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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 志智双扶” 
——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 

成果总结报告 

一、背景和意义 

2012 年，首都师范大学在全国率先创建京疆学院，搭建长效育

人平台，探索创新内地高校培训新疆少数民族人才新模式。 

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中“扶贫先扶

志”“扶贫必扶智”的要求，实施“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教

师职后培养”计划，探索出一条“用心用情 志智双扶”培养新疆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新路，形成了一套从思想帮扶入手、以国

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提升为重点、高校继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有

效经验。 

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内地院校都应像

首师大一样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学生，进而增进民族感情，加强民族

团结。” 

十年笃行实干，京疆学院圆满完成“新疆自治区未就业普通高

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计划”，教育部《第三期国家支持新

疆汉语教师培训》项目的“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培训”

任务，“新疆和田地区幼儿园园长赴京挂职培训”“和田地区教师

能力素质培养”“第十四师教育系统人才培养以及幼儿园骨干教师

跟岗培训”等项目，累计培养 2313 名学员，覆盖全疆各地州,86%

为少数民族学员。他们“一人带动一校，一人影响一家”，助力新

疆基础教育实现从依靠“输血”到主动“造血”的转变，促进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用心用情 志智双扶”培养理念被应用到

首师大近年来援蒙、援藏、援青等 146 个教育支援协作项目，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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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万余名干部教师；育人经验和教学模式多次被教育部和北京市

推广。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二、解决的教学问题 

本成果聚焦教育的根本问题，有效解决了下列教学问题： 

1.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两张皮”问题 

培训目标单一，对边疆民族地区教师培训政治要求不突出，思

想政治教育简单低效，对学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业理想和

志向激发不足。 

2. 语言提升与专业教学“两条线”问题 

对学员应用国家通用语言开展教学综合训练不足，课程内容相

互割裂，教学方式相对固化。学员返岗后仍不能满足岗位需要。 

3. 资源整合与队伍建设“弱散浅”问题 

多以项目形式实施培训，缺乏长效育人平台，系统保障不力、

优质协同不足，对政策、需求、学情研究不深入，混合式培训成效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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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本成果紧扣“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提出“两统一  三融

合”的教学设计思路（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职后培养

过程相统一、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提升与教师业务培训相统一，

政治、业务、语言三者相互融合）。从培养目标、课程模块、培养

方式、机制保障入手推进教学实践和改革创新，做实做细课程思政

建设和“三全育人”，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有形的

“志智双扶”将无形的“用心用情”落到实处，实现铸魂有形、认

同有感、育人有效。教育引导学员实现职业理想与志向、专业素养

与能力的双提升。 

（一）明确“培养什么人”的目标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深刻认识教育援疆中教师培训工作对维护祖国统一、民

族团结与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提高新疆学员职业能力、强化国家通用语言

应用能力。将“政治可靠”作为培养的第一目标，将“业务精通”

作为培养的主要目标，将“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过硬”作为培养

的重要目标。 

（二）创新“怎样培养人”的路径 

1.培养内容——构建“5F+L”课程模块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国家通用语言应

用能力提升（Language Training）教学核心内容，借鉴师范生养成

教育（Formative Education）模块化课程体系，设立适合边疆民族

地区教师的“5F+L”课程模块——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学科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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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职业素养教育、通识教育、实践技能提升教育 5 个师范生养成

教育模块和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提升模块。 

2.培养方式——实现“四个贯穿”全过程培养 

思想帮扶贯穿培养育人全过程。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教育、党建思政

与时政学习等专题；实施新疆学员与在校大学生“1+1 互助成长”

计划，组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社区文化交流，经典诗词诵读

等浸润式思政教育实践，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干部进班、

教师跟班、班主任进宿舍制度，全体教学和管理人员以身垂范、榜

样育人。 

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提升贯穿学习生活全过程。以语言文字

作为文化浸润的重要载体，深挖语言学习的文化属性和重要意义。

自编教材开展“语言教学+学科专业知识/中华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

育”特色教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拓展第二课堂，创设多样化语

言应用环境。组织学员早自习诵读经典文章、晚自习收看新闻联播，

组建编辑部、指导学员编撰《培训简报》《京疆学院学习报》，带

领学员排练话剧小品，深化语言教学。 

精准施教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根据国家战略、新疆发展和个

人职业需要，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增开学科专业口语、板书设计、

教案撰写指导等课程，设置“北京课堂一课试讲”，综合训练学员

应用国家通用语言开展教学的能力，开展“沉浸式云跟岗”混合式

培训。建立多维（政治、业务、语言）、多元（任课教师、实践导

师、科研导师、班主任）、多态（思想汇报、学业成绩、教学实录、

平时表现等）的立体评价体系。 

系统塑造贯穿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为结业返岗学员免费开放

在线课程 35 门；走访和田、喀什等地学员派出校，送教调研 3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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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推进“反转式云跟岗”，聚焦学员岗位实施一对一指导，终

身帮扶学员职业发展、持续发挥“种子效应”。 

3.机制保障——长效育人平台 

长期建设京疆学院，探索构建党建引领、主线驱动、需求导向、

制度保障、科技赋能的“五元动力系统”保障培养质量：坚持学院

党总支与学员临时党支部建设共同推进，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围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开展教育教学，持续推动铸魂育

人走实走深。精心打造专业师资团队，组织 214 名教育专家、中小

学教学名师、教研员和骨干教师长期深度参与教学；整合京津冀 67

所优质学校、园所作为教学实践基地，形成资源共享、高效协同的

育人平台。建立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教学管理规范、师资选聘要求、

学员日常管理及考核评价、教学质量监督乃至党支部建设等完备的

制度体系保证培养质量。综合运用远程教学和大数据平台，精准低

耗高质量培养新疆教师。 

四、成果创新点 

（一）理念创新——创新“用心用情 志智双扶”新疆教师培训育

人新理念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习近平总书记

“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学生”重要批示与“志智双扶”教育扶贫重要

论述的工作要求融合创新，形成培训育人新理念。提出“两统一  

三融合”教学设计思路，明确“政治可靠、业务精通、语言过硬”

培养目标，构建“5F+L”课程模块，构建“五元动力系统”，实现

“四个贯穿”全过程培养。将新疆教师培训当作一种“特殊”的师

范生培养形式进行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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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式创新——创设以国家通用语言教学为核心的新疆教师培

训新范式 

实施分层次、模块化、沉浸式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根据学员

“听说读写”水平进行小班教学，夯实语言基本功；开展专业口语、

板书设计、教案撰写指导等特色语言课程教学，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将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有机融入思政理论学习、学科专业课程、教师

核心素养讲座、社会文化实践，开展 “北京课堂一课试讲”，破解

教学实践中语言应用难题。创设多样化的语言环境，聘请语言文字

专家、民族政策专家、语文教学名师讲解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

意义、指导学员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提升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

实现从“能说会用”到“乐学善用”。  

（三）机制创新——创建以京疆学院为平台的新疆教师培训新机制 

首创京疆学院，搭建长效育人平台开展创新实践：以专职管理

团队构建“五元动力系统”运行保障机制；形成上下级联动、校内

外统筹、京疆两地协同、京津冀资源共享的优质协同机制；建立健

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机制。以专业师资和研究团队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特色化语言教学，开展“沉浸式云跟岗”和 

“反转式云跟岗”，激活教学创新机制；深入研究边疆民族地区教

师培训重点难点问题和教育支援有效模式，探索高校继续教育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科教兴国战略的长效机制。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用心用情 志智双扶”援疆工作获得党中央高度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对首师大援疆育人作出重要批示。2017年，蔡奇

同志在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表彰大会上听取了本成果第一完成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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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所做的专题汇报，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中央

统战部和国家民委领导来校开展调研座谈，充分肯定本成果在高校

服务对口支援国家战略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

指出，首师大服务国家、奉献人民，以心感人、以情动人，因势利

导、因材施教，夯实思想基础、增进民族团结，注重建章立制、构

建长效机制的经验，值得各地、各办班学校认真学习借鉴。张春贤

两次致信肯定学校“创造性地开展培训工作”，并表示“学员们的

成长进步和‘种子效应’确令人欣慰”。 

（二）“种子教师”扎根边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本成果系统培养新疆基础教育教师 2313 人、送教培训 1200 余

人，其中南疆教师超过 97%，学员覆盖全疆各地州的大部分县市。

学员在京教学实践完成率 100%，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通过率超过

90%。95%以上学员至今仍然坚守南疆基础教育一线，很多学员已经

成长为当地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校（园）长。  

优秀学员牙生江•阿布都艾尼返岗后免费为学生开办“国家通用

语补习班”，并因工作能力突出被任命为和田市阿克恰勒乡第二学

校校长。他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作为“新时代 新青年”

的代表进行报道，并入选新疆广播电视台《70 年 70 人  祖国我是

你的骄傲》人物纪录片。学员艾迪莱作为和田墨玉县第四幼儿园园

长，返岗后将这所薄弱园建设成县级示范园；穆耶赛尔担任喀什乡

村第一书记期间，利用当地“农牧民夜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培训、

宣传党的政策。 

（三）培养模式和育人平台持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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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成果《创建援疆育人“首师大模式”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少

数民族教师》《“首都教育远程互助工程”助力和田地区教师国家

通用语言能力提升》《打造“沉浸式云跟岗”模式，实现精准低耗

高效教育帮扶》入选教育部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帮扶）

典型项目，育人经验和教学模式被推广到全国高校少数民族人才培

养工作。《教育技术学概论》《教师职后培养实训课程——小学语

文》分别入选教育部和北京高校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学前教育专业

入选北京高校继续教育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入选北京高

校继续教育高水平教学团队。语言教学模式被南京师大、天津师大

等高校借鉴，并运用到教育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四盟市三科统编教

材教师培训中。学校被国家语委认定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教育培

训类）基地。《幼儿园教师分层分类分岗专业成长系列培训教材》

用于和田 241所幼儿园培训实践。 

理论研究成果有力支撑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首

师大组团项目实施和北京市智力支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为

助力边疆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促进教育公平”开拓了新的途径。 

（四）育人成效显著广获媒体关注 

首师大京疆学院十年坚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主线，开展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工作。积累线下课程

70 门、线上课程 35 门，出版培训教材 5 册、在编教材 3 册、自编

教材 10 余册；走访新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兄弟院校开

展调研 37 次，形成各类研究报告、总结材料近百万字，在高水平期

刊上发表论文 18 篇；录制学员学习实践视频超过 5TB、时长超过

2600 小时，其中 2018 级教育部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

班视频跟拍 133 天。团队先后获得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组织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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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继续教育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第八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

体等荣誉，3 名同志入选北京市脱贫攻坚专项奖励，其中 1 人记功。 

京疆学院援疆育人成效和突出事迹被新华社、《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 20 余家重要新闻媒体专题报道 50 余次。“首都师

范大学京疆学院”被百度、头条、搜狐等新媒体持续关注。2016 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朝闻天下》栏目以《走基层：一个特殊的援疆

任务》为题连续 5 天专题介绍京疆学院对口支援新疆教师培养工作，

俞正声看过后批示肯定首师大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的贡献，

并表示“感到震撼、受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