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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管培俊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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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郭虎深入

“国培计划”（2010）——中西部项

目学校检查指导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赵紫霞深

入“国培计划”（2010）——中西部项

目学员实习基地调研

自治区教育厅师资处处长吴红军深入

“国培计划”（2010）——中西部项目学校调研



培训院校（机构）作承担项目答辩

教育厅副厅长赵紫霞主持召开宁夏项

目承担院校（机构）评审会

教育厅厅长郭虎（左上）、副厅长赵紫霞（右上）等领导多次参加项目活动并进行指导



“国培计划”（2010）——中西部项目自治区启动会主会



远程培训者培训

“国培计划”（2010）——中西部项目远

程培训者培训班开班仪式



参训学员学习会场一角

短期集中培训班暨宁夏中小学师资培训中心挂牌仪式，教育厅

副厅长赵紫霞、宁夏师范学院院长薛亚平为中心揭牌

置换脱产研修班开班仪式



承担培训任务的院校、项目县（区）在

项目推进会上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自治区项目推进会主会场

自治区项目推进会上专家通报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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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县（区）负责人、学员

参加“跟进式”培训

自治区“跟进式”培训主会场



专家风采



丰硕成果

专家评估



古人曾言：“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教师在教育发展中的巨

大作用。现阶段，我区教育事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正在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转

变、从规模数量发展向质量内涵提高发展的方向转变。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将教师队伍建设列为六大“保障措施”之首，并开宗明义

提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宁夏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将教师队伍建设列为四大“保障机制”之首，从加强师德建设、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提高教师待遇、健全教师培训制度、重视校长队伍建设五方面作出了全面具体部署，并以

相当篇幅强调了加强教师在职培训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和创新性。

2010 年，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精神，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了“国培计划”，以加速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我区在组织实施“国培计划”———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

目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自治区“国培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辑出版“国培计划”（2010 年）———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宁夏项目实施成果集之

际，邀我作序。我愿借此机会，就我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好师资培训工作谈点浅见，

并以之为序。

近年来，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我区根据国家部署并结合

宁夏实际，不断开拓创新，在教师队伍建设、师资培训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教师队伍

序

自治区教育厅厅长 郭 虎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宁夏教师培训工作科学发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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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全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师资保障。第一，高度重

视教师队伍建设与师资培训工作。我们始终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视为教育发展与提

高的基础性、决定性工作，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对教师素质的提高更是不遗余力。今年 2

月 14 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的高规格、大规模的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教师专业水

平、教学能力和师德素养是会议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将颁布实施的《自治区党委、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也对全区教师队伍建设有

着科学全面的部署和周密细致的安排。《意见》的贯彻落实，必将推动我区教师队伍建设

与师资培训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将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高更好的

台阶。第二，切实强化师德建设。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师德是教师

队伍建设的基础和灵魂，我区始终把师德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先后在全区教育系统大规

模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谐校园建设、师德建设、“树师德新风，促质量提

升”师德教育、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大学习大讨论、优秀教师表彰奖励、优秀教师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全体教师、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勤学笃

行、行为世范的高尚品质，提高了教育、学校的良好形象。第三，科学统筹教师资源配置，

做好教师队伍素质提高的重点工作。近年来，我区在教师的素质提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重大政策措施，做好了重点工作，包括组织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教师岗位

计划、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农村教师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城镇 100所学校“对口帮扶”

农村学校、城乡学校教师互换交流、加强农村骨干教师与薄弱学科教师培训提高等。这些

举措有力促进了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农村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有

效解决了农村地区师资紧缺问题，也缓解了农村教师学科结构性的矛盾，促进了山川之

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了我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第四，不断建立完善教师培

训机制。我区不断健全教师培训体系，形成了以高校为龙头，市、县（区）教师培训机构为

骨干，教育科研部门为支撑，校本培训为基础，管理培训教研为一体的教师培训体系。同

时，各级教育部门也不断强化对教师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对新任教师的岗前培训，

坚持实施五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坚持开展教师教学基本功和适应新课程岗位提高的培

训。随着这些培训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区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学历层次、适应新课程

的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满足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对教师在更新教育观念、

提高教育教学技能、加快专业成长等方面的现实要求。第五，积极推动师范类大学生实习

支教。为促进高等师范院校与中小学的联系，加强高等教育服务基础教育、支持基础教育

发展的方向，我区通过顶岗实习等措施，使一批师范专业大学生进入基层学校、农村学校

顶岗实习，既补充了基层学校教师脱产进修的缺岗，又加强了师范类高校与中小学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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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提供了在校大学生了解基层教育实际、在一线教育教学实践中增强实践能力

的机会。同时，在校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学校也给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孩子带去了新鲜

的知识观念，促进了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

“国培计划”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精神的一项重大行动计划，是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素

质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发挥示范引领、“雪中送炭”和促进改革的作用。通过实施“国培

计划”，培训一批“种子”教师，使他们在推进素质教育和教师培训方面发挥骨干示范作

用；开发教师培训优质资源，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和方法，推动全国大规模中小学教师培训

的开展；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教师培训，引导和鼓励地方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加大农村教

师培训力度，显著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促进教师教育改革，推动高等师范院校面向基

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我区实施的“国培计划”（2010 年）———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

项目，包括置换脱产培训、短期集中培训和远程培训 3 类 5个子项目 28个学科，共培训

农村教师 13620人，占我区农村教师总数的 29.5%。这项工作的实施，对提高我区农村教

师的素质，促进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方面意义重大。同时在有效开发教师培训优质资源，创

新教师培训的新经验、新模式，完善教师培训体系方面也需要有新突破。

“国培计划”是一项大规模的教师培训工程，我区是第一次组织开展，没有任何成熟

的经验与模式可以借鉴。我们坚持以创新教师培训机制为动力，以“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按需施训、精心组织、确保质量”为原则，在培训的组织管理、方式方法、途径手段等方面

追求探索与创新，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培训任务，是我区实施“国培计划”项目的基本指导

思想。令人欣慰的是，我区的“国培计划”项目也正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来组织实施的。

首先，把“国培计划”实施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国培计划”项目启动前，师

资处就联合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对全区中小学教师培训需求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以

具体了解和准确把握农村教师发展需求。在调研的基础上，将“国培计划”纳入我区教师

队伍建设和教师培训的整体规划，同我区骨干教师培训相结合，筹划了培训项目的总体

规划，同时还确定了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全区培养一批农村骨干教师，为 191个乡镇的每

一所初中学校培养一名学科带头人，健全自治区、市、县（区）校四级骨干教师队伍，壮大

骨干教师队伍的基本目标。同时，根据我区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把“国培计划”实施

的重点放在了农村教师的培训上。科学规划、明确目标和工作重点，为整个培训工作的高

质量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项目实施中，注重组织管理和培训形式上的创新。采取的“跟进式”短期集中

培训就是把远程培训与集中培训相互结合、校本研修与网络研修有机统一，建立教师研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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