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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雁计划”延边州实验区建设工作推进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延边州教育局局长郑权以及延边州五个县市教育局局长

等一行 8 人专程到达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国乡村教师“领头雁计划”实验区建

设的工作推进会。 

推进会于下午 2 点半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 623 召开，原国务院扶贫办

党组成员、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司树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

东以及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服务部主任候淑晶、中国乡村教师“领头雁”项目负责

人刘建敏等人陪同参加会议。 

会议由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服务部主任候淑晶主持。 

 

                   （右第三位  候淑晶主任） 

候淑晶主任首先分别对“领头雁计划”项目的战略背景、效果目标、项目对

象、课程设计、评价体系、组织管理以及项目宣传向参会人员进行了详细介绍。 



 

（左为朴红华、金在虎、黄元胜、黄泽峰、郑权、赵文秀、张仁国、秦洪华） 

司树杰会长进一步将“领头雁计划”与“首席教师”两个项目进行了分别的

阐述，扩充了项目的政治背景和战略方向，向延边州局领导们肯定了北京师范大

学的师资团队，承诺对延边州局参与项目的第一批成员减免原定经费的 20%，优

先倾斜延边州等老区，促进乡村教师教育发展。

 

             （图正对 左一 司树杰会长） 

延边州教育局局长郑权表示能够参与北京师范大学“领头雁计划”项目的学

习是延边州市教师的荣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司树杰会长的全力支持，

同时介绍了州里教师的名师政策和名师培优体制，希望项目培养体制能与当地名



师的培优体制有效衔接，立足教育发展的角度，培养出更多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加强教师队伍内涵发展建设。 

延边州教育学院院长黄元胜指出地方教师的师资，培训资源、在发挥骨干作

用的持续性等问题，充分肯定项目的可行性且契合当地教师研修的需求， 同时

也提出需要在项目设计中，考虑导师们在教育思想上保持有效的统一性，这样对

教师成长可持续有比较好的延续性，另外提出将当地教研员纳入项目培训当中，

深入了解教师培训效果，保持同步性，辅助项目在当地的实施和指导。 

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黄泽锋提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理论教学半年，实践教学

能否适当延长到 1 年，考虑实践教学对教师成长的效果应该更直接，而且延边州

面临三科改革，民族学校的师资培训力度也比较大，时间基本都集中在下半年，

所以相对比较拥挤，希望时间能延长保证培训效果的持续性。安国县教育局局长

秦洪华附议，相对理论，实操性效果更快，但在发挥辐射带头作用在实践上，在

一级、二级、三级后效果会大打折扣，在高层引领后，当地也要配套机制跟进监

督落实。 

 

         （图正对三  黄元胜院长    正对四  黄泽峰局长） 

朱旭东部长针对项目的设计和成员的学成效果进行了充分的推理，将项目推

进过程中即将遇到的困难一一向延边州局领导进行了解读，并对延边州局领导在

地方作出的名优计划大加赞赏，肯定了他们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胸怀。但也对地方

名优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州局领导加大投入培养更高层次的、具有自我



教育主张的名师，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未来教育家。 

 

             （图正对 左三  朱旭东部长） 

延吉市教育局局长赵文秀、珲春市教育局局长金在虎、敦化市教育局局长张

仁国、图们市教育局副局长朴红华都表示项目落地的可行性，并提出线上线下的

有效衔接最重要，尤其是线下指导要深入地方，优化设计，可以适当利用寒暑假

在当地做短期培训效果更佳。期待授课内容设计上有更高的标准。 

延边州教育局局长郑权及副局长黄泽峰表示，朱部长提出的未来教育家培养

计划有相当吸引力，鉴于目前经费有限，会在将来进行合作。同时期待延边州骨

干教师培养体系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这个更高的发展平台，申请民教司为延边州

三科改革更换培训指导学校为北京师范大学。 

司树杰会长在各州局领导发言后做了小结，他指出针对延边州名师培养具有

了一定规模，项目组需要完善机制以配合衔接延边州地方的培养计划。期待延边

州能作为项目试点区域，打好前站，为着手纳入国家教育部项目做好验收准备。

再一次补充对“领头雁”的解读，领头雁相当于是名师候补，不等同于学科名师。

设想在延边州实验区试点时，将未来教育家培养项目纳入，经费方面可以考虑社

会力量以减轻州局负担。 

朱旭东部长总结，有幸能够为延边州教师队伍发展，为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

升得到更好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项目部能尽快调整和完善适合延边州的项目方

案，并推进项目的落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