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科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二十年的研究与实践

一、成果的背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

要靠教育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

话指出：“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

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这一重要指示是新时期我们办好科

学教师教育、建设一流科学教育，培养具有高尚的师德、深厚的科学教育

情怀、扎实的科学文化素养、强烈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的专业化科学教育

人才的根本遵循。

本次申报的教学成果是在长春师范大学于 2000 年确立面向基层，率先

创建了科学教育本科专业，20年来始终围绕一流科学教育人才的培养，制

度化地开展了“高师综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基础教育改

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等 40多

项教学研究，该成果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国家一流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

养提供了理论模型和可资参照的工作范式，因而对我国高师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亦为高质量发展我国师范教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

证。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创造性地确立起“五者型”科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制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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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培养高质量的科教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20 年来，作为首创科学教育

本科专业的省属师范院校，通过对全国 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小学科

学教育发展情况的充分调研和专业建设研讨后，认识到：制约科学教育发

展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教师，最为有效途径在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科

学教师。

为此，我们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作为理论源头，把立德树人、回归

教育本真放在新时代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突出地位，关注科学教育的意义

建构、价值塑造，强调科学教师教育应着眼于未来作为科学教师和科技辅

导员的知识、能力和伦理的协调发展，将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科学教育人

才定位于扎根于基层的高尚师德的践行者、科学教育事业的奉献者、科学

教育实践的领跑者、科学综合育人的示范者、科学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行

动者，并构建了“211”纵向学习梯次和“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横

向培养过程。

“211” 纵向模式，即：两年为通识教育与自然科学总论、教育科学

总论学习阶段；一年为自然科学和教育科学分论学习阶段，后一年为综合

学习阶段，以期以更为充分的角色自信状态进入未来的基础教育和科普工

作岗位。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横向培养，则是基于教育情怀、学科

素质、综合育人能力、专业发展对“五者型”科教人才提出的质量要求展

开的。

（二）重构培养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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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起有利于“五者”型科学教育人才成长的培养框架

为达成“五者型”人才培养目标，从人才培养的本质和要求出发，探

索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熏陶、情景体验的育人方式，以及校内外环境、

课程、活动和实践的育人路径。围绕培养的要求，实施以“目标-要求”“情

景-任务”为驱动的学习策略，并进行相关学科、专业和服务领域的科学教

育资源整合，形成人才培养合力。实践经验表明，这一体系的构建，有效

解决了科学教育改革始终难以摆脱科学主义教育模式羁绊的困局，为科学

教师教育回归教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路径。

2.创建模块化、进阶性、跨学科的课程体系

图 1 “五者型” 科学教育人才培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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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我们构建了与以往单一分科培养截然不同

的科学教育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即建立了以通识教育课程的基础的“总—

分—综”的课程体系。

该课程体系充分体现了人和社会的发展对科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遵

循的是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成长的基本规律，突出将科学精神纳入培养

的全过程，强调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由此建构模块化、

进阶性、跨学科课程群。伊通满族自治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认为我校科学

教师培养的课程体系“非常适合基础教育的教学，能够胜任综合实践课程

的教学，提高了伊通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2010 年《科学教育教学论》

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并于 2016 年被遴选为国家首批精品资源共享课；

2017 年《小学科学教学设计》被教育部遴选为国家第二批精品资源共享课。

《自然科学导论》《科学教育教学论》教材被教育部确定为规划教材，《科

学教学导论》为全国教师教育推荐使用课程资源，《小学科学实验设计与

实施》为全国小学教育特色专业教材。

3.创新实践实训体系

本成果创建了“245”实践实训新体系，该体系以培养科学人才的专业

化和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为核心，实施“两段式”（城市教育

实习、乡村教育实习）“四板块”（自然科学实验、科技活动、科普实践、

图 2 “五者型”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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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五结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与科学教育改革相结合、与

地方基础教育发展相结合、与地方科普事业发展相结合、与科教人才专业

发展相结合）。实施城、乡两段式教育实习，让学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切身

体验中小学教学的真实情景，树立起教育情怀。开展“课程+课题”的教育

教学方式，聚焦生活中的问题，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激发了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推动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向知识—过程—思维—文化的

辩证统一的教育转变。农安县教育局认为我校培养的科学教师“教学内容

丰富、旁征博引、趣味性强，使学生对知识易于理解。”2017 年—2021 年，

学生承担省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39 项，参与教师承担的省部级教科

研课题 73 项，参与中小学合作课题 27 项。近五年来，学生获省部级“互

联网+”、教学技能大赛、创新大赛等奖励 92项，其中，第八届东芝杯•中

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获一等奖、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金

奖。

4.打通“本—硕”一体化人才培养路径

学校整合全校教育资源，将科教人才培养从本科层面延伸至研究生培

养。从 2006 年开始先后在教育学、教育硕士开设了科学教育学、科学与技

术教育、理科学科教学、信息技术等专业（领域），以应对高质量基础教

育的改革需要。在全国首批进行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试点中，

我校率先进行了工程与技术的科学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并组成校内、中

小学（科技馆）和教科研机构的三方导师组，建立起研究生工作站，共同

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科学教育研究生，提升人才培养的品质，打造高

层次科教人才培养高地，为高师教育的转型，以及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提

供有力的支撑。

（三）改革科学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激活人才培养的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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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联动机制

本成果创建了高师院校—科普基地—中小学“三位一体”的联动培养

机制，主张高师院校作为科学教师、科技辅导员的培养者应承担着不可推

卸的社会资源开发与整合者的引领与导向责任。为此，我们契合区域义务

教育发展和科普的需要，建立起地方高校引领、地方政府协调、科普基地

和中小学校广泛参与的合作共同体，探索出高校、科普基地和中小学资源

统整路径，高质量推进职前、职后优质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的培养与培

训。2017 年，我校遴选为全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培训基地，2018 年学校与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建立起 STEM 教育协同中心。

2.建设跨学科的教学团队

为保证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的培养质量，本成果将教师队伍建设作

为确保观念转变落到实处的重中之重。为此，学校集中了全校教师资源专

门成立了 5个“科学教育+”示范性教学研究团队，围绕科学教师和科技辅

导员培养的特点，通过跨学校、学院（系）的工作思路，组建跨学科、老

中青相结合的科学教育、教师教育教学研究团队。至目前，从事科教育人

才培养研究和教学的教师集中了学校 7 个学院的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

力量。其中，科学教育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被教育部评为国家教学团队，

2021 年科学教育教研室获吉林省“十三五”全民科学素养工作先进集体。

3.重建人才评价体系

本成果建构了一整套确保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逐步实现的考核评价

机制，该机制综合考量培养目标中的师德、科学教育情怀、跨学科思维能

力、科学文化的传播、科技活动的设计与实践，以及综合育人等方面的构

成，确保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并据此设定了“1+1+X”的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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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体系，即在考核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同时，全程看多因素（即“X”）

角色转变与角色适应性。整个评价体系均以动态评价为主，以静态评价为

辅，侧重评价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成长状态，将关系学生未来角色适应性

的整合能力与反思能力放在课堂教学的重要节点上加以考察，促进了知识

评价向过程评价、文化评价的转变，并以此带动了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教

师队伍和管理者队伍的观念转变与素质更新。

四、成果研究的创新点

培养理念创新。继率先培养基础教育综合型科学教育教师后，创造性

地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源头，将高素质专业化的科学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于高尚师德的践行者、科学教育事业的奉献者、科学教育实践的

领跑者、科学综合育人的示范者、科学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行动者，揭示

了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科学教师（科技辅导员）的专业特质和精神

追求。

培养体系创新。以培养“五者型”科学教育人才为旨归，创立了模块

化、进阶性、跨学科的“总-分-综”的课程体系，打破学科课程间的壁垒，

突出科学教育由“知识教育”向“价值引领”的转变，强化了对学生整体

思维、跨学科思维的培养。

搭建了“两段式、四板块、五结合”的实践教学平台，开辟了跨城乡

教育实习新范式，活化了实践过程，丰富了实践内容，拓展了教育实践空

间，培养了学生的教育情怀和从教信念；开展的“课程+课题”教育方式，

全程化融入科学精神教育，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思维发展和教学技能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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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机制创新。探索出科学与人文熏陶、情景体验的育人方式，以及

环境、课程、活动和实践的育人路径和以“目标-要求”“情景-任务”为

驱动，有效整合科学教育资源的育人策略。实施的产出导向评价机制，促

进了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实施本硕贯通，打通三导师全程协

同培养高端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一体化人才培养新通道。探索出高校—

科普基地—中小学的“三位一体”联动育人新机制。形成了我国科学教师

教育实践范本。

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效果

人才培养示范作用强。高素质专业化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从探索到深入

研究和实践，截止到 2021 年，为全国输送了 5000 多名的高素质科学教师

和科技辅导员。各中小学校评价我校培养的科学教师时，一致认为“为高

质量开展素质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所培养的学生“知识广、能

力强、素质高，夯实了学校发展的师资基础”。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科学教育专业先后遴选为国家级第一批特色专业

建设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9 年科学教育专业被遴选为全

国一流专业建设点。

人才培养经验辐射广。天津师大、辽宁师大、哈尔滨师大等 20余所师

范院校先后来我校考察科学教育专业建设的经验。在实践中，我校与闽南

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和肇庆学院结成跨区域教师教育联盟，并与东北

师大、哈尔滨师大、辽宁师大、吉林师大等高校结成东北地区教师教育协

同创新实验区，促进了全国和东北地区科学教育的发展。

社会各界给与高度评价。吉林省安立佳副省长对我校的培养科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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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建设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是推进公民科学素养提高的有效途径。

教育部原师范教育司管培俊、许涛司长对我校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给予

充分肯定，认为“学校很有生气，很有特色。尤其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上，在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科学教师的培养的改革成果，得到了原中科院院士、东北师大原校长

郝水和原中科院院士孙家钟、冯守华和工程院院士马建章以及国家义务教

育科学课程课标研制组成员赵峥、刘炳升和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专家叶忠、

杨宝忠等众多知名学者的一致好评。

全国“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线上工作调度会”上，我校向全国介绍

科学教师培养经验，得到教育部领导的高度肯定。在全国教育学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华文教育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工作研讨会

上，与会的教指委委员对我校科学教育的建设给与了高度肯定。

科学教育人才培养工作引起了 11家国家和地方媒体的高度关注，光明

日报和中国教育报分别以“开创新模式 建设新专业”“适应基础教育改

革 探索高师人才培养模式”，详细地报道了我校科学教育专业的建设和

人才培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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