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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完全不懂教学的“菜鸟”，到获得中小学教

师的最高荣誉——“福建省特级教师”称号，厦门五缘

实验学校的小学英语教师颜艺红仅仅用了 14 年时

间。她也是厦门市最年轻的40周岁以下的省特级教

师。

回顾颜艺红的教师从业经历，她 2008 年大学毕

业，参加招聘进入厦门五缘实验学校。之后，在学校

名师、专家的手把手教导下，在厦门市教育局、市教科

院组织的骨干教师、骨干班主任、学科带头人等各级

各类系统培训中，在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优质课评选、

创新赛等多项比赛里，她历经磨炼一路成长，完成自

己的每一次蜕变。“市教育局、教科院以及学校，给了

所有青年教师成长的沃土。”

像颜艺红这样一路快速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教

师，在厦门还有很多。据厦门市教育局介绍，十年来，

厦门健全教师公开招聘制度，共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20877人，引进对象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和重点师

范院校优秀毕业生为主；同时，建立起系统化专业培

养体系，共培养市级骨干教师 1870 人、学科带头人

282人、专家型教师58人、卓越教师30人，累计认定名

师7493人，现有特级教师121人、正高级教师

97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

大计，教师为本。厦门在

教育人才引进、培养、保障、激励等方面不断调整和完

善，持续优化优秀教师成长与集聚环境。教育人才队

伍的不断壮大和整体素质的稳步提升，为厦门教育事

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

厦门不断完善教育人才引进、培养、保障、激励等机制，持续优化优秀教师成长与集聚环境，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解读厦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密码”

1997年来到厦门的詹功祚，

见证了25年来厦门教师队伍成

长的全过程。

譬如，从2007年开始，厦门

就启动名师培养工程，通过5年

的努力，遴选100名教师作为专

家型教师培养对象、300名教师

作为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1000

名教师作为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通过与部属师范大学建立良好合

作培训关系，采用集中培训与在

职学习、自主研修与导师指导、课

题研究与教改实验相结合、理论

培训与实践同步的参与式模式，

构建了“理论研究—行动研究—

反思提升—成效跟踪”的培训考

核机制。

厦门探索中青年名师培养之

路，逐渐建立起“新教师—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专家型教师”

的“金字塔”式的中小学教师专业

发展体系，一批批专家型名牌教

师、旗帜型领军人物带动整个教

师队伍提升。

从 2015 年开始，厦门推行

“青年教师成长工作坊”，创新特

级教师、专家型教师带教厦门青

年教师的工作机制。在动态培训

培养和考核中，组织市级学科带

头人和专家型教师深入学校、课

堂和教学一线，带动普通学校的

校本教研建设，进一步发挥名师

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

源，以教师为基点，聚力教师发

展，推动整个教育的不断进步，是

振兴我国教育的重大战略举措。”

厦门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健全教育发展优先保障机制，

深化校长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到

2025年培养市专家型教师 200

名、卓越教师30名和市级名校长

40名，形成理念先进、结构合理、

体系完善、保障有力、具有厦门特

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向全国教

育强市和人力资源强市样板城市

迈进。

良校育学，同时也育师，因为有

了良师，方能育人。这一点，有着14

年当校长经历的厦门科技中学书记、

校长詹功祚最有发言权。他在厦门

五中工作的10年，还有在一中海沧

校区（以下简称“一海”）工作的两年

半，都让学校从“门前车马稀”到“门

庭若市”，因此也被称为“神奇校长”。

记者问他秘诀，他说：“学校的根

本是教师，而一所学校要变得优秀，

关键看能不能激发教师全身心地投

入教学。教师精气神起来了，学生精

气神起来了，奇迹自然就发生了。”

在厦门五中，詹功祚常对教师说

这样一句话：“让人人都成为专家。”

他努力推动教师走研究型、专业型的

道路。“每个教师都能做（好自己的工

作），而且是有思考地去做，然后总结

经验，再提炼、提升，如此反复推进。”

詹功祚说，厦门五中总共不到200人

的教师群体中，每年有60多人被称

为专家，被邀请去做交流、分享，这就

是因为他鼓励每个教师都出彩。

2018年调到“一海”，对詹功祚是

全新的挑战，因为除几名备课

组长、中层干部外，其他都是

新教师。“2018年，‘一海’初中

只有4个班、高中6个班，40多

名新教师；第二年新教师增至

60多名，高中增至16个班；到

2020年，110多名新教师入职，高

中增至20个班。学校不仅新教师

多，而且所有班主任都是新教师，这

在厦门教育界是空前的。”

2018年，厦门一中第一次自己

开展为期 5 天的封闭式新教师培

训。从学校管理、学校教师教学规

范、师德规范，到教学常规、班主任工

作、管理事项、教学理论等，都系统地

进行了培训。“新入职教师的培养至

关重要，效果也是可喜的：第一届高

一293名新生，‘一海’中考成绩位于

全市前1500名的只有2人；经过一

个学期的学习，市质检时这一数字已

达到81人；2021年，‘一海’高考本

科率上线率99.6%，本一率81.7%，2

名同学入围清华大学强基计划，成绩

仅次于岛内的‘一双外’。”

2020年年底，詹功祚将这一模

式搬到科技中学。2021年暑假，学

校给科技中学的50名新入职教师举

办了4天的集中培训。“厦门的教师

培训体系，从市教育局、教科院组织

的全市培训，再到这几年随着名校跨

岛发展、大批量招聘新教师，学校开

始做的校本培训，都让教师从起步开

始就走上快速成长之路。”詹功祚说。

这几天，厦门实验小学校长

何宝群在忙着听新教师们讲课。

副校长汤吟莹说，校长对新教师

的培养向来抓得紧，新进教师亮

相课每月都有一次，“不停地亮

相、亮相，通过听课的方式，发现

问题，全方位指导，打磨你，直到

把你变成‘老手’，然后就进入‘中

年教师展示课’‘年长教师风格

课’……针对每个类型的教师，都

有对应的促进发展模式”。

在厦门实验小学，新教师培

养其实要从还未入职前算起。每

一年实小从985高校、教育部直

属的重点师范院校招聘研究生、

本科生，让他们先到实小跟岗一

个学期。实小会派最强的老师

带，从教育教学、怎么写教案等细

节教起，帮助他们浸润式地学习；

之后才是这些新教师8月份正式

报到，届时学校还会办一个集中

的系统培训；再之后，他们将会参

加厦门全市的新教师培训。

除了“本土”培养的新教师，

实小也会适当引进优秀骨干教

师，尤其是实小翔安校区的开办，

让学校对师资的需求量更大了。

而被引进的骨干教师，不管此前

在其他学校是什么职务，到了实

小后，都要从一线教师、班主任做

起。比如，校长何宝群在来厦门

之前已经是一位名校长，到了实

小也从一线数学老师干起。

还有副校长汤吟莹，2008年

从康乐二小调到实小之后，也是

一步一个脚印，快速成长起来

的。“从班主任、年段长、教研组

长、副主任、主任、校长助理到副

校长，所有岗位，我一个不落地做

了一遍。”汤吟莹说。她坦言，在

实小的这14年，是她成长最快的

时期。实小教师培养机制灵活，

鼓励年轻教师冒尖，团队凝聚力

强，这些都在助推年轻教师快速

成长。

“在实小，没有谁是单打

独斗的，一直是团队作战。就以

新教师的班主任工作来说，一名

新教师旁边会有很多老教师倾情

帮助你快速融入这个群体，尽快

为学生、学校服务。实小有很多

参加市级比赛的机会，无论你是

不是新教师，只要你有实力就让

你上。而且，参赛时也不是一个

人的事，是年段老师、备课组长、

教研组长，还有导师所有人的

事。大家全部围在你身边，每个

人从各自的角度，为你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汤吟莹说。

汤吟莹介绍，实小有一个名

为“二级导师制师徒工作组”的管

理制度，它在名师工作室兴起前

就已在实小运行。这个制度打破

年段、打破一对一的模式，从全校

所有老师中按学科根据相应条件

分级组队，其中，市专家型以上教

师或是获得省、市、全国一等奖的

教师为一级导师，一级导师下配

备多名二级导师，二级导师下还

有初级导师。二级导师和初级导

师的组队依据个人志愿和学校安

排相结合。

“这个制度每年进行考核，考

核不合格要批评，而且学校会把

老师是否参加这项工作，作为其

是否主动发展的评判标准和职称

评聘的硬指标。”汤吟莹说，学校

既关注教师自身内驱力的激发、

自觉发展，同时又有非常成熟的

机制来配套帮助老师发展。

对于厦门实验小学的教师，

不少业内人士说他们“特别能吃

苦”。汤吟莹说，这同样体现在教

师的自我要求上。“学校为每个阶

层的老师都确定了相应的目标和

培养机制，推促你一直往前走。

你的步伐可以小一点，但一定要

有向上的姿态！”

晨报记者许蔚菡通讯员傅春榕

全方位打磨促成长
把新教师变“老手”

学校办“校本培训”
打通成长“高速路”

构建教师培养体系
助推厦门教育腾飞

厦门新教师入职宣誓。

今年7月，厦门市首次中小

学校长任职资格考试在五

缘实验学校举行。

厦门实验小学组织教师暑

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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