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西 省 教 育 厅 处 室 函 件 
陕教师函〔2018〕81 号

 

关于开展陕西省“国培计划”项目实施情况 

专项调研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国培计划”项目区县教育局，各有关培训机构：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精神，

进一步了解我省“国培计划”实施情况，加强项目调研、咨询与

指导，有效提升我省“国培计划”项目培训质量，教育厅将于近

期组织专家工作组对“国培计划”项目开展专项调研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研对象与目的 

本次调研对象主要以 2018 年“国培计划”项目区县和项目

承办培训机构为主。调研目的，期望通过了解我省“国培计划”

项目实施情况，调研不同类型项目实施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和

实施成效；征求下一步实施“国培计划”和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的

意见建议。 

二、调研内容和方式 

调研主要内容包括“国培计划”项目区县在项目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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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体系建设、项目组织管理、培训实施绩效、模式综合创新、

存在问题建议等方面；培训机构在培训方案研制、活动过程组织、

资源定向开发、训后跟踪指导、培训成果应用等方面的特色做法、

有效经验和实际效果等（附调研提纲）。 

调研主要采取座谈会、访谈、资料查验、实地考察等方式进

行，由专家组随机抽查若干项目区县和项目机构。 

三、相关要求 

1. 请各市教育局、项目区县教育局和有关培训机构要高度

重视此次调研，召集专题会议对调研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2. 项目区县要指定专人负责，按照调研的相关要求，认真

准备材料，做好访谈、实地考察等工作的筹划安排。 

3. 各培训机构要根据承办项目类型及调研要求及时做好资

料准备工作；如与项目区县存在业务协同关系，需协助项目区县

认真准备有关材料，并选派具体负责同志参加有关调研座谈等活

动。 

4. 省国培计划项目执行办公室要按照调研工作要求，做好

调研专家团队组建，落实具体调研单位、时间和人员。 

5. 调研的具体安排和日程将由国培计划项目执行办公室另

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项目办公室（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联系人：朱晓冬  张科浦 

电  话：029—88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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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区县“国培计划”实施情况调研提纲 

 

一、项目统筹规划 

1. 将“国培计划”纳入本区县教师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的

情况； 

2. 本县区教师培训工作总体统筹规划情况（省、市、县、

校四级）； 

3. 组织开展本区县乡村教师队伍专项调研，准确把握教

师队伍现状，明确提出培训需求的情况； 

4. 按照国家、省（区、市）文件要求设置培训项目的情

况，包括项目定位，培训对象、规模、学时，本地培训项目

统筹设计， 覆盖本区县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含民办）

等方面的情况； 

5. 项目之间衔接情况，各类项目目标任务、定位及培训

内容、方式、评价等设计的情况。 

二、培训体系建设 

1. 加强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实现教师培训机构、教

研和电教等部门整合的情况，中心教研员与专职培训者团队

结构、整体水平情况； 

2. 建立乡镇片区研修中心，指导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工

作情况；构建高等学校、县级教师发展中心、乡镇片区研修

中心、校本研修四位一体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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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县级教师培训团队，完善培训专家团队遴选、培

养、考核和动态调整机制的情况； 

4. 推动教师培训实践基地建设，服务教师跟岗实践需要

的情况。 

5. 本地区教师培训体系建设情况。 

三、项目组织管理 

1. 行政部门和培训机构责任落实，成立县项目管理办公

室， 配备专门管理团队，管理团队人员结构、分工、实力

的情况； 

2. 高校、远程机构、县级教师发展中心、优质中小学幼

儿园协同机制建立及其培训成效情况； 

3. 结合本区县实际，出台相应的国培项目管理制度情况； 

4. 根据不同类型项目要求，组织开展或参与项目实施过

程监管，根据过程监管发现的问题及时对项目实施工作进行

改进的情况； 

5. 学员推荐、遴选等管理规范，以及学员参训率、合格

率情况； 

6. 规范培训档案管理，培训各类资料详实情况。 

四、实施绩效 

1. 落实教育部印发的乡村教师培训指南的情况； 

2. 参训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示范带动作用具体案例

和成效的情况； 

3. 带动地方教师培训有效开展，建立教师常态化研修机

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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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地开展的培训绩效评价情况； 

5. 对国培的宣传报道情况，社会、学校等各方认可情况； 

6. 通过国培积累培训课程资源和典型案例的情况； 

7. 带动地方加大教师培训专项经费投入情况。 

五、模式综合创新 

1. 创新混合式培训、自主选学、送教下乡培训、教师工

作坊（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等培训模式的情况； 

2.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尤其“国培计划”项

目模式方法在地方得到推广运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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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国培计划”实施情况调研提纲 

 

一、培训方案研制 

1. 项目申报筹备与资源储备情况； 

2. 专家团队组织建设情况； 

3. 培训调研及需求掌握情况； 

4. 落实教育部印发的乡村教师培训指南要求、课程自主

研发的情况； 

二、活动过程组织 

1. 项目管理体制机制情况； 

2. 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情况； 

3. 培训模式方法使用与创新情况； 

三、资源定向开发 

1. 培训资源储备与开发方向情况； 

2. 培训资源开发与使用机制； 

四、训后跟踪指导 

1. 训后跟踪指导机制建设情况； 

2. 训后跟踪指导途径与方法； 

3. 训后跟踪指导的有效反馈； 

五、培训成果应用 

1. 培训成果的生成情况； 

2. 培训成果的应用情况； 

3. 培训成果应用的反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