，获得了宝贵的交流名
额。”2022 年 9 月，呼伦贝尔
学院 2021 级小学教育专业本科
生周莹与其他专业的 4 名师范生
走进首都师范大学，开始了为期
一年的交流学习。
   在中西部地区，地方师范院
校承担着为本地区培养教师的主
要任务，但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薄
弱。为整体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
专业办学水平，教育部于 2022
年 2 月启动了师范教育协同提质
计划 ( 以下简称“计划”)。同
年 4 月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
强师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时间表、
路线图，协调高水平师范大学以
组团形式，在骨干教师培养、高
水平人才引进、学科专业建设等
方面对薄弱师范院校进行重点支
持。一年过去，该计划实施情况
如何，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在哪？
记者进行了追踪。
    组团优势互补，力图精准
帮扶

　　按照计划，师范院校以
“1+M+N”的组团方式，由 10 所
高水平师范院校牵头，一些省属
的较高水平师范院校 (M) 作为参
与帮扶高校，共同对薄弱师范院
校 (N) 进行帮扶，旨在支持薄弱
师范院校发展，促进师范教育整
体提升。全国共 72 所师范院校
参与计划。
   梳理组团情况可以发现，同
一组团内部高校之间往往之前就
有支援合作关系。如北京师范大
学为 N 校青海师范大学的对口支
援高校，首都师范大学为 M 校内
蒙古师范大学的对口支援高校等
等。组团遴选过程中，充分考虑
到师范院校之间已有的人员和学
术交流情况，在已有基础上推进
工作。以华东师范大学组团为例。
2020 年，华东师大便与南京晓
庄学院、长沙师范学院、云南师
范大学共同对口支援丽江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丽江师专对外合作
交流中心主任王成介绍，组团帮
扶的优势在于各校各展其长，促
进薄弱校进步。“晓庄学院强在
小学教育，长沙师范学院强在学
前教育，这些都是落后地区基础
教育需要补的短板。”
   由于前期工作的积淀，师范
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再次将丽江师
专列入，并保持华东师大、云南
师大不变，增加江西师大一所 M
校，以及上饶师范学院和赣南师
范大学、云南省昭通学院作为 N
校。
   与此同时，地域相近、交流
方便也被纳入考量因素。江苏师
范大学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校
作为 M 校参与华南师范大学组
团，最重要的是为毗邻的商丘师
范学院提供帮扶。“我们组团按
照华南师范大学‘一对多’整体
帮扶，山西师范大学重点帮扶忻
州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重点
帮扶周口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大
学重点帮扶商丘师范学院的思路

开展工作。”

　　加强人才建设，服务基础
教育发展

   “对教研室进行调整，对教
材教法进行改进，营造互动的英
文课堂环境。”华东师大外国语
学院教授朱晓映这样回顾 2022
年在丽江师专的支援工作。“把
脉问诊”时，她发现，同班级学
生英语能力参差不齐，因为师资
限制，组织教学比较困难，未能
完全实行分级教学。
   “学校抓得很扎实，老师们
也特别投入。但师资学历还比较
薄弱，知识架构不够完备，像我
所在的外国语学院绝大多数是硕
士学历。因此我请华东师大的老
师来做教师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
规划，希望当地老师们能够从长
远角度提升自己。”朱晓映说。
   “现在博士招生考试竞争非
常激烈，如果没有定向招录，地
方师范院校老师提升学历层次很
难。”王成介绍，丽江师专已有
七名青年教师到华东师大攻读博
士。“他们的方向集中在教育学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带动整
个师资队伍的质量提升，对师范
生培养质量帮助非常大。”王成
说。
   “作为西部民族地区师范院
校，阿坝师范学院长期受地域等
条件限制，高层次人才引进难。”
阿坝师范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部
长焦安勤说，“协同提质计划为
我校快速提升人才队伍质量和水
平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北师大
组团高校的大力支持下，每年定
向培养一定数量的师范教育专业
博士生，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优
秀教师作为访问学者，进一步提
升专业素养及教育方法。通过‘内
培外引’，不断改变人才队伍结
构。2022 年，我校共引进博士 7
名；在读博士 72 名。”
   “希望在读期间，借助北师
大丰富的资源和优质的平台，
努力提升个人专业知识与学术水
平；同时，通过旁听专业课程，
汲取创新型教学理念，探索符合
青海师范大学学生学情的新模
式。”青海师大经济管理学院金
融系教师祁莉莉如愿赴北师大攻
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北师大
还联合培养青海师大本科生 60
名，为受帮扶院校学生提供高水
平师范教育。
   在各组团，人才培养都是帮
扶的重要内容。南京师大组团拟
为薄弱校培养 40 名博士学位教
师，并每年接纳 15 到 25 名、共
60 名青年骨干教师进行 6 个月
的访学或进修。在东北师大组团，
帮扶院校为伊犁师大协同建设附
属小学和幼儿园，计划 3 年内培
养伊犁州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校长 120 人次，直接服务当地基
础教育发展。
   “计划组团方案中，教师培养、
培训的经费都有清晰规划。中国
教师发展基金会统筹专项经费，
每年对照任务书进行考核，经费
随着头年任务完成情况动态调

整，也激励大家把工作做扎实。”
王成介绍。

   构筑长效机制，发力学科和
专业建设
   “这次培训解决了困惑已久
的问题，理解了‘为什么青年教
师要努力做科研’。”西昌民族
幼儿师范高专马克思主义学院青
年教师潘国志带着满满的收获结
束了在北师大的能力提升培训。
“第一次坐飞机、去北京，北师
大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正如授
课老师叮嘱的‘起点低不意味着
终点也低’，这段经历激励我做
好将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人生规
划，突破自我。”
   “西昌民族幼专肩负着为凉
山、为攀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为教育事业育人育才的使命，
管理岗干部是学校党委决策的信
息提供者和任务执行者。高质量
高水平的培训，就是一场及时雨，
我们一定更加努力锤炼自己，做
出更大贡献。”西昌民族幼专公
共管理系系主任曾艳说。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管理干
部能力提升、学生管理与服务专
题培训班、研究生导师业务能力
培训……从培训班的名称上，就
可感受到北师大组团培训项目的
丰富。北师大强师办负责人张朱
博介绍，项目设计既要授人以鱼，
更要授人以渔，增强薄弱校造血
能力，构筑服务当地基础教育发
展的长效机制。
   “帮助薄弱院校筑牢学科发
展和专业培养的根基是我们的重
要任务。”张朱博介绍，该组团
内，北师大积极推动青海师大教
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
言文学、生物学、物理学等 5 个
待建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与预申
报工作；安徽师大指导阜阳师大
进行师范专业认证、学位点申报、
一流专业建设等工作，阜阳师大
学前教育专业成功入选第三批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计划实施三层次架构，让
M校加入，不仅可以帮扶薄弱校，
还可以向牵头的高水平师范大
学学习，M 校和 N 校都可以得到
提升。对口帮扶更加精准。帮扶
的任务和计划由几个学校商定，
按照计划数一项项推进，根据帮
扶学校优势和被帮扶学校短板精
准对接，任务更加具体，有专门
机构和工作机制，考核也更为严
格。”王成说。
   福建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吴文
哲曾经前往宁夏师大挂职，“被
帮扶院校在学科和专业建设发
展、教师学历和科研水平提升、
管理理念更新和管理制度完善方
面都有很多需求，这是发力的重
点。应强化其造血功能，通过有
效举措增强被帮扶院校的自我发
展能力；另一方面，被帮扶院校
地区独特的教育情境、有益探索
和成功做法也启发了我们帮扶高
校的教育研究者，为更好把握中
西部乡村地区的教育规律、解决
难题提供了契机。”吴文哲说。

3 年建 5 桥 广西小站民警
愿做“土”警察

图为覃鸿伟和队员搬运修桥需要的材料。

“要做一个‘土’警察，跟民众做朋友，获得了
他们的认可，工作才会水到渠成。”南宁铁路公
安局南宁公安处贵港站派出所线路民警覃鸿伟 6
日说。

图为覃鸿伟带领村民修桥

   广西贵港市覃塘站是一座黎湛线上仅供列车中
转避让的四等小站。春运期间，覃鸿伟和柏惠文师
徒俩共同担负着该站 53 公里的高铁、普铁线路安
全工作。
   2019 年，独自驻站的覃鸿伟在巡线中发现，覃
塘站铁路沿线周边有不少地方一下雨就非常泥泞，
难以通行。有的村民为了走捷径就会铤而走险地穿
越铁路，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
   3 年多来，覃鸿伟积极争取当地村委和铁路部
门支持，带领村民就地取材，使用废弃轨枕、电线
杆等材料先后搭建了 5 座便民小桥，实现了铁路周
边民众长久以来方便出行的心愿。
   “老百姓出行方便了，穿越铁路的现象也少了，
这些象征警民情谊的小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警民
同心桥’。”覃鸿伟说。
   2022 年底，新入警的湖北小伙柏惠文听说了覃
鸿伟修建“同心桥”的事迹，他当下拿定主意，主
动申请到覃塘警务区工作，成了覃鸿伟的徒弟。
   “我当时觉得能在条件艰苦的小站坚守多年，
还能站在民众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应该不会差，选他
当师傅准没错。”柏惠文说。
   尽管对覃鸿伟的事迹早有耳闻，但在实际工作
中，柏惠文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对师傅的认识。因
为覃鸿伟不仅对线路情况“门儿清”，而且在沿线
村庄内有着相当的声望，这一切都源于他的那副“热
心肠”。“他一有空就到空巢老人家中帮忙劈柴和
打扫卫生，脏活累活都包了。”柏惠文说。
    未驻站前，柏惠文的妻子想让他留在城市或回
湖北老家，不希望他来到偏远的乡村，但他很坚定
地选择了驻站。他说：“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些，但
是能够收获民众的认可，我觉得对得起我这身警
服。”
   如今，当他们巡线时走在警民共建的“同心桥”
上，心里既自豪又踏实，这一座座“同心桥”是见
证警民情深的“友谊桥”，更是确保铁路运输安全
畅通的“平安桥”。

图为覃鸿伟和柏惠文
与村民聊到修桥的事，
村民竖起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