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师函〔2023〕71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国家级培训任务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项目承训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推进新时代教师培训提质增效和教

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教师函〔2021〕

4 号）和《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简称《实施工作通

知》）精神，经项目申报和招评标，确定了 2023 年全省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有关培训任务和承训单位，现予下

达并就项目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任务及参训名额分配

具体任务及名额见附件 1—2。

二、学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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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员选派。各市教育局要根据《实施工作通知》各项目

培训对象要求，认真遴选各项目的参训学员。各市各项目参训

学员信息汇总表（附件 3）务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以电子邮

件形式报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由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转发各

项目承训单位。对不符合相关项目参训条件的学员，由项目承

训单位劝退。对无特殊情况未参训、被承训单位劝退及未通过

结业考核的学员，由学员学校及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纳入教师培训诚信档案，在三年内不得再参加“国培计划”项

目。

2. 按时参训。各承训单位应提前 10 天将项目开班通知电子

版（附学员名单）发送到山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邮箱，由省

教育厅教师工作处通过电子邮箱转发各市教育局，由各市教育

局负责通知参训学员所在学校。项目承训单位应同时通过电话、

短信、邮件等形式通知学员按时参训。

3. 学员调换。各项目参训学员确定后，原则上不得更换。

确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换的，由学员持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出具的《山西省 2023 年“国培计划”参训学员更换介绍信》（见

附件 4）在报到时向承训单位提交。

4. 强化监督。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承训单位要

共同督促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项目和含有工作坊研修内容项

目的参训教师按时完成上线注册、按进度学习。要严格审核学

员身份，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上线学习等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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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要求

1. 统筹培训内容设置工作。各项目承训单位要围绕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严把教师队伍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师德师风建设、业务能力建设。针对不同培

训对象，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

风、心理健康教育、国家安全、国防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法治教育、生态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幼小衔接、

少先队和班主任工作、预防校园欺凌、校园安全稳定、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小学校校内午餐

及课后服务等内容纳入教师和校园长培训的必修内容。强化教

师作业设计、家庭教育指导与家校合作、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预

防与疏导、安全教育等方面能力培训，并将提升中小学教师学

科育德能力作为重要方面纳入培训，发挥所有学科课程的育人

功能。加强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培训，引导教师把握新课程理

念，推动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案例分析、行动研究、名校访学、

跟岗研修等实践性课程原则上不少于 50%。

2. 认真组织实施培训工作。各项目承训单位要认真阅研《实

施工作通知》，按照所承担项目的培训目标、实施方式、培训

内容等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确保各项目如期实施。承担有集

中研修、跟岗培训、工作坊研修等多个环节的混合式研修项目

的单位，要做好与相关机构的协调、安排工作，确保学员顺利

完成各环节研修任务。要做好与项目区县的衔接工作，确保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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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完成送培到县（市、区）、送教下乡及学员的返岗实践、

总结提升任务。各项目承训单位原则上应于 2023 年 12 底前完

成各项目培训任务。

3. 扎实做好培训管理工作。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应对拟参加培训的教师进行集训，帮助参训教师了解国培政策、

明确培训任务，并确保其按时参加培训。各项目承训单位要认

真做好学员管理、项目评估、项目总结及优质培训资源选送等

工作，在体现特色与创新的同时，遵循教育部“国培计划”课程

标准及各类项目培训指南，确保培训任务圆满完成。各项目承

训单位要在各培训项目结束后，以正式公函向山西省教育厅教

师工作处提交参训学员学习结果。省教育厅将向各市教育局转

发各承训单位提交的培训结果，作为教师培训学分登记依据（含

集中研修、跟岗实践、影子培训、工作坊研修等多个环节的混

合式培训项目，所有环节均完成研修并考核合格方可登记学分）。

4. 有效开展培训绩效考评。各项目承训单位根据工作进度

安排，及时将开班通知、培训课程安排、教学课件、教学资源、

参训学员信息表、培训简报、培训项目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上

报山西省教师培训管理平台 px1033.webtrn.cn，省教育厅将通过

培训管理平台对培训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管和绩效评价，评

价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申报的重要依据。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系人：张楠 李鹏

联系电话：0351-767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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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jsgzc@sxedc.com

附件：1. 2022 年度“国培计划”延续实施项目任务分配表

2. 2023 年度“国培计划”中西部骨干项目任务分配表

3. 2023 年山西省国培计划参训教师信息汇总表

4. 山西省 2023 年“国培计划”参训学员更换介绍信

5. 山西省 2023 年“国培计划”承训单位及各市教育

局联系方式

山西省教育厅

2023 年 10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2022 年度“国培计划”延续实施项目任务分配表

1. “国培计划（2022）”——山西省农村骨干教师分层分类培训项目

“国培计划（2022）”—山西省农村紧缺学科省市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子

项目：1.2~1.3）

项目

名称

1.2“国培计划（2022）”—山西省农

村初中紧缺学科省市级骨干教师能力

提升培训项目

子项目 1.3“国培计划（2022）”—山西省农村小

学紧缺学科省市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

承训

机构

太原

师范

学院

国家

开放

大学

山西

师范

大学

太原

师范

学院

运城

学院

国家开

放大学

中国

教育

电视台

太原

师范

学院

高等

教育

出版社有

限公司

学科
初中

音乐

初中

美术

初中

体育

初中

综合

实践

小学

音乐

小学

美术

小学

体育

小学

科学

小学综合

实践

人数 150 150 150 50 150 150 150 100 50

培

训

对

象

及

实

施

方

式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

初中省市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

500人。

实施方式：在第一年培训的基础

上，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

不少于 30学时（50人/坊）和总结提

升的方式进行。集中研修、工作坊研

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院校（机构）

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省市级紧缺

学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 人 600人。

实施方式：在第一年培训的基础上，按照集

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50人/
坊）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集中研修、工作坊

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院校（机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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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度“国培计划”中西部骨干项目任务分配表

一、农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项目 1：“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骨干教师分层分类培训

子项目 1.1：“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青年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项目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青年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高

中）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山西师范大学

高中

语

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太原市 13 13 13 7 6 6 6 6 6

大同市 9 9 9 4 4 4 4 4 4

晋城市 6 6 6 4 3 3 3 3 3

晋中市 14 14 14 7 7 7 7 6 7

临汾市 9 9 9 4 4 4 4 5 4

吕梁市 9 9 9 5 5 5 5 5 5

朔州市 5 5 5 2 2 2 2 3 2

忻州市 8 8 8 4 4 4 4 4 4

阳泉市 4 4 4 2 3 3 3 3 3

运城市 14 14 14 7 7 7 7 6 7

长治市 9 9 9 4 5 5 5 5 5

合计

10

0
100 100 50 50 50 50 50 50

600

培训对象：全省农村高中入职三年以上的公费师范生 6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三年实施，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7天、名校访学 6天的方式进行。

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返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三年按照研修成果

展示交流 2天、大单元/大任务教学设计研究与展示 2天、总结提升 1天的方式进行。需求诊断、专题

研修、名校访学、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返岗实践、研修成果展示交流、大单元/大任务教学设计研

究与展示、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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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青年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初中）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运城学院

初中

语文 数学 英语

道德

与法

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太原市 6 6 7 4 3 3 3 4 2

大同市 9 9 6 4 3 3 4 4 4

晋城市 6 5 5 2 3 2 3 3 3

晋中市 12 14 8 6 5 5 6 5 5

临汾市 15 14 8 5 6 6 6 5 6

吕梁市 26 26 15 8 8 8 7 7 7

忻州市 24 24 17 7 8 7 6 7 7

阳泉市 4 4 5 2 1 1 1 1 1

运城市 30 30 19 6 7 8 7 7 8

长治市 18 18 10 6 6 7 7 7 7

合计
150 150 100 50 50 50 50 50 50

700

培训对象：全省农村初中入职三年以上的特岗教师 7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三年实施，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7天、名校访学 6天的方式进行。第

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 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返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三年按照研修成果展示

交流 2天、大单元/大任务教学设计研究与展示 2天、总结提升 1天的方式进行。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名校访学、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返岗实践、研修成果展示交流、大单元/大任务教学设计研究与展示、

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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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青年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小学）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太原师范学院

小学

语文 数学 英语
道德与

法治
科学

综合实践

活动

太原市 10 7 5 5 4 4

大同市 12 10 10 8 3 3

晋城市 10 8 8 2 2 2

晋中市 19 16 16 11 5 5

临汾市 22 17 16 8 4 4

吕梁市 32 26 26 20 8 8

忻州市 35 18 20 11 8 8

阳泉市 6 2 2 2 2 2

运城市 34 28 29 16 8 8

长治市 20 18 18 17 6 6

合计
200 150 150 100 50 50

700

培训对象：全省农村小学入职三年以上的特岗教师 7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三年实施，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7天、名校访学 6天的方式进行。第二

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返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三年按照研修成果展示交流 2
天、大单元/大任务教学设计研究与展示 2天、总结提升 1天的方式进行。需求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

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返岗实践、研修成果展示交流、大单元/大任务教学设计研究与展示、总结提升均

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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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2：“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初中省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英语 物理 化学
劳动

技术
生物 地理 科学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6 5 5 6 5 5 5

大同 5 6 6 5 5 5 5

阳泉 3 3 3 3 4 3 4

长治 4 4 4 4 4 4 4

晋城 4 4 4 4 4 4 4

朔州 4 4 4 4 4 4 4

晋中 4 4 4 4 4 5 4

运城 5 5 5 5 5 5 5

忻州 5 4 5 5 5 4 5

临汾 5 5 5 4 5 5 5

吕梁 5 6 5 6 5 6 5

合计

50 50 50 50 50 50 50

200 15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初中省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人 35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10天、名校访学 6天和

返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总结提升的方式

进行。需求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返岗实践、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

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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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3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小学省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

培训项目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英语 劳动技术 数学

中国教育电视台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太原 9 5 9

大同 10 5 9

阳泉 8 4 8

长治 8 4 9

晋城 8 4 8

朔州 8 4 8

晋中 9 4 9

运城 10 5 10

忻州 10 5 10

临汾 10 5 10

吕梁 10 5 10

合计

100 50 100

150 10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小学省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人 25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10天、名校访学 6天和返岗

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需

求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返岗实践、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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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4：“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幼儿园省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

培训项目（名园访学浸润式跟岗培训）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学前教育

山西大学

太原 10

大同 9

阳泉 7

长治 9

晋城 7

朔州 7

晋中 9

运城 11

忻州 9

临汾 11

吕梁 11

合计 10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幼儿园省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 1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名园跟岗 20天和返

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名园访学 15天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需求诊断、

名园跟岗、返岗实践、名园访学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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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5：“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初中市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科学 劳动技术

北京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太原 6 5 6 6 5 6

大同 5 6 5 5 6 5

阳泉 3 3 3 3 3 3

长治 4 4 4 4 4 4

晋城 4 4 4 4 4 4

朔州 4 4 4 4 3 3

晋中 4 4 4 4 5 5

运城 5 5 5 5 5 5

忻州 5 4 4 5 5 5

临汾 5 5 5 4 5 5

吕梁 5 6 6 6 5 5

合计

50 50 50 50 50 50

150 15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初中市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人 3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10天、名校访学 6天和

返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和总结提升的方式

进行。需求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返岗实践、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

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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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6：“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语文 劳动技术 数学 英语

华东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

太原 10 5 10 5

大同 9 6 9 6

阳泉 7 3 7 3

长治 9 4 9 4

晋城 8 4 8 4

朔州 8 4 8 4

晋中 9 4 9 4

运城 10 5 10 5

忻州 9 4 9 4

临汾 10 5 10 5

吕梁 11 6 11 6

合计

100 50 100 50

150 15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小学市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人 3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专题研修 10天、名校访学 6天和返

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

需求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返岗实践、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

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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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7：“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幼儿园市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

培训项目（名园访学浸润式培训）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学前教育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19

大同 19

阳泉 14

长治 18

晋城 15

朔州 15

晋中 18

运城 21

忻州 19

临汾 21

吕梁 21

合计 20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幼儿园市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 2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名园跟岗 20天和返岗实践

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名园访学 15天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需求诊断、名园跟岗、

返岗实践、名园访学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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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8：“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初中县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

学科

承 担
单位

地市

道德与

法治
英语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劳动

技术

山西师范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6 5 6 6 5 6 5 6

大同 5 6 5 5 6 5 5 5

阳泉 3 3 3 3 3 3 3 3

长治 4 4 4 4 4 4 4 4

晋城 4 4 4 4 4 4 4 4

朔州 4 4 4 4 3 3 4 4

晋中 4 4 4 4 5 5 4 5

运城 5 5 5 5 5 5 5 5

忻州 5 4 4 5 5 5 5 4

临汾 5 5 5 4 5 5 5 5

吕梁 5 6 6 6 5 5 6 5

合计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200 20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初中县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人 4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能力诊断、专题研修 10天、名校访学 6 天和返岗

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 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能

力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返岗实践、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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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1.9：“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小学县级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道德与

法治
语文 劳动技术 数学 英语

太原师范学院 忻州师范学院

太原 6 6 5 6 5

大同 5 5 6 5 6

阳泉 3 3 3 3 3

长治 4 4 4 4 4

晋城 4 4 4 4 4

朔州 4 4 3 3 4

晋中 4 4 5 5 4

运城 5 5 5 5 5

忻州 4 5 5 5 4

临汾 5 4 5 5 5

吕梁 6 6 5 5 6

合计

50 50 50 50 50

150 10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小学县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人 25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能力诊断、专题研修 10天、名校访学 6天和返

岗实践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集中研修 5天、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

能力诊断、专题研修、名校访学、返岗实践、集中研修、工作坊研修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

实施。



12

子项目 1.10：“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幼儿园县级骨干教师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

学科

承担单位

地市

学前教育

山西大学 运城学院

太原 38 9

大同 37 9

阳泉 30 7

长治 34 9

晋城 32 8

朔州 30 8

晋中 38 9

运城 40 11

忻州 38 9

临汾 41 10

吕梁 42 11

合计 400 100

培训对象：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幼儿园县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 500人。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需求诊断、名园跟岗 20天和返岗实践的方

式进行。第二年按照名园访学 15天和总结提升的方式进行。需求诊断、名园跟岗、返岗实践、

名园访学和总结提升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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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自主学习模式试点管理团队研修项目

承担单位

人数
地市

国家开放大学 中国教育电视台

太原 19 19

大同 19 20

阳泉 14 14

长治 18 17

晋城 15 15

朔州 15 15

晋中 18 18

运城 21 21

忻州 19 18

临汾 21 21

吕梁 21 22

合计 200 200

培训对象：省、市教师培训机构自主选学试点、有条件区县级教师进修校或教师发展中心

自主选学试点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共 400人。

实施方式：按照能力诊断、集中培训 10天、主题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的方式进行。

能力诊断、集中培训和主题工作坊研修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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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区域领域帮扶培训项目

项目 3：“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教师“一对一”

精准帮扶培训项目

子项目 3.1：“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教师“一

对一”精准帮扶培训项目

承训单位 项目市、县（市、区） 培训对象

太原师范学院

临汾
大宁县

7个项目县，每县由县教育局确定 1
所农村初中、2所乡村小规模小学

或农村寄宿制小学、1所农村小规

模幼儿园，培训对象覆盖 7个项目

县 28所学校（幼儿园）的全体教师。

永和县

忻州

宁武县

静乐县

偏关县

大同
天镇县

广灵县

山西师范大学 吕梁

兴县 3个项目县，每县由县教育局确定 1
所农村初中、2所乡村小规模小学

或农村寄宿制小学、1所农村小规

模幼儿园，培训对象覆盖 3个项目

县 12所学校（幼儿园）的全体教师。

临县

石楼县

实施方式：按照现状诊断 2天、送教培训 2次（每次不少于 2天）、精准指导 2次（每次

不少于 2天）的方式进行。现状诊断、送教培训、精准指导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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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3.2：“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中小学送教下乡培训项目

项目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中小学送教下乡培训项目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运城学院

初中 小学

合计
培训

对象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长治市 壶关县 8 8 8 8 8 40 6个新列

欠发达

项目区

县的农

村初中

和小学

教师（其

中，送教

者共 240
人，每县

40人）。

晋城市 沁水县 8 8 8 8 8 40

晋中市 昔阳县 8 8 8 8 8 40

运城市 闻喜县 8 8 8 8 8 40

临汾市
永和县 8 8 8 8 8 40

汾西县 8 8 8 8 8 40

合计 48 48 48 48 48 240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太原师范学院

初中 小学

合计
培训

对象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太原市 阳曲县 8 8 8 8 8 40
6个新列

欠发达

项目区

县的农

村初中

和小学

教师（其

中，送教

者共 240
人，每县

40人）。

大同市 广灵县 8 8 8 8 8 40

朔州市 山阴县 8 8 8 8 8 40

忻州市 五寨县 8 8 8 8 8 40

吕梁市
岚县 8 8 8 8 8 40

中阳县 8 8 8 8 8 40

合计 48 48 48 48 48 240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专项培训 5 天、专项指导、同一乡镇送教下乡 4次（每次 3天）的方

式进行。集中专项培训和专项指导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送教下乡由项目县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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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3.3：“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幼儿园送教下乡培训项目

项目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中小学送教下乡

培训项目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山西大学

幼儿园

培训对象
学前教育

长治市 壶关县 40
6 个新列欠发

达项目区县的

农村幼儿园教

师（其中，送

教者共 240

人，每县 40

人）。

晋城市 沁水县 40

晋中市 昔阳县 40

运城市 闻喜县 40

临汾市
永和县 40

汾西县 40

合计 240

承训机构

学段

学科

人数

项目市县

太原师范学院

幼儿园

培训对象
学前教育

太原市 阳曲县 40
6 个新列欠发

达项目区县的

农村幼儿园教

师（其中，送

教者共 240

人，每县 40

人）。

大同市 广灵县 40

朔州市 山阴县 40

忻州市 五寨县 40

吕梁市 岚县 40

中阳县 40

合计 240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专项培训 5 天、专项指导、同一乡镇送教下乡 4次（每次 3天）的方式

进行。集中专项培训和专项指导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送教下乡由项目县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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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县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

项目 4:“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培训者团队研修项目

子项目 4.1~4.2：“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培训管理者团队研修项目

项目
4.1“国培计划（2023）”——山西

省市级培训管理者团队研修项目

4.2“国培计划（2023）”——山西

省县级培训管理者团队研修项目

机构

地市
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

太原 10 19

大同 9 20

阳泉 7 14

长治 8 17

晋城 8 15

朔州 8 15

晋中 9 18

运城 11 21

忻州 9 18

临汾 10 21

吕梁 11 22

合计 100 200

培

训

对

象

及

实

施

方

式

培训对象：市级教师培训管理

人员 100人。

实施方式：按照能力诊断、集

中培训 10天、主题工作坊研修不

少于 30学时和成果产出的方式进

行。能力诊断、集中培训、主题工

作坊研修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区县级教师培训管

理人员 200人。

实施方式：按照能力诊断、集

中培训 10天、主题工作坊研修不少

于 30学时和成果产出的方式进行。

能力诊断、集中培训、主题工作坊

研修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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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4.3：“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市级培训者团队研修项目

项目 4.3“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市级培训者团队研修项目

机构

地市 人数
中国教育电视台

太原 27

大同 27

阳泉 22

长治 24

晋城 24

朔州 25

晋中 28

运城 32

忻州 29

临汾 31

吕梁 31

合计 300

培训

对象

及实

施方

式

培训对象：具备承担培训任务能力的市级培训者 300人。

实施方式：按照能力诊断、集中培训 10天、主题工作坊研修

不少于 30学时和成果产出的方式进行。能力诊断、集中培训、主

题工作坊研修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19

子项目 4.4：“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县级培训者团队研修项目

项目
4.4“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县级培训者

团队研修项目

承训机构

项目市县 人数
东北师范大学 培训对象

长治市 壶关县 50
6 个欠发

达项目区

县具备承

担培训任

务能力的

县级培训

者，每县

50人，共

300人。

晋城市 沁水县 50

晋中市 昔阳县 50

运城市 闻喜县 50

临汾市
永和县 50

汾西县 50

合计 300

承训机构

项目市县 人数
中国教育电视台 培训对象

太原市 阳曲县 50
6 个欠发

达项目区

县具备承

担培训任

务能力的

县级培训

者，每县

50人，共

300人。

大同市 广灵县 50

朔州市 山阴县 50

忻州市 五寨县 50

吕梁市
岚县 50

中阳县 50

合计 300

实施方式：按照能力诊断、集中培训 10天、主题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和成果产出

的方式进行。能力诊断、集中培训、主题工作坊研修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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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校园长领导力培训项目

项目 5：“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校园长提升研

修“三段式”培训项目

子项目 5.1~5.3：“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骨干校（园）长提升研修

“三段式”培训项目

项目

5.1“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初中骨干

校长提升研修“三段式”培

训项目

5.2“国培计划（2023）”——山

西省农村小学骨干校长提升研修

“三段式”培训项目

5.3“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幼儿园骨干园长提

升研修“三段式”培训项目

机构

地市
清华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国家开放大学 中国教育电视台 北京师范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14 15 18 19 15 15

大同 13 13 19 20 13 13

阳泉 13 11 15 14 10 10

长治 12 12 17 17 12 11

晋城 13 13 16 15 12 12

朔州 12 12 16 15 13 13

晋中 12 14 18 18 15 15

运城 15 15 21 21 16 16

忻州 15 14 20 18 14 14

临汾 15 15 20 21 15 15

吕梁 16 16 20 22 15 16

合计
150 150 200 200 150 150

300 400 300

培

训

对

象

及

实

施

方

式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

以下农村骨干初中正职校

长 300 人（具有校长任职

资格证书、校长任职 5年以

上、参加过县市级以上培训

的农村初中校长）。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

训 10天、跟岗学习 6天、

返岗实践 3个月的方式进

行。集中培训、跟岗学习和

返岗实践均由承训单位组

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以下

农村骨干小学正职校长 400 人

（具有校长任职资格证书、校长

任职 5年以上、参加过县市级以

上培训的农村小学校长）。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训 10
天、跟岗学习 6天、返岗实践 3
个月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跟

岗学习和返岗实践均由承训单位

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以下

农村幼儿园骨干正职园长 300
人（具有园长任职资格证书、园

长任职 5年以上、参加过县市级

以上培训的农村幼儿园园长）。

实施方式：按照能集中培训

10天、跟岗学习 6天、返岗实

践 1个月的方式进行。集中培

训、跟岗学习和返岗实践均由承

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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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校园长领导力

提升研修项目

子项目 6.1~6.3：“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优秀校（园）长领导力提

升研修项目

项目
6.1“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初中优秀校长

领导力提升研修项目

6.2 “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小学优秀校

长领导力提升研修项目

6.3“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幼儿园优秀园长

领导力提升研修项目

机构
清华大学 中国教育电视台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10 20 10

大同 9 18 9

阳泉 7 14 7

长治 8 16 8

晋城 7 14 7

朔州 7 14 7

晋中 9 18 9

运城 11 22 11

忻州 10 20 10

临汾 11 22 11

吕梁 11 22 11

合计 100 200 100

培
训
对
象
及
实
施
方
式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
以下农村优秀初中正职校长
100人（条件：取得校长任
职资格证书，校长任职 8年
以上，获校长提高培训证书，
参加过市级以上校长培训）。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
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集中
培训 6天、进校诊断 2次（每
次 3天）和工作坊研修不少
于 80学时的方式进行。第二
年按照集中培训 4天、跟岗
学习 2天、办学思想研讨 2
天和学校发展规划展示 2天
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进
校诊断、工作坊研修、跟岗
学习、办学思想研讨和学校
发展规划展示均由承训单位
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
以下农村优秀小学校长 200
人（条件：取得校长任职资
格证书，校长任职 8年以上，
获校长提高培训证书，参加
过市级以上校长培训）。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
实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集中
培训 6天、进校诊断 2次（每
次 3天）和工作坊研修不少
于 80学时的方式进行。第二
年按照集中培训 4天、跟岗
学习 2天、办学思想研讨 2
天和学校发展规划展示 2天
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进
校诊断、工作坊研修、跟岗
学习、办学思想研讨和学校
发展规划展示均由承训单位
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以
下农村优秀幼儿园园长 100人
（条件：取得园长任职资格证
书，园长任职 8年以上，获园
长提高培训证书，参加过市级
以上园长培训）。

实施方式：培训分两年实
施，其中第一年按照集中培训
6天、进校诊断 2次（每次 3
天）和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80
学时的方式进行。第二年按照
集中培训 4天、跟岗学习 2天、
办学思想研讨 2天和学校发展
规划展示 2天的方式进行。集
中培训、进校诊断、工作坊研
修、跟岗学习、办学思想研讨
和学校发展规划展示均由承
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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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中小学骨干党组织书记素养提升研

修培训项目

子项目 7.1~7.3： “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农村骨干党组织书记素养提

升研修培训项目

项目

7.1“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初中骨干党组

织书记素养提升研修培训项

目

7.2“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小学骨干党组

织书记素养提升研修培训项

目

7.3“国培计划（2023）”——

山西省农村幼儿园骨干党组

织书记素养提升研修培训项

目

机构

地市

山西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28 30 20

大同 27 27 18

阳泉 22 21 14

长治 23 24 16

晋城 24 21 14

朔州 25 21 14

晋中 28 27 18

运城 32 33 22

忻州 29 30 20

临汾 31 33 22

吕梁 31 33 22

合计 300 300 200

培

训

对

象

及

实

施

方

式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

以下农村初中骨干党组织书

记 300人。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

训 7天、先进党组织考察 2
天和返岗实践 3个月的方式

进行。集中培训、先进党组

织考察和返岗实践均由承训

单位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

以下农村小学骨干党组织书

记 300人。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

训 7天、先进党组织考察 2
天和返岗实践 3个月的方式

进行。集中培训、先进党组

织考察和返岗实践均由承训

单位组织实施。

培训对象：全省县级及以

下农村幼儿园骨干党组织书

记 200人。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训

7天、先进党组织考察 2天和

返岗实践 3个月的方式进行。

集中培训、先进党组织考察和

返岗实践均由承训单位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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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项目

项目 8：“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力提升培训

项目市、县（市、区）
项目县

个数
承训机构 人数 合计

太原市

万柏林区

8 北京师范大学

25

200

古交市 25

晋源区 25

晋中市

太谷县 25

和顺县 25

榆次区 25

灵石县 25

平遥县 25

大同市

阳高县

8 中国教育电视台

25

200

天镇县 25

新荣区 25

忻州市

定襄县 25

神池县 25

静乐县 25

繁峙县 25

原平县 25

临汾市

曲沃县

8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25

200

洪洞县 25

霍州市 25

乡宁县 25

安泽县 25

晋城市
高平市、 25

晋城城区 25

阳泉市 阳泉矿区 25

吕梁市

方山县

8 国家开放大学

25

200
中阳县 25

孝义市 25

汾阳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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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

潞城区 25

平顺县 25

沁源县 25

黎城县 25

阳泉市 平定县

8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5

200

朔州市
怀仁市 25

朔城区 25

运城市

盐湖区 25

永济市 25

临猗县 25

垣曲县 25

新降县 25

合计 40 1000

培训对象：40个项目区县的学校信息化管理人员，每县 25人，共 1000人。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训 3天、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规划研讨 2天和主题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规划研讨和主题工作坊研修均由承训单位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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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9：“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学科骨干教师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提升

培训

项目市、县（市、区）
项目县

个数
承训机构 人数 合计

太原市

万柏林区

8 北京师范大学

50

400

古交市 50

晋源区 50

晋中市

太谷县 50

和顺县 50

榆次区 50

灵石县 50

平遥县 50

大同市

阳高县

8 中国教育电视台

50

400

天镇县 50

新荣区 50

忻州市

定襄县 50

神池县 50

静乐县 50

繁峙县 50

原平县 50

临汾市

曲沃县

8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50

400

洪洞县 50

霍州市 50

乡宁县 50

安泽县 50

晋城市
高平市、 50

晋城城区 50

阳泉市 阳泉矿区 50

吕梁市

方山县

8 国家开放大学

50

400

中阳县 50

孝义市 50

汾阳市 50

长治市 潞城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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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县 50

沁源县 50

黎城县 50

阳泉市 平定县

8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50

400

朔州市
怀仁市 50

朔城区 50

运城市

盐湖区 50

永济市 50

临猗县 50

垣曲县 50

新降县 50

合计 40 2000

培训对象：40个项目区县遴选的县级农村骨干教师，每县 50人，共 2000人。

实施方式：按照集中培训 3天、区域教研 2天和主题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的方式进行。

集中培训、区域教研和主题工作坊研修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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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0：“国培计划（2023）”——山西省培训团队信息技术应用指导能力提升

培训

项目市、县（市、区）
项目县

个数
承训机构 人数 合计

太原市

万柏林区

8 北京师范大学

50

400

古交市 50

晋源区 50

晋中市

太谷县 50

和顺县 50

榆次区 50

灵石县 50

平遥县 50

大同市

阳高县

8 中国教育电视台

50

400

天镇县 50

新荣区 50

忻州市

定襄县 50

神池县 50

静乐县 50

繁峙县 50

原平县 50

临汾市

曲沃县

8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50

400

洪洞县 50

霍州市 50

乡宁县 50

安泽县 50

晋城市
高平市、 50

晋城城区 50

阳泉市 阳泉矿区 50

吕梁市

方山县

8 国家开放大学

50

400

中阳县 50

孝义市 50

汾阳市 50

长治市 潞城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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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县 50

沁源县 50

黎城县 50

阳泉市 平定县

8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50

400

朔州市
怀仁市 50

朔城区 50

运城市

盐湖区 50

永济市 50

临猗县 50

垣曲县 50

新降县 50

合计 40 2000

培训对象：40个项目区县的县级农村学科带头人，每县 50人，共 2000人。

实施方式：按照能力诊断、集中培训 5天、主题工作坊研修不少于 30学时和成果产出的方

式进行。能力诊断、集中培训、主题工作坊研修和成果产出均由承训单位组织实施。



附件3
2023年山西省国培计划参训教师信息汇总表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

教育局（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参训教师基本信息 培训单位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号*

所在地区
（市）*

所在地区
（县）*

单位*
学校所在
区域*

学校类别* 民族* 职称* 手机*
主要任
教学段*

主要任
教学科*

最高学
历*

毕业
院校*

所学
专业*

培训接
收高校

培训接收
基地校
（园）

说
明：

不允许

出现自

编号码

或后四

为

“0000

”，请

设置为

“文本

严格按标

准数据

（市、

县）模板

填写，直

接复制、

粘贴即可

严格按标

准数据

（市、

县）模板

填写，直

接复制、

粘贴即可

严格按以

下模板填

写，直接

复制、粘

贴即可

严格按以下模板

填写，直接复制

、粘贴即可

严格按

以下模

板填

写，直

接复制

、粘贴

即可

严格按

以下模

板填

写，直

接复制

、粘贴

即可

例如：语

文/数学/

道德与法

治等，严

格按照文

件培训学

科填写，

不要简写

。

严格按以

下模板填

写，直接

复制、粘

贴即可

严格按照

任务书中

单位名称

填写，一

定写全

称，不要

简写

严格按照任

务书中单位

名称填写，

一定写全

称，不要简

写

1城市 幼儿园 未定级 幼儿园 专科以下

2县城 小学 初级 小学 专科

3镇区（不

含县城）
初中 中级 初中 本科

4乡 高中 副高级
普通高

中
硕士

5村 完全中学 正高级 中职 博士

九年一贯制学校
特殊教

育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教学点

其他

1

2

3

4

5

…

注：必须用excel表格填表；各列均为必填项，不得留空。市、县填写的标准数据见电子版。



附件4

山西省2023 年“国培计划”参训学员更换

介 绍 信

___________________：

原定赴你单位参加山西省 2023年“国培计划”

项目的我县（市、区） 学校

教师 因 原因不能参训。现更换为我县

（市、区） 学校教师 参训。请予接待

为盼。

附：更换后参训教师基本信息

县（市、区）教育局（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山西省 2023 年“国培计划”承训单位及各市教育局联系方式
单位 姓名 联系方式

承训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马骏 13911688342

东北师范大学 陈欣 15143015403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陈美斌 15803461503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王巧 13810574357

国家开放大学 王砚章 15735294671

华东师范大学 孙雪晴 15618651293

清华大学 王希勤 13910722292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黄强 15540261998

山西大学 孙朋 13934561278

山西师范大学 闫建璋 19503419863

陕西师范大学 郝晶晶 13468823394

太原师范学院
高明金

张四方

18835114323

18234104471

天津大学 曹坤柱 18526658699

忻州师范学院 范爱文 18903500256

运城学院 郭俊 18636364221

浙江大学 茅晓延 13067705656

中国教育电视台 武鹏宇 18635160638

重庆师范大学 刘敏 13638334288

地市

教育局

太原市教育局 范文宇 15834169383

大同市教育局 李晓宁 13734225549

阳泉市教育局 康月梅 15903533211

长治市教育局 何丽芳 13935530499

晋城市教育局 张 凡 13753676365



朔州市教育局 牛 泉 13513699569

忻州市教育局 韩雪莲 18635019960

晋中市教育局 武雪梅 15234469999

临汾市教育局 尹勃予
15764326417

15635786170

运城市教育局 何建军 13303487008

吕梁市教育局 王利芝 13643583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