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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续教育的实施,提高了中小学美术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同时也促进了喀什地区美术教育的均

衡发展,促进了基础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本文主要针对实际情况,从要建立美术教师培训基地、

建强美术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师资队伍、整合远程教育资源、配备美术教研员四个方面,对优化整合喀什

地区中小学美术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资源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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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是我国具

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工程,它直接关系到

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实现和教育事

业的健康发展。继续教育的实施,提高了

中小学美术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同时也

促进了喀什地区美术教育的均衡发展,

促进了基础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

本文重点从喀什地区教育资源存在的薄

弱环节,从四个方面着手,对优化整合喀

什地区中小学美术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资

源进行了初步思考。 

1 喀什地区美术教育资源较为

紧缺 

1.1南疆地区由于地理、经济等因素,

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从高校分布来看,新疆31所高校有

20所在乌鲁木齐市,北疆地区高校数量

明显多于南疆地区高校数量；整体上看,

北疆地区的教学资源和教育水平要好于

南疆地区。从一定意义上讲,南疆地区高

校数量偏少,制约了该地区经济教育的

发展和提高,不利于当地美术人才培养。 

从喀什地区美术教学场所、器材配

备来看,比如普通教室、实验室、图书室、

微机室、语音室、教师办公室等与乌鲁

木齐地区相比都有差距(根据2016年教

育厅资料显示,喀什地区多媒体教室座

位数为20710个,人均座位数7.7%；乌鲁

木齐市多媒体教室座位数为25283个,人

均座位数17.3%),特别是农村学校美术

器材配备率更低,仅达到课标要求的8%,

可以看出喀什地区特别是乡村配置的美

术资源严重不足,美术教学基本设备、教

学材料、教学配套资源奇缺。当前喀什

地区的远程教育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不

能适应“面向学生、建进课堂、用于教

学”的要求。例如,计算机配备的生机比,

好的地区为9:1, 差的地区只有

71:1；电视机(DVD)配备的班级比, 高

为2:1, 低只有13:1。远程教育覆盖只

是做到了“校校通”,还没有做到“班班

通”。实地采访了解,近85%的乡村学校校

园网利用率极低,学生无法实现电子阅

览,微机教室只停留在信息技术课程教

学范围内,学生获取美术信息、其他相关

学科信息的机会极少,近70%的乡村学校

没有专门的美术教室,近60%的乡村学校

图书馆所存艺术类书籍几乎为零,更没

有订阅美术报纸杂志,图书资料主要以

考试科目的工具书、练习册和辅导资料

为主。 

1.2教师培训基地与美术培训师资

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调查发现,喀什地区没有完善配套

的教师培训基地,主要依靠喀什教育学

院、喀什师范学院、喀什教师进修学校

(含各县教师进修学校)进行教师培训,

县级培训基地不能做到全覆盖,现有设

施也不能满足培训工作的需要。数据显

示,喀什地区美术教师培训者队伍十分

薄弱,缺少学科领域的研究性培训人员。

比如,喀什教育学院现仅有2名美术培训

教师、其中1名还在莎车县某幼儿园支

教；喀什师范学校仅有1名专职美术培训

教师。同时,还了解到大多美术培训师资

队伍,有的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

法陈旧,很难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研究

成果传输给中小学教师；有的知识面狭

窄,讲课水平与参训教师所期待的理想

境界仍有一定差距,形成不了“重量级”

的辅导效应；有的缺少必要的中小学美

术教学实践经验,对中小学美术教学的

实际情况不熟悉,致使理论授课与教学

实践有很大的距离。 

2 优化整合美术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资源的对策 

2.1要建立美术教师培训基地 

目前,小学美术教师主要到喀什地

区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喀什师范学校)培

训,初中美术教师培训由喀什教育学院

承担,高中美术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任务

由新疆自治区大中专师范院校承担。目

前喀什地区的教师培训机构主体有教育

行政部门、师范学校、教师进修机构等。

根据国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

—2022年)》要求,加大紧缺薄弱学科教

师和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养力度。加强

县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建

设,强化县级教师发展机构在培训乡村

教师方面的作用。建议加强地县两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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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训基地建设,依托喀什教育学院和

喀什师范学校,组建地级中小学美术教

师培训基地,推动整合教师培训机构、教

研室、教科所(室)、电教馆的职能和资

源,主动与各对口援疆省市前方指挥部

沟通对接,争取援疆省市对地区、县市教

师培训基地建设的支持,从资金、设备、

培训者队伍建设等方面予以帮助。还可

借鉴国外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经验,与

高等院校合作建立教师教育基地。比如,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实验小学与新疆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建立教育基地的做

法值得借鉴。 

2.2要建强美术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师资队伍 

教师继续教育是一种高水平、高起

点的教育,对师资要求很高。建立一支专

兼结合的优秀的高素质的师资培训队伍,

是确保中小学美术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质

量的重要保障。喀什地区培训机构要广

纳贤才,建立美术教师培训师资库,组建

一支专家和一线教师相结合的专兼职培

训队伍。正如美术教育专家王大根认为,

专家学者型的中小学教师 适合担任培

训者,选择培训师资来源要选择,一线教

师熟悉一线教学的专家型领导,与中小

学教学一线联系密切、对中小学教学有

较深入研究的院校专家学者(既要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又要熟悉中小学一线教

育教学工作,并在相关学科教学和教学

研究中有所建树,在全国和地区教育教

学中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专家型教

师)。对此,建议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三

支师资培训队伍：一是构建以专职教研

员为主体的培训者队伍,明确教研员的

工作职责,增加竞争上岗的聘用考核机

制,充分调动教研员的主动性；二是构建

以兼职教研员为主导的培训者队伍,聘

任兼职教研员,解决培训者力量不足的

问题；三是构建以学科骨干教师为补充

的培训者队伍。认定美术学科骨干教师,

把他们充实到培训者队伍中来,为继续

教育工作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 

2.3要整合远程教育资源 

由于喀什地区美术教育资源十分紧

缺,脱产经常性的培训不是很现实,要注

意利用先进的现代化通信手段,例如电

视会议、网络技术等,既可解决工训矛盾,

又利于提高教师利用现代化手段的教学

能力。同时,信息技术可以整合分配教育

资源,为学员提供方便、个性化的学习条

件。对此,要充分依托和挖掘新疆远程教

育网建设学前和中小学多学科教育资源,

结合当前有序推进“三通两平台”(宽带

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

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做好喀什地区中小学美术

教师继续教育远程教学资源开发工作。

对此,既要统一教育资源开发和技术标

准,针对目前继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邀请美术教育专家学者进行专题会

诊,把准命脉,找准病根,深度挖掘；也要

吸纳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参与远程教育资

源开发,在软件工具和平台建设管理方

面提升专业水平,打造一批制作精良、符

合网络课程特点、符合课程改革理念、

符合地区中小学美术教师继续教育特色

的优秀教育资源库。 

2.4要配备美术教研员 

喀什地区美术教研员配备不齐,特

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几乎没有专职美术教

研员,也没有成立教育专业委员会或美

术教育学会,致使这些地方的美术教师

缺少业务学习和交流提高的机会和渠

道。调研中也发现,70.5%的美术教师认

为,喀什地区各县缺少专业教研员指导

是制约喀什地区中小学美术教师专业素

质提升的主要原因；由于没有专业教研

员的指导,教研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必然

会导致教育信息资源积累不够,缺乏科

研引导方向、制约美术教师专业素质持

续提升等问题。为此,根据《全国学校艺

术教育发展规划》有关要求,建议给喀什

地区所辖11个县各配备1名美术教研员,

以这些教研员为主体组建美术教研中心,

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学校美术教育教学

的业务指导。这些教研员应由思想素质

好、有丰富的美术教学实践经验的美术

教师担任,上任前要集中进行业务指导

和培训,还可以到北京、上海、南京等教

育先进地区进行参观见学,为他们回到

喀什地区指导和开展美术教研活动提

供有益经验。同时,喀什地区教育局应

建立美术教研员数据库,掌握美术教研

员的基本情况,为将来的交流换岗和送

学深造提供依据。美术教研员要和老师

们成为朋友,要以帮助他们专业成长为

快乐。定期组织美术教师开展郊外写

生、汇报展览、沙龙交流等活动,努力

打造和谐团结、积极向上、氛围融洽的

美术教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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