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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5_BF_E5_B8_88_E8_c65_183917.htm 党中央指出，“培养

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

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关系21世纪社

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而基础教育肩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新人的历史重任。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素质教育

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加快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全面提高基础教

育质量，以适应21世纪的要求，广西决定在全区实施“21世

纪园丁工程”， 并以广西师范大学作为了第一期“工程”的

技术支撑的单位，推进“工程”的进展。 “广西21世纪园丁

工程”实施的技术支撑单位落户广西师范大学绝非偶然，而

是广西教育厅对该校办学实力的信任和肯定。广西师范大学

是广西省属重点大学，其前身是创办于1932年的广西省立师

范专科学校，是中国近现代早期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在70

多年的办学过程中，该校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

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

来，学校充分挖掘了自身历史传统与区位优势，形成了良好

的传统和办学特色，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为国家和社会

培养、输送了10万余名教师和其他专业人才，为国家建设，

特别是为广西的教育、科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长期以来，广西中等学校的领导、骨干教

师大多数是该校的毕业生，该校成为了广西基础教育的摇篮



和基地。 进入21世纪，该校承担了推进“广西21世纪园丁工

程”的重任，为该校培育优秀教师、服务基础教育赋予了新

的历史使命。作为“工程”的技术支撑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为“工程”的组织实施提供技术咨询，承担研究、培训、评

估任务，负责对师资队伍、培养对象建档管理及对地市的业

务指导，同时负责A类（自治区级）人才培养的组织实施。

广西师范大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实

施得力、成效显著，打造了广西教师教育的新品牌。 为顺利

推进“工程”的进展，广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广西“21世纪园

丁工程”广西师范大学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负责学校

实施“工程”的统一领导及规划，研究、组织和协调“工程

”实施和推进，为“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根

据“工程”的规划，广西师范大学在集中全校各学科优秀专

家的基础上，结合自治区级中小学骨干教师培的目标和任务

，采用了开放的选聘方式，整合校内外各学科教育研究力量

，形成了一支有学术服务意识、具备学术攻关和技术开发能

力的专业导师团队，这支高素质的团队在“工程”的实施过

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广西

师范大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目标管理和质量管理来统

领工作，以整体提高和个体突破为方针来开展工作。为此，

学校加强了学员的档案管理，为每一位导师和学员都建立了

文本个人档案、个人网页，建立健全了“工程”实施的课程

学习档案、教学实践档案、科研课题档案及经费使用档案等

，为广西的教师教育和优秀教师资源管理与共享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在培养过程中，即对培养对象施以诊断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的同时，重点进行形成性评价，并据此对培养对象



实行全程的“淘汰”与“升级”的弹性管理制度。为保证培

养质量，在学籍管理和学员成绩评定方面还做出了严格规定

，凡集中学习期间，旷课累计达总学时的确1/4者，或事假、

病假时数达1/3者，或累计有3门课程考试或考查成绩不合格

者，取消培养对象资格，予以淘汰。在成绩评定方面实行“

三项定绩”制，即学员课程的成绩由三项决定：集中学习时

的考试成绩占40%，指定的作业、论文或自研究报告占30%，

教学实践与实验研究报告占30%。在培养模式上，以集中培

训、个别指导和岗位自培相结合。集中培训主要进行学科知

识的深化和教育理论的学习，并互相观摩、教学相长。同时

，学校还为每一个培养对象配备了导师，导师结合培养对象

的教学个性、风格、特长等实际情况给予个别指导；培养对

象自身再根据导师的指点和自己的领悟在实践中磨练。在教

育内容上，突出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教学风格的形成。在课程

设计上体现学术性与师范性的统一。学校在教养过程中，注

意教师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整合，在教

学活动中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提高学员的综合能力

。在培训方式上，广西师范大学还创造性地实行了集中培训

制、导师制、课题中心制、学历教育制、访学研修制，“五

制”的实施，为“工程”的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 “广西21

世纪园丁工程”自1999年启动至2006年，已成功开展了两期

培训。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作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一项

重点工程，在培养人才、带动全体方面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主要体现在： 学员教育观念的更新与理论水平的提高非常性

显著。经过园丁工程实施以来的教育教学理论学习，A类学

员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主



体，从教师独白转向师生交流，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以能

力培养为主，从传统的注重转向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如学

员贺艳萍说：“园丁工程给了我生命注如了新的血液，让我

摆脱了平庸，蜕变了旧我，焕发了生机，开阔了视野，走向

了睿智，变得充实、丰满而有力，使我在大学接受的教育思

想、教育观念得到了更新，拥有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理

论、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得到了更新和深化；科研能力得到

了提升。我拥有了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行为。我能深刻地认识

到理论地根基在于实践，没有实践地检验，任何理论都是苍

白的。我能自觉运动理论指导教学，在教学实践中的内化、

深化、修正理论和创新理论，自觉地反思教学行为，成为一

个行为研究者，并把创新当成我追求的目标。” 学员教育教

学能力明显提高。理论学习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学员们不仅在积极地学习、吸收，而且在教育活动中，开始

有意识地运用现代教育理念去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这种实

践表现在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以及学校管理各个环节中。

学员周春萍认为参加园丁工程配培训收获很大，她说：“以

前认为上好课，高考成绩好就是好老师，进‘工程’以后知

道，光是做好教书匠还不够。培训从教育思想和理念生提升

了我，我是从沉睡到惊醒，从迷盲到顿悟，好教师要教书育

人，以人为本，把育人融合到教学之中。”学员吴谏虹感慨

地说：“通过培训学习，课堂教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每节课都力求渗透创新精神。”学员张剑松在课堂教学中，

开展了创新型语文教学的探索，以“灵动、民主、开放、创

新”的模式，得到学科组、导师及当地教师的高度赞赏。学

员的科研意识增强，科研能力提高。教师从事教育科研是提



高自身专业素养、改进教育实践的重要途径。学员经过几年

的培训，逐渐认识到只有在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下，借助行

动研究，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积极探索与解

决实践中的问题，努力提升教育经验的合理性，才能使自己

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如由广西师范大学负责培训的二期

学员，在3年时间里，开展了校本教研活动800余次，完成和

发表教育教学论文900余篇，开展课题研究项目达487个，真

正地实现了教师向研究者角色的转变。 学员发挥了示范辐射

作用。园丁工程学员敬业爱岗的精神与为人师表的风范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较好地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在对园丁

工程社会效应的有关访谈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大部分学

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精神面貌与进去精神。许多学员在

承担着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在努力学习、积极提升自己

，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教师职业的执著及对学生的

真诚，并在教育实践中焕发出极具光彩的人格魅力。 事业心

与表率作用作为园丁工程学员成长的主流，得到了社会的认

可。在这期间，园丁工程学员的实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很多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由一名普通的教师成长

为本校、本地区的骨干力量，“教而优则仕”，走上了领导

岗位，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了自己的辐射作用，极大地推动

了本校甚至本地区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由广西师范大学

负责培养的一期100名A类学员中，现有47名担任校级领导，

其中校长13名、副校长34名；教育局副局长2名。此外，5人

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人获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人获广西“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称

号； 3人获广西“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人当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 “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广西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

一项重点工程，是骨干教师的种子工程，是全员培训的火把

工程，是素质教育的奠基工程，这对于加快广西中小学教育

教学改革的进程，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已经在社会各界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广西师范大学将

一如既往地推进“工程”的进展，培育更多优秀的师资，为

基础教育作出新的、更加突出的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