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长陈宝生谈中外合作办学和教师队伍建设 

 

3月16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俄罗斯金砖电视台、阿尔法电视台记者: 

去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习近平总书记还发了贺信。我们注

意到包括北理莫斯科大学已经成立了多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陈部长，能否请您

介绍下一步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考虑？ 

陈宝生：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两国元首确立批准的一个教育合作项目。去年举行了

开学典礼、建成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发了贺信，普京总统发了贺信，这是中俄两

国教育合作的一个新尝试、新成果。目前进展情况是好的，建设过程当中的合作

是愉快的。 

中国政府对中外教育合作历来高度重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教育就是

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走向世界的。我们的方针历来是“请进

来”和“走出去”并重，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扎根中国大地，

办中国特色的教育。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和一些国家合作，在中国办了2600

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其中1324所是本科以上学历层次。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种合作，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互利互惠，让中国的孩

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外一些学校的优质教育，让国外的合作者在与中国合办的

机构里和中国合作者取长补短，领略中华文化，培养双方需要的各类人才、双方

合作的友好使者。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这是“请进来”。 

在“走出去”方面，我们这些年也加大了步伐。现在我们在国外合办了一批

教育机构，发展情况也是好的。下一步我们要采取措施加快发展步伐。 

成都电视台记者: 

陈部长您好，截止到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578万人次。

下一步将如何解决好制约师范教育发展的问题？从哪些方面发力培养新时代的

新型教师人才？ 



陈宝生： 

师范教育非常重要。教育是经营未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提供的人

才是未来的人才，为未来培养人才，所以本质上是经营未来。而未来是不确定的，

这就需要为未来生产人才的人必须是高素质的人。 

从总量来说，必须要有一支庞大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教师队伍。从

存量来说，现有的教师要不断提高素质，从而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从增量来说，

就是必须培养好未来的老师。 

培养未来的老师靠什么？主要是靠师范教育。教育部正在制定教师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对师范教育进一步做顶层设计，确定培养目标、培

养重点和政策措施，把现有的师范院校办好，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

方面，向师范教育提供一定程度的倾斜。因为这是教师的“母机”。 

另外，我们允许和鼓励其他高校，特别是综合类大学兴办师范教育，发挥综

合类大学优势，为教师队伍建设开辟一条新的通道。 

同时，要对师范类教学设立专业标准，每个专业都设立标准。也就是说要有

资质，不是你想办就办的。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后续还有相应的标准方面

的建设措施，按标培养，确保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最后，要加大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师德建设力度，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穿教师培养的全过程。师德为尊。教和育，“教”主要涉及知识体系，“育”

主要涉及价值标准。所以“德”对学生的成长、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这就是

我们大的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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