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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彩吁镒尤雌教育科学学院
6UANGXI NORMAL UNIVERSlTY

广西师范大学位于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是一个以

教育学科、心理学科、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为主体的二级学院。学院现有教职工72人，其中教授

21人，副教授1 9人，下设5个系6个专业。

学院秉承“以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为两翼”的发展理念，立足

八桂大地，面向全国，培养与研究特色鲜明，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成果。

学院深化拓展“人才培养、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大学功能，注重民族地区教育

发展与研究，社会服务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第一，致力于为政府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

力支持，成为政府智库；第二，扎根于民族教育场域，传承民族文化；第三，潜心于教师教育模

式创新，培养基础教育领军人物。学院探索和建构了“以知识结构变革带动思维结构变革，进而

带动能力结构变革，促成自主发展型教师”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实施“目标导向、责任分工、

功能互动、分类并举、循序渐进”机制，形成u—G—s(大学一政府一中小学)协作共同体。近五

年，先后承担实施国家级示范项目、广西基础教育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广西特级教师工作坊等

多层次多类型的1 80多项教师教育高端项目，参训学员达l 561 5人，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力，逐

步实现了社会服务与教师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多维互动，推进学术梯队整体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学院积极开展国际及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凸显学科建设与社会服

务，构建起具有国际合作与区域优势的大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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