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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宁波教育学院将迎
来建校 60 周年。60 年，她扎
根宁波大地办教育，在教师培
养、培训及高职教育等方面作
出积极的贡献。今年，宁波教
育学院成功改制成立宁波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新时代
的号角声中，这所办学历史悠
久而富有朝气的全日制高校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新
的征程。

学校改制历时3年。今年
3月28日，学校获得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宁波教育学院改
制设立为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批复，5月22日，学
校改制获教育部备案。自此，
宁波教育学院翻开新篇章。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宁波教育学院）是一所以
培养全日制大专生、培训宁波
市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教育行政干部） 为主要任务
的公办高等师范院校。学校现
有杭州湾校区、环城校区、姚
江校区等3个校区，占地面积
530 余亩，全日制学生 3284
人。其中，杭州湾校区主要功
能为服务全日制教学，环城校
区主要功能为服务教师教育。
杭州湾校区设计采用法式新古
典主义的建筑风格，气韵平和
而富有内涵。米色基调，穹
顶、柱廊等国际一流大学设计
元素和经典构造，使整个校园
优雅唯美、书香浓郁。在美丽
的杭州湾，拔地而起的这一所
现代化的全日制高校，将成为
宁波乃至全省培养幼儿教师的
高地。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宁波教育学院） 的前身是
宁波市教师进修学校。国家实
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宁
波教育事业发展极快，职工业
余教育需求及普通中小学校数
量猛增，教师数量不足、质量
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于是，
解决师资问题被列入地方政府
的议事日程。1959 年，宁波市
委决定，筹建宁波市教师进修
学校。宁波市教师进修学校建

校初期的 6 年中，校址迁移 6
次。学校历尽艰辛，形成了一
定办学规模。学校秉承教师培
养、培训的宗旨，积极探索办
学路子，培养和培训了一批中
小学教师和职工业余教师，促
进了宁波教育事业的发展。时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为
学校题词“教学相长，为民作
臧”，并书写“教师之家”之匾
额，彰显学校在宁波市教育界
的影响、声誉及贡献。

时代召唤 应运而生（1959-1968）

1978 年 ， 宁 波 市
委 、 市 政 府 正 式 批 准

宁 波 市 教 师 进 修 学
院成立，浙江省人
民 政 府 〔1981〕
44 号批复，同意
建立宁波市教师
进修学院，并指
明，学院享有与
师范专科学校同
等 的 地 位 和 待
遇 。 1983 年 ， 宁

波地区教师进修学
院 与 宁 波 市 教 师 进

修学院合并，定名为
宁波教师进修学院。
1984 年，浙江省人民政

府文件批复同意宁波教师进修
学 院 更 名 为 宁 波 教 育 学 院 。
1995 年，正式招收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本科函授学员，后又陆
续拓展到数学、外语、教育管
理专业的本科函授学员，学院

也由此成为本专科结合、以专
科为主的成人高师院校。

2001 年，宁波市教育行政
干部培训中心正式成立，挂靠
在学院，与干训处合署办公，
干 训 工 作 延 展 到 骨 干 校 长 培
训。之后，宁波市教育局将小
学教师培训中心和宁波教育学
院师训处合并，发文组建宁波
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十
五 ” 期 间 ， 以 名 师 培 训 为 龙
头，重点做好中小学骨干教师
培训，全员培训和骨干培训分
别达到 43287 人次、3200 人次。

2002 年，学院成立了面向
社会的教育管理机构——宁波
市弘文培训学校，弘文培训学
校通过举办教育硕士班、开展
远程教育、举行各类短期培训

（如教师资格证书考试辅导、外
语培训、中小学生夏令营、大
专高复班、高一素质提高班）
等方式，服务社会各类人群。

直面挑战 奋力开拓（1978-2004）

2005 年，教育部和发改委
联合发文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下达 2005 年全国普通
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教
发 〔2005〕 6 号），批准宁波教
育学院取得独立举办全日制高
职的资格。2007 年，学前教育
专业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扶持
建设专业。2012 年，学前教育
专业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建设
专业。学院的“宁波学前教育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被列入市
第四批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学校坚持为宁波市基础教

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
指导思想，全面服务中小学。
宁 波 市 教 育 行 政 干 部 培 训 中
心、宁波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
心、宁波市幼儿教师 （园长）
培训中心挂靠在学院，宁波教
育评估院设在学院。“一院三中
心”积极服务宁波市基础教育
和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面统
筹、指导、服务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
专业发展与素质提升，同时认
真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师资培训
活动。

传承创新 高职开招（2005-2016）

2016 年，学院编制了 《“十
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学院
改制转型为全日制普通师范院校
的新目标。2017 年 2 月，教育部
颁发 《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
学 校 设 置 工 作 的 意 见》（教 发

〔2017〕 3 号） 后，学院领导班子
审 时 度 势 ， 进 一 步 明 确 发 展 方
向，提出改制构建一所“以培养
学前教育师资为主、职前职后贯
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师范院校”
的新目标。2019 年 3 月 28 日，学
院顺利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关
于宁波教育学院改制设立为宁波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批复

（浙政函 〔2019〕 34 号）。5 月 22
日，学院改制获教育部备案 （教
发 厅 函 〔2019〕 64 号）。 自 此 ，
学校开启了新征程。

转型发展是学校历史上里程
碑式的大事，学校按照应用型师
范性的办学定位，立足浙江，服
务长三角，构建“一核两翼三融
四化五高”新一轮创业蓝图。

坚持“一核”，努力把学校创
建成为一所高水平、高质量的卓
越师范院校，成为浙江省优质幼
师培养摇篮。

打造“两翼”，即建一流学前
教 育 专 业 、 创 一 流 教 师 教 育 品
牌。建一流学前教育专业，优化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使学
前教育专业达到全国同类院校先
进水平。创一流教师教育品牌，
推进师干训体制机制创新，“上靠
中拓下联”，全面提升师干训在全
国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构建“三融”，即早幼融合、
产教融合、职前职后融合。

推进“四化”，即治理现代
化、专业特色化、办学开放化、
教育信息化。治理现代化致力于
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依章办
校，推进校院两级管理，完善监
督考核机制，激发办学活力。专
业特色化致力于优化专业结构，
形成优势专业群；优化卓越幼儿
园教师培养计划，着力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推进协同创新育
人，建设“校园、校企合作共同
体”。办学开放化致力于做强教育
交 流 合 作 ， 探 索 留 学 生 培 养 模

式；做亮儿童研究院，关注儿童
领域重大问题研究；做实交流合
作保障，加强校园国际化基础设
施建设。教育信息化致力于推进

“三全两高一大”，即教学应用覆
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
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班
级，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
台。

追求“五高”，即创新人才高
质量、师资队伍高素质、社会服
务高水平、师范文化高品位、办
学条件高标准。具体而言，要坚
持立德树人，坚持学生为本，坚
持 教 学 为 核 ， 坚 持 “ 双 创 ” 为
径，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要推
进人才强校战略，加强人事制度
改革，实施 5311 百名人才计划，
搭建青年教师成长平台，培育高
素 质 师 资 队 伍 ； 要 聚 焦 转 型 转
向，强化社会需求导向，强化师
干训品牌建设，强化服务范围拓
展，提供高水平社会服务；要加
强文化引领，培育宁师文化，加
强 文 化 宣 传 ， 推 进 文 明 校 园 建
设，打造高品位师范文化；要优
化支撑保障，拓展办学资源，提
升服务质量，增进师生福祉，创
造高标准办学条件。

学 校 转 型 3 年 来 初 显 成 效 ，
招生就业创历史新高：2123 个招
生计划全部完成且生源质量稳中
有升，2019 年最低录取分数线比
去年提高 10 分；毕业生质量逐年
提升，2019 届毕业生中，目前已
有 58 名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考入
全省各地编制；升学情况再传捷
报 ， 今 年 学 校 专 升 本 录 取 率 达
20.9%，比去年提高 7 个百分点。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幼
儿好则中国明天好，幼儿强则中
国未来强。重视幼儿教育就是重
视 未 来 ， 重 视 幼 儿 才 能 赢 得 未
来。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宁波教育学院） 以转型发展为契
机，努力为社会、为民众输送优
质的学前师范人才，让幼教人才
满足新时期人们对幼儿教育的更
高期许，回应好“幼有所育”的
民生期待，全力打造好浙江省学
前师范教育的新名片，助推宁波
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阵。

成功转型 扬帆远航（2016-）

杭州湾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杭州湾校区的一座教学楼。

学校杭州湾校区航拍学校杭州湾校区航拍。。

▲
学 生 在
图书馆浏
览图书。

文/图 蒋炜宁 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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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电子钢琴课堂上。

◥学前教育与艺术专业学生
在舞蹈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