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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新师范”体系创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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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ａ．校长办公室；ｂ．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

摘　 要：师范专业认证是促进地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战略举措，师范专业认证为

“新师范”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使专业达到既定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师范院

校在认证的功利心理驱动下，重视标准化建设，而忽视了自身内涵和特色发展，同时与地方基础教育衔接不

够，未能形成教师教育共同体。 对于地方师范院校而言，应以师范专业认证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廓清“新师

范”的内涵特征，树立“求真教育”的“新师范”理念，构建“独具特色”的“新师范”体系，创新“协同提质”的

“新师范”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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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育是教育的工作母机、是教师队伍的

源头活水。 教育部推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四新”建设，为建设“新师范”提供了难得

的机遇。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教师教育综合化、
开放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对标师范专业认证要求，
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培养质量与基础教育的师

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表面上教师学历合格率

已经达到法定标准， 但培养质量并非令人满

意［１］，“教师专业化水平并未有多大提高” ［２］，甚
至出现“怀念老中师的复古思绪” ［１］，这些问题折

射出人们对当下教师教育的质疑和不满。 由此，
以师范专业认证为抓手，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
以“新师范”推进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已成

为地方师范院校改革创新的重要战略方向。

一、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

“新师范”建设的价值

　 　 师范专业认证是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内涵质量

建设的一种有效举措，也为地方师范院校推进教

师教育综合改革、打造 “新师范” 提供了基本

遵循。
（一）“新师范”建设是落实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部陆续颁

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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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文件，对教师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和

新期许。 “新师范”是回应时代之需的一种创新

设计，是落实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等相关制度文

件的务实之举。 “新师范”教育突破传统教师教

育的局限，以服务区域基础教育能力为价值导向，
构建教师教育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职前培养与

职后促进、家校社互动并进的教师教育体系。
（二）“新师范”建设是回应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的诉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改进师范院校

评价，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

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范专

业是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主要力量，师范生的培

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的未来，没有科学评

价作保障，师范生培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新
师范”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高度契合，有
利于建立与教学方式变革相适应的考试评价制度

和质量保障体系，形成内部监控与外部监控统一

顺畅的常态化质量监控机制。
（三）“新师范”建设是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

体系的抓手

师范专业认证目的是规范管理、提高质量、追
求卓越，对于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和基础教育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认证有助于地方师范院校构建以

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

适应新时代基础教育需求的大国良师。 认证要求

师范专业建设要形成系统观与特色观，要能够敏

捷地回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各高校要形成

具有自身特色的师范专业育人文化与培养范

式［３］。 师范专业认证为“新师范”建设提供动力

源，促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推动教师教育供给

侧改革，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二、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

“新师范”的内涵特征

　 　 师范教育是培养教师的主阵地、主渠道，师范

强则教师强，教师强则教育强［３］。 “新师范”其要

领在于“新”，其目标在于通过师范专业认证，践
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更具高水平、专业化、
一体化、智能化、开放化、特色化的师范教育。

高水平，即建设一流师范专业和一流师范院

校，应有较强的教育学科作支撑引领，实施学科专

业一体化发展策略，国家、省级一流专业示范带

动，高素质专业化师资团队作保证，具有现代化的

内部治理体系，产出高质量的师范生，教研、科研

和服务基础教育能力水平明显提升。
专业化，即严格落实师范专业认证“一践行

三学会”指标要求，培养专业化的教师。 教师在

职业生涯中，需要接受专门训练，习得专业知识与

技能，提高专业从教素养，实现专业自主发展，这
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也就是一

个从 ‘普通人’ 变成 ‘教育者’ 的专业发展过

程” ［４］。
一体化，即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

培训相互衔接构成终身教育体系。 一体化可以包

括五个要点［１］：一是观念一体化，将职前培养、入
职教育和在职培训构建成各有侧重、有内在联系、
相互衔接的整体；二是机构一体化，成立教师教育

学院，承担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的多重

任务；三是目标与内容一体化，以教师终身发展为

核心，构建教师教育目标体系、课程体系、制度体

系和评价体系；四是管理一体化，建立高校、地方

政府、中小学和教研机构协同发展机制；五是师资

一体化，成立协同发展联盟，岗位互换、师资互聘，
组建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教师教育队伍。

智能化，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要与教育教学及教学管理深度融合。 教

师的信息素养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关键

要素。 为此，要做到教学智能化、学习智能化、实
验实训及教室智能化、评价智能化，依托互联网平

台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
多方参与、全程智能管理的综合评价机制。

开放化，即建立并完善高校、政府、中小学幼

儿园、企业协同合作共赢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教育主管部门要树立开放的思维和开放的理念来

谋划教师教育改革；地方师范院校要与知名师范

大学和优秀中小学、幼儿园合作，借智借力，互促

发展；教师要打开眼界，深入一线挂职锻炼，了解

基础教育改革前沿动态。
特色化，即打造教师教育底色鲜明的办学特

色。 发扬地方师范院校办学传统与优势，面对灵

活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立足师范教育主责主业，明确自己发展方向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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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５］，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卓越教师培

养、师范文化等方面逐渐形成地方师范院校的教

师教育办学特色。

三、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

教师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地方师范院校对标认证指标仍有

差距

“师范专业认证应具备淘汰功能，应该成为

当下优化师范专业培养布局的主要抓手” ［５］。 一

些地方师范院校对标师范专业认证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专业定位与社会适应性和针对性不强，多
方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不足；二是课程体系设

置不合理，课程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不能很好支

撑毕业要求；三是实践技能训练不够，教师基本功

考核跟不上；四是师范生专业功底不扎实，在专业

知识、学科素养、教学能力、教育情怀、学情分析、
教育情境设置等方面普遍有所欠缺［６］（Ｐ１１）；五是

师范生从教技能不娴熟，班级管理能力不强，尤其

是普遍缺乏学法指导、心理疏导、思维引导、学生

发展指导等基本能力。 六是质量监控体系不健

全，没有形成基于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七是师资

队伍薄弱，服务基础教育能力不强，指导家庭教

育、社区教育水平不高。
（二）部分地方师范院校重认证标准轻内涵

特色

由于师范专业认证以标准规范为核心，地方

师范院校在准备过程中往往过于偏重认证标准的

达标和衔接，忽视了自身的内涵建设，主要表现在

多数师范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与非师范专业通识课

程相差不大［７］，部分师范专业未能根据生源特点

制定人才培养目标［８］，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趋向标

准化的同时职业道德信仰却趋向模糊［９］，等等。
（三）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存有“隔膜”与“壁

垒”
现实中地方师范院校与基础教育之间还存有

“隔膜”与“壁垒”现象，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师范生培养定位与基础教育发展需求的适应性

不强。 二是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机制不

完善，师范生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脱节现象严重。
三是教师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缺乏深度融合。 师

范生信息化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利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动力不足。 四是基础教育教师参与不到

位，双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见习、实习、毕业论文没

有完全落实，教育实践质量不高。

四、地方师范院校构建

“新师范”体系的创新路径

　 　 （一）树立“求真教育”的“新师范”理念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 “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１０］，所谓“求
真”，就是在追求教育本真基础上发现问题、研究

问题、解决问题［１１］，而育“真人”则是教育的最终

归宿。 新师范建设首先应秉承“求真教育”理念，
培养师范生“求真知、悟真道、练真技、唤真心、育
真人”的“五真”使命，以“仁厚、质朴、担当、卓越”
作为师范生核心素养目标。

（二）构建“独具特色”的“新师范”体系

１．达标：主动接受认证，加强教师教育类专业

建设

地方师范院校要正确理解师范专业认证的价

值，主动自觉地接受认证，努力提升自身教师教育

的能力和水平。 具体而言，一是严格遵循学生中

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认证理念，贯穿认证逻

辑主线和机制底线。 二是根据师范专业认证标准

进行强化对标建设，加快推进一流师范专业、一流

课程建设，强化示范推广，推动教师教育专业和课

程建设水平提升。
２．立标：服务国家、区域发展需求，确立教师

教育发展新目标

地方师范院校需要面向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以

及教师队伍建设战略的需求，坚持以师范专业认

证为导向，落实 ＯＢＥ 理念，以认证为突破口，以做

强教师教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专业合理定

位，提升协同培养模式，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提升质量保障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师德养成和培育从教信念为核心，以提

升教师职业能力为目标，大力推进教师教育全方

位转型升级，探索一条符合基础教育发展与地方

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定位高度契合的创新路径。
３．对标：提升教师培养质量与水平，明确教育

硕士点建设新方向

教育硕士点建设是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发

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可以从培养领域优选、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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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领域凝炼、导师队伍培育等三个方面系统推

进。 一方面，省级教育主管部门鼓励有教育硕士

授权点的高校与地方师范类院校开展教育硕士的

联合培养工作。 通过师资交流、科研合作、联合培

养等多种方式深化校际间学科共建，开展教育硕

士联合培养；另一方面，经过几年有针对性的培

育，力争获得一批高水平科研与教学成果。 以高

水平学科建设推动专业建设，以科研成果反哺教

育教学，带动师资队伍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升。
４．创标：弘扬师范教育文化，构建教师教育新

范式

首先，实施师德养成教育工程，培养具有道德

规范和教育情怀的教师。 地方师范院校应构建贯

穿于大学四年的全员、全程、全方位师范生师德教

育养成体系：通过理论课堂的师德认知，构筑“认
知型”师生共同体；通过实践活动的师德体验，淬
炼“体验式”师德养成环境；通过第一、二课堂的

师德实践，搭建“实践式”师德育人平台，实现从

“认知—体验—实践”渐进式育人，潜移默化中促

进师范生师德养成。
其次，推进课堂改革，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

学新形态。 以目标优化、内容重构、模式创新、评
价改革、环境创设为核心，合力推进课堂革命；转
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构建以生

为本的自主互动型生态课堂；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探索与推进线上线下相并行、理论实践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实现与基础教育的互联

互通、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师生课堂教学技能、教
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素养的全面提升。

再次，以卓越教师培养为导向，建构能力培养

新体系。 地方师范院校应构建以专业课程、教师

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为载体的师范生多元能力

培养课程体系，使之符合卓越教师成长与培养规

律；实施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校院两级管理制

和目标责任制；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促使优秀

中小学教师与教师教育课程教师形成发展共同

体；深化大学—政府—中小学（“Ｕ－Ｇ－Ｓ”）协同培

养模式，以“学科建设提水平、专业教育提质量、
教师教育培特色、‘家校社合一’出成效”为新目

标，构建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相结合、专业教育与

教师教育相结合、综合素养和实践教学技能相结

合、职前培养与职后促进相结合的教师教育新

体系。
最后，准确把握“五个度”①内涵，重塑教师教

育新质量。 以“五个度”为主线，完善质量达成、
质量监控、质量改进“三位一体”的新质量机制。
建立师范生“双跟踪”制度，一是跟踪师范生的生

源、志愿、结构、区域等，做“有全方位准备”的师

范教育的新教学；二是跟踪师范生的就业岗位面

向，尤其是职业发展能力，反哺师范教学新改革。
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形成教师主

导、学生主体、多方参与、全程追溯的综合评价机

制。 修订涵盖教学运行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

准，加强实践教学各环节质量监控。 从教与学、师
与生、校内与校外的不同维度，改进师范生现代教

育技术、微课制作技能、新教具设计与开发等教学

技能的评价机制，推进网络化的考核与成绩评定

工作。 利用实践教学网络互动平台，对师范生的

见习实习日志、课例研修、教学反思、交流研讨以

及教学实践总结等进行远程指导。
（三）创新“协同提质”的“新师范”模式

１．加强基础教育研究，激发服务基础教育新

活力

一是以教育学科建设为引领，全面提升服务

基础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以区域基础教育为聚

焦，整合校内外资源，逐步建成区域基础教育研究

与改革引领示范服务中心、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

信息资料中心，增强地方师范院校教师引领与服

务基础教育研究及改革的能力。 二是以科研平台

建设为抓手，全面打造服务基础教育的载体和成

效。 借助“Ｕ－Ｇ－Ｓ”协同育人平台、基础教育研究

中心、家庭教育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提升高

校教师区域协同研究能力。 三是以国（省）培项

目为依托，不断深化协同共进的职业能力发展培

养和培训机制建设。 探索“县—乡—村”联动的

精准帮扶协同发展模式和“互联网＋教育”发展模

式，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２．深化“Ｕ－Ｇ－Ｓ”育人机制，优化协同共享新

格局

一要加强与基础教育的深度协作，建立权责明

晰、稳定协调、合作共赢的“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机

制，打造服务基础教育的新格局。 二要强化高校间

的战略合作，组建跨校式、开放性的虚拟教研室和

９１１

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新师范”体系创新路径研究



课程团队，提升区域内学科教育的整体水平以及基

础教育师资的专业素养。 三要加强与行政部门的

合作，构建多层次、多向度的教师职后培训体系，服
务基础教育教师学历提升、专业素养提高等方面的

需求。 四要利用国培、省培项目，实现高校与中小

学校在职前教师培养、职后教师培训、教师双向交

流和服务乡村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立足教师教育新发展阶段，师范专业认证为

“新师范”建设提供了动力机制，以“新师范”建设

为契机来构建教师教育高质量培养体系，“以认

促建重规范，以认促改上水平，以认促强创一流，
以认促新构体系，以认促优出特色” ［１２］，全面提高

师范生培养质量，源源不断为基础教育输送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师资。

注释：
①　 师范专业认证的“五个度”即培养目标达成度、社会需求适应

度、教学资源支撑度、质量保障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满

意度。

参考文献：
［１］ 　 张松祥．我国师范专业认证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研究［Ｊ］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７（Ｚ２）：３８－４４．

［２］ 　 顾明远．我国教师教育的反思［Ｊ］．教师教育研究，２００６（６）：３－６．

［３］ 　 汤贞敏．新时代须构建新师范教育［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９－９－

５（０６）．

［４］ 　 刘　 捷．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启示［Ｊ］ ．中小学教材教

学，２００６（１１）：６．

［５］ 　 黄月初．师范教育如何与基础教育“同频共振” ［Ｎ］．中国教

师报，２０１９－１０－３０（１２）．

［６］ 　 陈时见．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与体制创新［Ｍ］．重庆：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７］ 　 万东升，赵　 倩．“新师范”背景下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进展与

反思———以 １５ 所师范院校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为例

［Ｊ］ ．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２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７．

［８］ 　 向　 琼．“新师范”背景下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供给侧改革研

究［Ｊ］ ．教育与职业，２０２１（１７）：９２－９５．

［９］ 　 胡钦太．“新师范”建设的时代定位与路径选择［ Ｊ］ ．华南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６）：６０－６５＋１８９－１９０．

［１０］ 　 张先华．从陶行知“求真教育”深度解读真语文内涵［Ｊ］ ．语

文建设，２０１３（１９）：２２－２５．

［１１］ 　 孙　 雷，何玉龙，高晨光．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协同育人的

探索［Ｊ］ ．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１（８）：２５－２７．

［１２］ 　 王定华．我国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缘起与方略［ Ｊ］ ．中国

高等教育，２０１９（１８）：２０－２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Ｋｅｊｕｎａ， ＺＨＡＯ Ｂｏｗｅｎｂ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ｂ．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ｅ， Ｈｅｂｅｉ ０６７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ｏｍｅ ｌｏｃ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ｏｃ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ｒｕｓｔ，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ｒｕｔｈ⁃ｓｅｅｋ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ａｔｉｏ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责任编辑　 李　 阳］

０２１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