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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探析



一、背景

二、问题

三、路径



一、背景l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
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 “9+2”区域系
统

战略定位 ：

●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

  一、背景



特点

地理位置优越

 战略重要性

 国际化程度高

 开放性、独立性、互补性

 复杂的区域系统



 大湾区外语

教师专业发展

l 高质量外语人才

l 高素质的外语教师团队



二、问题

• 发展不均衡：高校+教师

• 协同性不足：宏观+微观 





三、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教师联合会（华南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

2019）

    在粤港澳三地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华南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和澳门

    大学主动作为，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教师联合会，自觉承担起促

    进粤港澳三地教师交流、推动三地教师信息共享、专业提升和共同发展

    的使命。

1. 宏观统筹：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 2018）

    学院按照“合作办学、国际一流”的办学思路，探索“粤港澳合作、国    

    际化办学、部省市校共建”的办学模式。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培

   训卓越教师和教育领导者，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创新型教师教育学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的目标。

     大湾区至今仍没有教师教育发展的专项政策规划。

     应不断深化制度创新，做好顶层设计，逐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 

       协同发展的创新体制。

     （教师资格证、学分互认等）



2.  中观系统: 构建立体综合的制度保障体系
      建立一套多元、科学、立体的动态质量监管制度，以获得 

      及时的反馈信息，不断提升合作质量效益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信息数据平台）

3．微观落地: 创新形式丰富的协同合作模式

          协同、深度、多元



（1）创建交流合作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联盟 

      粤港澳大湾区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虚拟教研室 

（2）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库，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共建线上线下课程

        共享图书馆资源

        



（3） 常态化、多样化学术交流

      研究方向

       中、长、短期

       个人、团队

（4）教学和科研深度合作

       共上一门课

       合作指导学生实习、毕业论文

       联合申报科研项目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外语教师协同发展

  培养优秀人才，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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