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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面对面】

“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
固然有积极意义，但能够且必须挑起
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大梁’的还是师
范院校。建议在全国师范院校开展
教师教育‘双一流’建设，提升教师教
育质量和水平。”赵国祥建议，由中央
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引导地方政府加
以配套，在没有“双一流”师范大学的
省市区，分别遴选建设1所一流师范
大学、10个一流师范专业进行重点
支持。其中，一流师范大学建设重在
一流师范专业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
设、重点建设，提升师范人才培养水
平和创新能力，一流师范专业建设重
在优势专业建设，促进特色发展。

同时，他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在建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试验区和高
水平教师教育基地、实施公费师范生
教育、申报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增加教育博士硕士招生指标、扩大办
学自主权等方面，给予“双一流”师范
院校适度的政策倾斜，增强其办学实
力和活力；合理提高财政拨款水平。

根据教师教育发展需要和财力
状况，协调各地合理调整师范生生均
拨款系数，在此基础上，由中央财政
下拨专项资金，对“双一流”师范院校
给予支持，力争使所有一流师范大学
和一流师范专业达到部属师范大学
师范生生均拨款水平，保障其开展教
师教育改革。

在人才培养和教师教育发展方

面，赵国祥认为应引导和督促“双一
流”师范院校总结和传承我国教师教
育优良传统，深化21世纪以来高等
师范院校在培养规格、培养主体、培
养课程、培养机制等方面的变革与创
新，积极应对新技术革命时代基础教
育领域出现的新课程形态、新学习方
式挑战，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教育人才；建立健全“双一流”师
范院校联席会议制度，深化区域师范
院校教师教育协同创新机制，将“双
一流”师范院校的改革发展举措，总
结提炼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建设标准、工作规程和实践经验，辐
射引领全国各级各类师范院校提高
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每到教师节这天，朋友圈就会
被各类祝福老师的话语刷屏。”李亚
萍表示，在很多地方，似乎已形成习
惯，只有到这一天，教师的地位才

“急剧攀升”，对教师的“感恩行动”
也是到了教师节才行动。她表示，
对教师的尊重不能只在教师节这一
天，平常也要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

李亚萍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牵挂着全国 1600 多万教师。2016
年9月，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看

望慰问师生时，强调“让教师成为令
人羡慕的职业”；2017年12月，总书
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要求各方凝聚合力，以“形成教
师人尽其才、好教师不断显现的良
好局面”；2018年 9月，总书记在第
五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兴国必
先强师”……“这些充分体现出总书
记对教师队伍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
视”。

2018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出台各项措施
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政治地位、社
会地位、经济地位，并鼓励各地结合
实际情况出台激励政策，提升教师
职业的光荣和尊严，增强教师职业
吸引力。“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
任，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之职
责。”李亚萍说，教师为社会培养各
种人才，在社会进步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赵国祥：

在师范院校开展“双一流”建设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2018—2022年）》
强调，要深入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建设一流师
范院校和一流师范专业，
但目前在全国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中仅有9所师范大学。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
国祥提出建议，在全国师
范院校中开展教师教育
“双一流”建设，从而以“双
一流”建设为引领，全面提
升我国教师教育质量和水
平。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王姝/文图

“伴随国家实力提升和教育改革
前进的步伐，我国教师教育体系取得
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赵国祥表示，目前我国教师教育
体系存在结构不够完善，师范院校办
学经费不足，师范专业吸引力不强，师
范生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

首先是教师教育体系结构不优。
调查显示，全国共有605所高等学校
举办教师教育，其中师范院校199所，
非师范院校406所。在全国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仅
有9所师范大学，且承担本科师范生
培养的综合性院校极少。主要承担本
科师范生培养任务的广大地方师范院
校政策倾斜不够、资源配置不强、文化
氛围不足、办学水平亟待提高。

师范院校办学经费不足也是教师
教育体系的一大阻碍。赵国祥在调研
中发现，以财政拨款为例，2018年全
国共有40所大学财政拨款收入超过
15亿元，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居
前两位，分别为53.44亿元和50.83亿
元，北京师范大学21.87亿元列第19
位，华东师范大学17.5亿元排第30
位，部分师范大学超过10亿元，大多
数师范院校都在10亿元以下。

“为了获取更多办学资源，一些师
范院校选择了综合化道路，很多师范
院校的师范专业不到学校专业总数的
四分之一，众多师范院校中师范生比
例偏低，部分师范院校甚至低于
20%。”赵国祥说。

师范生培养情况如何？赵国祥表

示，近年来，许多师范院校在人才培养
模式方面进行了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4＋x”“2＋2”“3＋1”等，也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就根本性而言，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根本性改变，单一
学科培养、分科教育模式固化、学生适
应性不强、社会认可度下降等问题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部分重点中学更愿意
从综合性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教师。

在此情况下，师范专业吸引力不
强也成为难以回避的事实。有学者对
9所“211”师范大学新生生源质量的
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
到2016年，9所师范大学新生高考加
权分数分值从86.7(当年北京大学为
100 )下降到了68.6(当年清华大学为
100)，降幅为20.9%。

现状：师范专业吸引力不强，师范生培养质量不高

建议：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全面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和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李亚萍：

建议全国景区全年对教师半价开放

每年的教师节这天，
不少景区都会推出针对教
师的免费或专享活动。但
只有这一天，并不能满足
教师的旅游需求。全国人
大代表、许昌开普检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亚萍表示，教师为社会
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教师
亮灯不能只在教师节，她
建议全国所有景区票价全
年都能对教师半价优惠。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文图

“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积极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持续出台教
师激励措施。”李亚萍在调研中留
意到，在旅游领域，不少大型景区
对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旅客出台优
惠政策，有些景区还设置了教师出
行“绿色通道”、开辟“教师窗口”
等。但是，目前针对教师的专项旅
游优惠覆盖面尚不够广，未能普及
全国所有景区，同时，各地社会经

济水平存在差异，优惠举措的力度
也不统一。

对此，李亚萍提出，为了在全
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缓解教
师的职业倦怠感，提升教师的职业
成就感，激励教师做出更大贡献，
也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从事教师
职业，建议全国所有景区对教师统
一半价优惠，教师持身份证、教师
资格证、教师聘任证等有效证件，

在景区旅游时可享有相应优惠条
件。

记者留意到，自今年 4 月 1 日
起开始施行的《河南省旅游条例》，
已明确扩大景区门票免费、半价的
范围，依托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应
对人民教师实行门票半价。相关
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是对教师的一
种尊重，同时也能让他们把外面的
世界带回校园，讲给学生。

建议全国景区票价全年对教师半价优惠

不能在教师节才想到要尊敬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