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阳春之际，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关于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下文将进行详细说明。 

近年来，亚洲各国对于学校系统的整备、改革等方面，无论质和量都有着飞

速的发展。当中最为中心的课题便是这些学校应该如何确保教师，并且如何保证

教师的质量。但是，问题在于保证质量的内容里。要向谁保证、保证怎样的质量

才算妥当，不能只停留在“为了孩子”这样抽象的答案，而是例如：向教师保证

学术性的质量的意义、如何保证教科内容的质量、日本教育委员会等教师录用的

部门所追求的教师的质量是否在学术上悉数合适。目前中日两国迫在眉睫的课

题，就是通过寻找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答案，解决目前复杂化、多样化、教师需求

的增长等所对应的构筑教师教育系统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激烈变化中的社会中学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进行扎实

的基础·基本的教育、对学生因材施教、并让学校本身也发挥其独特性等等。近

代学校系统正处于转换期，需要怎样质量的教师，如何去保证等等问题，是现代

的教师教育系统中需要再度检讨的问题。 

本次集会的目的，就是要多方面、比较性的讨论以上的问题，以两国实际的

经验和学问的积累，来明确能活用于中日教育前线的实践性的教师教育的课题。

更具体地说，①在教室中的实践能力②以教科等为前提的各类学问的专门性③教

师所需要的教养。希望通过这次集会，能够明确今后如何构筑以以上三点为中心、

并将其有机性地关联、养成、发展起来的教师教育系统的方法。 

在此恭候各位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研究发表。 

 

鳴門教育大学             学長 田中雄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部长 石中英 

 

记 

 

 

研讨会具体安排： 

１ 研讨会主题 

    教师与教育质量的保障 

 

２ 日 期  2015年 11 月 6日（周五）至 11 月 8日（周日） 

３ 地 点  鳴門教育大学（徳島県鳴門市鳴門町高島字中島 748） 

４ 主 办  鳴門教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5 使用语言 

日文、中文、英文 

（研讨会当天设有中日文翻译。英文发表不设翻译） 

 

6 成果 

 本大会的发表成果，分为大会当天分发给参加者的发表要旨集和稍后分发给发

表者的大会纪念论文集。制作费用均包含在大会参加费中，发表者每人将分发一



册，希望单独印刷的费用将由希望者本人负担。 

大会纪念论文集的详细请参照大会当天发布的《论文集投稿规定》。 

 

7 日程安排 

 

11 月 6日（周五） 

                         18:00      20:00  

 

 

 

 

 欢迎音乐会 

 

 

 欢迎会 

 

 

11 月 7日（周六） 

8:30   9:00  9:20     10:50            12:20  13:30         18:00       

19:40  

 

报到 

 

开会

式 

 

 

主题演

讲 

 

 

会议主题 

 

午饭 

 

 

参观大塚美术

馆  

           

交流宴 

 

11 月 8日（周日） 

9:30               12:00    12:30  13:30          16:30    17:30     

19:00 

 

分组讨论会研究发表 

 

纪念照 

 

午饭 

 

 

 分组讨论会研

究发表 

 

 

閉会式 

 

 

答谢宴 

 

主题演讲 

《① 标题》 田中雄三（鳴門教育大学・学長） 

《② 标题》 石中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部长） 

 

 

·分组讨论会的构成 

① 教师的资质（学术，技术，文化与教师形象） 

②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资格制度 

③ 教师教育的质量：教育课题，实践，评价 

 

※※※※根据研究发表申请状况和主办方的具体情况根据研究发表申请状况和主办方的具体情况根据研究发表申请状况和主办方的具体情况根据研究发表申请状况和主办方的具体情况，，，，可能会有部分调整可能会有部分调整可能会有部分调整可能会有部分调整。。。。    

 

·会议主题 

“教师教育的质量保障以及采取措施－致力于谁的质量保障？－” 

・研讨会 
    主题：教师教育的质量保障以及采取措施－致力于谁的质量保障？‐ 

         会议主席 長島真人（鳴門教育大学・教授） 



 

“儿童的学力保障―重新审查以教科教育为基础的教科内容的存在（教科专业）” 

西園芳信（鳴門教育大学・理事）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Change and challenge”  
⑥李琼（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授） 

 

 

·欢迎会 

会场：大学食堂 

（研讨会主办） 

 

·交流宴 

会场：Renaissance 鸣门（暂定） 

（研讨会主办）  〒772‐0053 徳島県鳴門市鳴門町土佐泊浦字大毛 16－45 

                     TEL. 088‐687‐2580 

 

·答谢宴 

会场：大学食堂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8 参加费用等 

除以下活动以外所有活动均为免费，但参加者的交通费、滞在费用等由各自负担。 

·情报交换会      5000日元 

·交流宴          7000日元 

·参观大塚美术馆  3000日元 

 

 

10 今后的日程安排，必须了解的事项 

····研究发表申请以及研讨研究发表申请以及研讨研究发表申请以及研讨研究发表申请以及研讨会发表要旨原稿截止日期会发表要旨原稿截止日期会发表要旨原稿截止日期会发表要旨原稿截止日期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详细日程公开（大学主页）  2015年 9 月中至下旬 

·大会参加申请截止日期 2015年 9 月 30日（周三） 

 

同意此时间安排 



二、日方提出的委员会组成方案，希望我方提供人选。现外事办公室提出建议人

选（红字部分），请部务会审议。本周内需要答复日方。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席 

日方：田中雄三校长 

中方：石中英学部长 

 

委员 

日方 

佐藤芳德（上越教育大学校长） 

西园芳信（鸣门教育大学理事、副校长） 

山下一夫（鸣门教育大学理事、副校长） 

西村俊夫（上越教育大学理事、副校长） 

 

中方 

郑新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李家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学部长） 

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学部部长） 

朱家存 （安徽师范大学 副校长） 

 

大会执行委员会 

主席： 

日方 近森宪助（鸣门教育大学副校长） 

中方 李家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学部长） 

 

委员： 

日方 

长岛真人（鸣门教育大学教授） 

香西武（鸣门教育大学教授） 

石村雅雄（鸣门教育大学准教授） 

 

中方 

李琼(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桑国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姜星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 

武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外事办公室主任） 

金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外事办公室职员） 

 

16 大会运营窗口 

日方 负责人 鳴門教育大学副学長（国際交流担当） 近森 憲助 

Tel：+81-88-687-6682 Fax：+81-88-687-6022 

E‐mail：chika@naruto-u.ac.jp  

中方 武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外事办公室主任） 



 

Tel：+8610-5880-4090 Fax：+8610-5880-4169 

E‐mail: oie-foe@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