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广告专版 电 话：65369288 传 真：85991765 E-mail：hwbch@vip.sina.com 海外联络与合作部：65369399 65369413 65369398

专版 2016年10月20日 星期四

创生三维融通的UDS教育伙伴合作
—首都师范大学服务基础教育掠影

如果说“大学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

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奥尔加特），那么作为以教育研究、教师教育为

特色的首都师范大学，就必须自觉跟进和融入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洪流

之中，必须走进基础教育的发生发展的鲜活情境之中——不同区域内的中小学

校，基于实践，研究教育，服务发展，从而发挥师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首都

师范大学作为综合性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北京市“省部共建大学”，通过开展

多样态区域教育合作项目、建设教师教育实践基地、推动首师大附校共同体联动

机制，着力建立起大学（U）—区域(D)—学校（S）协作联动、多向激活的伙伴协

作机制，初步形成了扎根实践、点面互动，关注学校和教师队伍优质发展，彰显

大学全面服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UDS合作共生新常态。

2014年11月首师大合作共同体举行数学年教学展示活动

如果说“大学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
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
境”（奥尔加特），那么作为以教育研究、教师教育为特
色的首都师范大学，就必须自觉跟进和融入到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洪流之中，必须走进基础教育的
发生发展的鲜活情境之中——不同区域内的中小学
校，基于实践，研究教育，服务发展，从而发挥师范大学
的社会服务功能。首都师范大学作为综合性师范大
学，是教育部、北京市“省部共建大学”，通过开展多样
态区域教育合作项目、建设教师教育实践基地、推动首
师大附校共同体联动机制，着力建立起大学（U）—区域
(D)——学校（S）协作联动、多向激活的伙伴协作机制，
初步形成了扎根实践、点面互动，关注学校和教师队伍
优质发展，彰显大学全面服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UDS合作共生新常态。

一、实践取向的区域教育合作

“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其研究目的不仅仅为了
知道事情怎样，而是为了了解近期或长期时间之内人
们应该怎样做”（范梅南）。作为研究和服务基础教育
的高师院校专业团队，在努力探寻“教育是什么、教育
应该如何、教育可以怎样实现”等问题时，理所当然要
聚焦在不同情境中学校教育实践的鲜活行动上。

可以说，大学理论工作者走进学校开展基于学校
生活的教育研究、指导与服务，是立足学校所置身的社
区环境与发展目标的区域特色，是在整体把握、系统提
升的框架下的践行过程。而大学文化与中学文化的融
合，构建着实践取向的鲜活教育生活，大学人员、区域
教育管理者、学校的干部教师共同扮演教育“田野”的
合作者角色，遵循平等、信任、互利、尊重的伦理原则，
建立起教育共同体赖以存在的运行基础，携手走向穿
越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传统边界、多视角发现和理
解教育、落实育人为本教育使命的真实行动。“学校若
要变革进步，就需要有更好的教师”，“学校若想变为模
范学校，就必须不断地从大学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知
识”。新世纪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先后通过共建教育发
展服务区、签署区域教育发展合作协议、开展支持边远
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等项目，借助大学与区域教育的合
作平台，以区域特点和发展需求，以不同策略、路径逐
渐展开多样态的教育研究与服务。（表1）。

表1：近年来首师大开展UDS合作的项目举例

UDS合作，一方面，大学本身具有创造与传播先进
文化的使命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对教育研究而言其专
业人才结构相对齐全，具有较强的教育研究与教育服
务能力；另一方面，区域政府认识到基础教育质量的提
高与教师发展只凭借政府的财力投入和政策引导是远
远不够的，学校与教师的内涵发展、区域基础教育质量
的提高需要大学的专业引领。对区县而言，完善其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改变教师的专业生活环
境，将学校改进与区域教育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推进
区域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对大学而言，促进其学科的
建设与发展，提高其社会影响力与贡献力。
“十二五”期间，首师大继续保持和深化与区域的

教育合作，特别是面向远郊区县、面向全国中西部农村
的教育合作更是成为着力点，先后与京郊10个远郊区
县即密云、顺义、平谷、延庆、怀柔、房山、通州、大兴、门
头沟等签署全面支持学校和教师发展的合作协议，海
淀、西城等区以项目为纽带开展合作研究，以干部教师

队伍建设、学校群体发展、校本教研支持、考试与评价
技术支持等策略服务区域教育。面向国家中西部农村
区域的教育，更是成为一种反哺社会、积极担当的专业
行动。各类区域教育合作层面开展的校长与干部研
修、班主任研修、学科骨干教师研修、学科教师专题研
修以及学校优质建设与能力提升项目等各教育服务品
牌（表2），成为首都师大服务基础教育发展的一道靓丽
风景。

二、项目驱动的优质学校建设

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更多是让百姓满意的
好学校就在百姓的家门口。 为了满足社会上日益增
长的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普通中小学校多样化
发展，首师大在服务基础教育的行动策略中着力推进
了对接学校优质发展与行动改进的校本支持项目，尊
重学校教育的情境性与差异性，尊重学校的已有经验
与生长点，尊重教育实践的建构生成，以项目推动的策
略，探索了适应不同区域教育发展需求的、多样化的学
校发展共同体合作项目。例如在“十二五”期间先后启
动和开展的典型项目有：
——首师大与密云“提升学校质量”项目。2013年

首师大与密云教委合作开展“学校质量提升工程”，通
过大学人员与密云三中、西田各庄中学、不老屯中学、
穆家峪中学和太师庄中学等5所学校建立起联动发展
的项目机制，围绕自主多彩的校园生活、教师校本研
修、干部队伍建设等发展途径，通过深入学校的教学指
导、校际间的主题展示交流、教育案例分享、寒暑假集
中研修等活动，历时三年，形成了大学专业引领、学校
自主探索、区域支持保障的学校联动发展行动特色，并
辐射带动全区中小学的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参与
项目的一批有情怀、有智慧的干部、教师正在成为全区
教育的中坚力量。
——首师大与顺义“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项目。

针对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一系列
新的政策要求的贯彻落实，2015年6月首师大与顺义区
教委签署合作协议，开展支持顺义五中、牛栏山一中实
验学校、仁和中学、赵全营中学、杨镇二中等5校联动
“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项目，以学校课程建设方案的
规划与落实为切入点，围绕学校特色精品课程建设、学
校课程建设课题研究两大基本内容，搭建起理解课程、
规划课程、实施课程、评估课程的行动研究平台。伴随
项目运行，大学人员联合项目参与学校先后承办了面
向全市、全区的课程探索专题展示研讨活动，显现出学
校课程建设能力提升的主体性与研究性。音乐课程模
块化设计、主题实验探索课程、分层走班教学与分类个
性选择等学校课程多样化探索已经显现出项目带动的
学校课程活力。
——首师大附属学校合作共同体建设。基于学校

综合改革的实践需要，依托大学品牌深化附属学校质
量提升以及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2012年6月首师大组
织成立了有近20余所成员学校参加的“首师大附属学
校合作共同体”，自此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发挥大学对
于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指导作用。2013年的
“语文年”、2014年的“数学年”、2015年的“科学年”以及
2016年的“课程年”，都直接让不断补充壮大的附属学
校干部教师围绕学校的学科建设、学科教学、年级组建
设、课程建设等开展交流展示。几年来，大学专业教师
团队带动附校共同体的校长和教师、学生们多次以不
同的主题活动走进附属红螺寺中学、附属房山中学、附
属中学、附属大兴中学、附属苹果园中学、附属育新学
校、附属云岗中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附属东平中学、
附属桂林实验学校，附属小学，先后举办教研组特色建
设现场观摩、年级组建设展示评比、校长课程论坛、科
学嘉年华、科学大讲堂、多学科同课异构、课题研究、学
校调研诊断等活动。2015年9月19日在首师大附中永
定分校举办了近2000名师生和嘉宾参与的科学嘉年华
活动。各附校师生提供的150多个科学体验活动展台、
学生科研论坛以及学生科技活动展示，让来自近20所
附校的的师生代表齐聚一堂，自主选择、参与享受科学
实验“自助餐”。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门头沟教委
主任李永生、首师大党委副书记徐志宏以及来自中科
院、国家天文馆、国家地震局等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和科

普专家，一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2014年北京市启动基
础教育“扩优”项目，首师大在高校支持附中附小建设
项目中，承担了6所新建附中、附小的重点支持项目，也
进一步加大了大学驻校支持附校建设、全面参与学科
教学研究、指导学校课程建设、增进校级联动共享等专
业支持行动。

此外，首师大还在深化区域教育合作中建立了多
样化的对口支持基地学校，在基地学校的合作中：或指
向学校促进教师发展功能的学科校本支持学校（顺义
11所学校，延庆2所，怀柔2所）；或指向校本研训一体
化探索的以校组班项目校（延庆2所，密云2所）；或指
向学校整体改进实践学校（顺义1所）；或指向教育集群
化、集团化的“驻校支持”（东城、昌平等集团校）。通过
深入学校的指导与研究，带动了不同区县的学校整体
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科教育能力建设。几年来，延
庆、密云等教师队伍以及中高考成绩不断提升，成为全
市教育均衡发展的典型，首师大基于学科、基于课程、
基于学校的各种专业支持行动得到了合作区县的广泛
赞誉。

三、高位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借助自身雄厚的学科教育优势资源、依托北京市
的名师培养工程以及相关项目，首师大在促进全市基
础教育各个学段的干部、教师的专业建设方面着力加
大了面向骨干教师团队的专业提升与辐射带动。名师
培养、特级教师研修、教研员高研班以及校长培训等高
端培训项目的特色设计、组织实施，都成为大学借助首
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这一专业平台引导中小学名教
师、名校长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首师大学前教育学

院、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初等教育学院等部门分别组
织申报并承担了面向幼儿园园长和教研员、市级骨干
教师、学科带头人等百余人的专项培训。项目推进中，
教育理论学习与学科素养提升、课题行动研究与开放
课堂教学，都直接指导了市级基础教育多学段骨干教师
团队的全面提升。以首期学员为例，80%的参与教师在
最新一期北京市特级教师评聘中被评为特级教师。
——中小学特级教师研修工作室项目。这一项目

是北京市教委专门委托首师大承担的北京市教师人才
培养高端项目。项目运行，都以特级教师为参与主体，
以理论研学、课题研究、实践反思、辐射引领为基本活
动，深化学科思考、积淀教育思想。截止到2015年底，
有语文、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小学科学等学科近二
十位特级教师成为项目学员，参与项目指导的师资团
队整合了来自首师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社科院等涉
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各学科课程与教学
论等专业人员以及一线优秀特级教师等多重资源。参
训的特级教师学员通过学习对话凝练自身的教育思想
和育人特色，同时通过为高校研究生、本科生讲学授课，
异地名师示范送课等活动，体验在理论中思考，在实践
中提升，在研修中走向有思想、有特色的教育专家。
——北京市幼儿园名师工作室项目。作为在北京

市教委人事处支持下，整合首师大人事处、学前教育学
院、北京市幼教师资培训中心联合组织的高端培训，借
助实行特聘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实践导师制、幼儿
园名师工作室作为平台，直接带动了北京幼儿园师资
队伍的高位发展。
——教研员高级研修班项

目。教研员高级研修班是北京
市专门针对教研员举办的研
修。该研修班从只涉及语文、
数学两个学科逐渐扩大到语
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学科，
尽管都是教研员，但是区域教
育的差异让研修班内部的学员
素质差异也很大，加之教研员
的工作繁多，研修班的组织工
作比较困难。项目组在研修内
容和方式设计上下功夫，研修
活动的开展既要对学员有理论
的冲击，又要对教研员实际工
作有直接的帮助。目前此研修

班已经稳步推进到第3期，研修定位、课程设计、资源共
享、专业引领、实践反思等系统的过程引导，显现出本
研修项目发挥大学引领基层教研队伍走向专业化的独
特贡献。
——教育部农村校长助力工程。 2013、2014 和

2016年首师大先后申报并承担了教育部农村校长助力
工程的“国培”任务。先后有150名来自全国近30个地
区的中小学农村校长参加了学习。在北京的25天集中
培训，首师大项目组依照教育部的要求，培训课程的设
计突出基于实践又引领实践，使学员校长们在紧张充
实中收获实践启迪。项目组组织北京名师及时深入到
河北、重庆、云南等地开展跟踪式培训，将北京的优质
教育资源尽量辐射到农村校长们所在的边远山区学
校，显现出首师大对中国农村学校、边远山区教育的自
觉贡献。
——教育部学科教师国培项目。随着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十余年来，首师大专家团队充分发
挥自身学科课程与教学的研究优势，不仅全面参与了
基础教育多学科、多学段的课标研制与教学研究，还通
过全面、持续承担教育部的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项目，
更专业、更全面的发挥大学的引领与示范作用。以继
续教育学院为牵头部门，联动数学、英语、地理、历史、音
乐、美术、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以及学前教育等多院系开
展多学科、多学段、多层次的国培项目，以专题引领、学
科实践、教学互动、现场对话等方式，充分体现出实践-
反思的研修风格，也得到了参与者的广泛认同。

四、UDS教育合作的实践策略

纵观新世纪以来首师大在基础教育实践中的合作
探索，可以归纳出“一核心两主线三结合四环节五关
注”的行动策略，成为为支持和服务基础教育特别是促
进学校发展、教师发展提供借鉴。

一核心：强调以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为核心取向，
在合作过程中充分尊重参与各方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兼顾教育发展的整体性。

二主线：强调以优秀教师成长和优质学校建设为
关键环节，全面带动不同区域的教育均衡发展与实践
创新。如校长研修、新教师入职研修、班主任专项实践
体验、骨干教师的高级研修、名师工作室双导师研修、
名师工程等项目，都直接服务于市、区、校的干部、教师
多层面提升；而学校发展提升工程、学校课程领导力提
升项目、学科支持基地校建设项目等，又都成为带动中
小学建设、辐射区域学校全面提升的有效平台。

三结合：凝聚来自教育行政管理和研训部门、大学
专业团队以及项目学校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项目。
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研修、学习与常态工作
改进紧密结合，近期发展目标与可持续的专业发展需
要紧密结合。

四环节：强调项目推进全过程的程序清晰完整，无
论是国培项目或北京市的大项目还是具体区域的专题
性学习活动，都突出调查研究——研制方案——实施
过程——评估反馈等4个环节的有机联系和闭环运行
（下图）。

图：项目实施4环节基本流程
五关注：体现教育合作的意义价值回归到实践探

索本身，切实服务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即关注
学校和教师在实践反思中理解教育的内涵实质；关注
参与学校和教师的整体发展与课程实践；关注学校和
教师对项目活动的组织与参与；关注学校和教师在教
育实践中的行为转变；关注学校和教师对教育实践经
验的反思、提升、分享和超越。

总之，“UDS”教育研修模式的创新，体现了首都师
范大学在促进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学校
办学质量提升、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发挥了参与、引
领、服务和示范作用，体现出大学作为推进基础教育深
综改、优化和调节教育供给侧的不可或缺的专业力
量。秉持“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为了学校”的实践研究
理念,在中小学校多元、鲜活、生成的教育情境中超越原
有经验，创生了大学、区域、学校“在一起”的教育新样
态，提升了大学的教育理解力和社会贡献力。

楚 硕

北京市

丰台区

北 京 市 延
庆、密云、顺
义各区

北京市

海淀区

京外内蒙、
河南、青海、
新疆、河北
等地

起止时间（年）

2000-至今

2002-至今

2015-现在

2012-至今

首个大学与区域的合作共建项目，以建设
教师发展学校为基本途径，关注学校作为
教师发展真实情境的基本职能，开启教师
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的行动探索。运行
十年后更加注重了教师教育实践基地的
功能建设。

以共建教育部校本教研基地建设为切入
点深化全面合作，学科校本支持基地、分
层分类一线干部教师研修班、优质学校建
设和优秀骨干教师成长的“双优工程”项
目以及“136”教研员高研班等，14年持续
合作辐射各区教师队伍建设。

建立起大学专业人员参与区域教育研究
的长效机制，依托国学教育师资培训项
目、课堂教学大数据研究等特色项目开启
大学与区域教育合作创新的合作平台。

发挥首师大初教院、基教院、学前教育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等专业资源开展服务边
远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校发展的多样
化合作，特别是针对青海玉树、内蒙乌兰
察布、河北平山和阜平等地的送教下乡、
工作坊研修、学科指导、异地研修等多样
化支持活动。

子项目类型

业务校长专题
研修班

京郊中小学校
长专业发展研

修班”

区县骨干班主
任研修班

区县学科骨干
教师研修班与
脱产研修班

区县教科研专
题研修班

校本支持项目
校建设

参与部门

基教院、初教院

教育学院、管理学
院、学前教育学

院、基教院

基教院、初教院

教育学院、物理
系、外语学院、历
史学院、生科院、
资环学院、化学

系、基教院

基教院

教育学院、初教
院、基教院、学前

教育学院

合作区域

北京市密云、怀柔、
延庆、房山、平谷、

通州各区

全市各区校长

北京市延庆、大兴、
密云、怀柔、通州、

顺义各区

北京市延庆、平谷、
大兴、房山、怀柔、
通州、顺义、昌平、

门头沟各区

北京市密云、门头
沟、延庆各区

北京市密云、顺义、
延庆、怀柔各区

参与人次
（或校）

>600

>50

>550

>8460

>200

>30所学校

表2“十二五”期间首师大支持北京远郊区教育

发展项目举例

合作区域 基本内容

2015年5月首师大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举办科学嘉年华开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