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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培训师专业修炼》培训教材·封面与目录 

 

 

 

《教师培训师专业修炼》作者 北京教育学院 余新教授。由教

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2020 年第 10 次印刷。该著作以教师培

训项目开发与管理的五大里程碑和十个核心问题为主线，系统提出教

师培训师的五项专业修炼：如何开展培训需求分析？如何设计培训方

案？如何开发教师培训资源？如何有效组织实施培训？如何监测培

训质量和评估培训效果？每项专业修炼以教师培训专业化理念为导

引，从案例分析入手，以问题解决为重点，建构教师培训师的知识、

技能、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修炼体系，旨在为传统教师教育者向

专业化培训师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和职业发展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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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成果团队相关的研究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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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成果关于培训专业化理论与应用的模型建构图例 

（一）教师培训师胜任力钻石模型 

 
 

注 1：上图选自成果负责人的大会发言 PPT “谁胜任新时代教师

在职教育重任”，2019年 9月 21-22日,新时代教师素养国际学术会

议，东北师范大学主办。 

注 2：上述关于“教师培训师胜任力钻石模型”内容参考以下四

篇论文： 

[1]余新.有效教师培训的七个关键环节——以“国培计划——

培训者研修项目”培训管理者研修班为例[J].教育研

究,2010,31(02):77-83. 

[2]余新.教师培训项目管理导图——以“国培计划”短期集中

培训项目为例[J].教师教育研究,2012,24(04):38-44+24. 

[3]余新,王婷.改革开放 40年我国教师在职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07):21-26+80. 

[4]余新.关于教师培训师胜任力的调查研究[J].中小学教师培

训,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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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培训的跨学科属性模型 

 

 
 

（选自余新大会发言 PPT“谁胜任新时代教师在职教育重任”，2019

年 9月 21-22日,新时代教师素养国际学术会议，东北师范大学主办） 

（三）教师培训一体化设计与实施模型 

 

 

 

 

 

 

 

（摘自余新论文.教师培训一体化设计的模型建构与“国培”实践

[J].中小学管理,2021(06).） 

 

 

 

 



9 
 

（四）教师培训项目管理导图 

 

 

（摘自余新论文. 教师培训项目管理导图——以“国培计划”短期

集中培训项目为例[J].教师教育研究,2012,24(0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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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培计划”培训管理者团队研修项目的培训现场掠影 

2019“国培计划”培训管理者团队研修项目的研修现场掠影 

 

 

2019 年“国培计划”培训管理者团队研修项目的学员学习收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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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员代表朱郁华于培训后曾对本项目的研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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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郁华.有效培训的关键要素与基本特征——基于“国培计划”中小

学教师培训者培训项目的分析[J].教师教育论坛,2015,28(02):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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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选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首批“国培计划”精品项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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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十周年优秀培训实践案例的荣誉证书 

  

 

 

八、项目负责人获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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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师职后教育创新与发展”学科平台建设评估验收结果公示 

 

 
（https://login.bjie.ac.cn/stafft/tzggjzg/2021-09-15/28196.html） 

 

 

 

 

 

https://login.bjie.ac.cn/stafft/tzggjzg/2021-09-15/28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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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培计划”教师培训管理者班学院十年总结与荣誉表

彰证书 

 
 

（https://www.bjie.ac.cn/gpjh/gpzj/2020-08-18/25744.html） 

 

 

 

 

 

https://www.bjie.ac.cn/gpjh/gpzj/2020-08-18/257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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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吉林省推广应用该教学成果的效果 

成果完成人之一宋海英在吉林省信息技术团队项目中积极推广

应用该教学成果，提出“翻转式培训模式”和“‘互联网+培训’：结

果导向的教师培训项目设计”，入选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

2019 年度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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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湖南省推广应用该教学成果的效果 

成果完成人之一黄佑生在湖南积极推广应用该教学成果，《未

来教育家》杂志 2019 年第 1 期以封面、封底、扉页和特稿《凝聚一

群种福人——湖南省教师培训师培养工程巡礼》共计 15 个版面的大

篇幅进行报道，教育部微言教育进行全文转载。 

 

详细内容见以下网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23623340142013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236233401420132&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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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连市推广应用该教学成果的效果 

成果完成人之一刘金华在大连市推广该教学成果基础上，提出

基于行为改进的“4L5S”教师培训效果评估模型，入选中国教育学会

教师培训者联盟 2020 年度实践案例。 

 

 

 

 

 



22 
 

十四、《现代教育报》本项目的跨界特色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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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多家媒体对教学成果负责人研究观点报到 

2021 年 4 月 15 日，教学成果负责人余新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

织的“国培计划”全国培训管理者培训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题目为

“精准培训 提质增效——对‘十四五’时期“国培计划”示范项目政策

的认识”，之后，发言内容受到多家媒体关注，包括教育部网站、中

国教育电视台网站和《上海教师杂志》全文刊载，中国教育报记者专

访后刊载主要观点。 

 

1.中国教育部网站 

（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9/202105/t20210519_532248.ht

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9/202105/t20210519_532248.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39/202105/t20210519_532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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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 

（http://m.cetv.cn/p/395724.html?ivk_sa=1024320u） 

 

 
 

3.中国教育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33778115367043&wfr=spider&for=pc） 

 

 

http://m.cetv.cn/p/395724.html?ivk_sa=1024320u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33778115367043&wfr=spider&for=pc


25 
 

4.《上海教师》20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