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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当前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高师院校作为生产

教师的母机，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师资的重任。

师范生的实践能力，直接体现为较强的教师专业水

平和专业技能。当前，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

入，基础教育对教师数量的要求已转向质量，高学

历、高素质、实践能力强的毕业生成为用人单位的

首选。然而，与基础教育对教师的需求相比，高师

生实践创新能力不足、社会适应力差等弊端日趋凸

显。加强高师院校实践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模

式，提高高师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新型师资，成为目前高师

院校研究的热点。

一 实践教学在师范生培养中的重要性
实践教学的提法在我国始于80年代后期，一是

80年代中期以后招收的大学生主要来自高中应届

毕业生，缺少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到大学后又偏

重理论知识学习，因而工作适应能力较差，用人单

位不满意，强烈要求改革高校教学，注重能力培

养。二是受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加上高校教学经

费短缺，学生难以走出校门参加各种专业实习，在

校内的实验课也难以按大纲要求保质保量开设，相

对理论课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显得矛盾更为突出，

因此也就成了教育研究和教学改革的热点。三是

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得到普遍传播和运用，成为

研究和思考教学改革方略的基本方法。[1]

实践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

获得感性知识和基本技能，以提高实践能力的一系

列教学活动。张念宏主编的《中国教育百科全书》

对“实践教学”的解释是：“根据高等学校培养目标，

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所进行的参观、实习、习题课、

讨论课、设计等教学环节。”[2]根据这个定义，高师院

校教师教育专业类的实践教学则是根据高师的培

养目标和教学计划要求，通过教师技能训练、教育

见习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教学实践环节，培养师

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顺利实现“学

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化，尽快成为一名基础教育

发展需要的专业化教师。

实践教学在师范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现代社

会对人才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人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离不开实践，一个人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也只有通过实践环节，才能够得到开发和

强化。实践操作能力是创新素质的必要性素质，在

人的整个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二，有利

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著

名的“经验学习理论”教育家杜威在《明日之学校》

一书中指出：“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

好的方法。”[3]“从做中学”也可以称为“从经验中

学”，主张从经验中积累知识，从实际操作中学习，

其原则就是要求学生亲自接触具体事物，通过思考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最后亲自解决问题。

实践教学对于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获得实际知识

和技能、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并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提高独立工作能力，起着理论教学不可

替代的作用。第三，有利于增强师范生对教师职业

的体验，尽快实现角色的转换。近年来，随着新知

识观的发展和个体知识理论的兴起，人们对教师专

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视教师个人知识对专

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把作为发展主体自身的实践活

动看成是人的发展的根本动力。个体知识理论认

为，教师知识的形成不在于学科知识的培训，真正

影响并作用于教师观念与行为的是他们在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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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所形成的个人知识。现代教师发展观更为关

注教师个体实践在其成长个的作用，教师之所以成

长为优秀教师，更多的在于“自造”，而不是“被

造”。[4]因此，实践教学是师范生尽快成长为专业化

教师的有效途径。

二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教学模式是运用系统方法对教学过程从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所作的纲要性描述。它的主要任

务是形成一种学习环境，以最适宜的方式促进学习

者的发展。[5]对教学模式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

年代的乔伊斯和威尔，我国的研究稍晚，正式研究

始于1981年。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各界认识到

实践教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有关实践教学模式

的研究进入一个热点阶段，但这些研究对理工科院

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居多，对高师

院校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较少。

纵观目前我国高师院校的实践教学模式，在体

系、内容、形式上存在一定问题。就体系而言，未能

实现实践教学在本科教育中的系统化、一体化。大

多数的高师院校的实践教学主要集中在某—个时

段，而不是贯穿于本科四年教学过程的始终。同

时，没有将实践教学中的教师技能训练、教育见习

实习、毕业论文写作三个环节紧密结合，统一规划，

系统实施。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形式单一，内容简

单。表现为传统的教学见习、教学实习几十年不

变，见习、实习时间短，学生“实战”机会少，缺乏有

效指导，多数走过场；把实践教学仅仅理解为听几

节课和上几节课，忽视了其中的社会教育、职业思

想教育等。同时，由于高师院校与基础教育缺乏密

切的联系，学生不了解基础教育的实际，理论知识

不会灵活运用。这些，致使高师生实践创新能力不

足、社会适应力差，与基础教育对新型教师的需求

相去甚远。

实践教学作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人才的主要环

节。积极加强实践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既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基础教育发展的迫

切需要。当前，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

强国迈进，国家和民族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期望与

日俱增。优质的教育来自优秀的教师。作为培养

教师摇篮的高师院校，只有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优秀教师的需

求，也才能获得生存之基、立校之本、发展之源。当

前基础教育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课程改革，迫切

需要一大批有现代教育理念、有过硬教师基本功、

有崇高职业道德、熟悉基础教育实际、上手快、适应

力强、留得住的新型教师。然而，目前高师生由于

教师专业水平和专业技能较差，导致实践能力差、

创新精神不足、就业竞争力不强，加之自我定位不

准，一些学生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面对严峻的就

业形势，高师院校必须找准自身位置，明确学校定

位，确立“面向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的宗旨，大

力加强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才能为社会培养大批新型的专业化教师。

三 建构一体化实践教学创新模式
针对高师院校实践教学薄弱的现状，乐山师范

学院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改革，建构了一体化实践教

学创新模式。一体化实践教学创新模式就是根据

学校的培养目标，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将教师技能

训练、教育见习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实践教学环

节结合在一起，统一规划，系统组织实施，以全面提

高师范生教师基本技能、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学

研究能力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该模式实施的基

础，是学校必须定位准确，培养目标切合实际。作

为一所地方性师范院校，乐山师范学院紧扣“西

部”、“地方”、“新建”、“师范”的基本校情，确立了

“培养基础宽厚、素质全面、实践能力强的基础教育

师资和地方经济建设实际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围绕着培养目标，学校积极探索人才培养

模式，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实践环节的重

要性，构建了“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以课

内课外、校内校外课堂为阵地”、“以教师技能训练、

教育见习实习、毕业论文写作为主要内容”的多层

次、全程化的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实现了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学校与社会的

有机统一和协调。

（一）“第一课堂为重点、第二课堂为补充”的教师技

能培训

教师职业技能，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备

的专业性基本技能和技巧，是师范专业学生的一门

必修课，它是融理论与训练为一体的、具有综合性、

操作性、实践性等特点的教育专业课程。1992年，

国家教委师范司印发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

职业技能训练基本要求(试行稿)》及《高等师范学校

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试行)》要求。学校

根据文件精神，制定了《乐山师范学院师范生教师

职业技能训练基本要求》和《乐山师范学院师范生

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实施办法》，把教师技能训练的

主要内容归为口语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课堂

教学基本技能、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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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学研究能力、班级管理能力六个方面。口语

表达能力主要包括普通话水平和教师口语应用能

力，书面表达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规范汉字水平、三

笔字书写水平、常用文体写作技能，课堂教学基本

技能主要包括说课、上课、评课三个方面，现代教育

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主要包括计算机应用能

力、课件制作和网络资料搜集，教学研究能力主要

考核运用教育理论知识研究教育现象的能力，班级

管理能力主要考核班主任组织管理水平。

加强对学生的教师技能培训，必须充分发挥第

一课堂的主要作用和第二课堂的补充作用，一、二

课堂紧密结合，互为补充，联成一体，营造课内、课

外共育人的良好环境。第一课堂是育人的主渠道,

学校选派出一批优秀教师，开设了《普通话》、《教师

口语》、《说课与评课艺术》、《教师板书设计艺术》、

《班主任工作概论》、《新课程案例教学》、《教学科研

方法》、《多媒体课件制作与教学》等丰富多彩的课

程。与此同时，在课外定期举办朗诵、演讲、辩论和

应用文写作比赛、“三笔字”比赛、说课比赛、课件制

作大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锻炼机会和展

示平台。为了确保第二课堂教师技能训练的有序

有效，学校充分运用“学分”激励机制，构建了学分

制条件下的第二课堂活动课程体系。《乐山师范学

院本科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总体方案》明确规

定：全日制在校学生除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

选修和实践环节的学分外，还必须修满第二课堂活

动课程。

在整个教师技能培训中，各专业还必须落实以

下几点：1.从新生抓起，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1~2

学期主要抓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3~4学期

主要加强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4~6学期主要加强课堂教学基本技能、教学研究能

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培训。每一阶段训练内容主次

清晰，重点突出。2.以测促训。对学生普通话水平

和“三笔字”书写能力的检查，主要通过普通话等级

测试和“三笔字”测试来检验。学生过级成绩纳入学

籍管理，直接与毕业挂钩，促进了学生自觉达标。3.

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把对教师职业技能的训练与教

育见习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小学的走访、听课、模拟，

担任见习教师、见习班主任等，在高校教师和中小学

校长、教师的指导下，学会驾驭课堂的技巧，提高教

育科研能力和班主任管理能力。

（二）“三年一贯制”见习制度和“双培计划”实习新

模式

教育见习是师范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师

范生专业发展的起点，在高师一体化实践教学创新

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充分发挥教育见习的

作用，我们建立了三年一贯制见习制度。

教育见习主要采用集中见习与分散见习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三年不间断，不同年级制定不同要

求，循序渐进。分散见习一、二年级主要是到中小

学校参观、走访、听课，体验和感受中小学教师的现

实生活和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初步了解我国基础

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三年级则与

学科课程、教师教育课程、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相

结合，到中小学校观摩教学，并进行课堂评议。分

散教育见习的内容还包括教育故事交流、听与基础

教育相关的讲座、观看教学录像并讨论，利用课余

时间从事家教和利用寒暑假参加培训机构的教学

等等。集中教育见习一般安排在4~6学期，时间为1

周。主要内容有课堂教学见习和班主任见习两方

面。每一阶段的见习结束后，学生必须按照见习计

划，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相应的调查报告、模拟教学

规范化教案、见习总结等，并反思学习中的不足，制

定弥补学习计划。三年一贯制见习制度，加强了高

校教育教学理论与基础教育实际的密切结合，使师

范生循序渐进地从观察性实践自然地过渡到操作

性实践，在高师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中起到良好的

桥梁纽带作用。

教育实习是师范教育实践教学的核心内容，它

既是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全面检测，也是学生从

“准教师”成为真正教师最后的关键一环，不仅对师

范教育职前人才培养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

且对新教师职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乐山师范

学院除了将教育实习时间延长为半年外，还结合学

校的定位和特色，紧扣人才培养目标，立足地方，加

强与地方教育部门地合作，积极探索教育实习新模

式——“双培计划”。“双培计划”是指高校与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在教师教育领域通力合作，地方抽调部

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到高校参加培训，以提高教师水

平，高校选派教师教育专业本专科学生以顶岗实习

的形式，顶替因教师参加培训而空缺的岗位，以达

到提高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目的。[6]乐山师范学院

于2007年3月开始实施“双培计划”，迄今为止已派

出12个专业300多名学生到乐山市178所中小学和

新津、雅安等部分乡村中学顶岗支教，并对学生置

换出的200多名农村教师进行了培训。“双培计划”

的探索实施，受到社会各界以及学生的好评。一方

面，解决了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及农村教师知识

更新的迫切问题，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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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为提高师范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搭建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一是加强了学生的社会教育，培养了

职业道德。半年的基层教育生活，让学生了解了中

国基础教育的现状，看到了乡村教师无私奉献的身

影，体会到了教师的崇高和伟大，树立起爱岗敬业

的职业信念。二是提高了学生的教师专业技能，增

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教师专业技能是专业

化教师的标志之一。学生通过在乡村中小学的教

学实践，逐步消化了专业理论知识和教育教学理论

知识，在思考、感悟、内化的基础上，与个人应用情

景相融合，使个人技能得到一种持续的、稳定的提

高，使知识在实践中得到融会贯通。三是培养了学

生的反思能力。优秀教师的成长，必须经过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美国学者波斯

纳研究总结出了一个教师成长公式：经验+反思=成

长。他认为经验的获得是教师成长的重要前提，但

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窄的经验。[7]半年的顶岗实

习，使学生认识到了知识和技能上的不足，促进了

回校后有针对性地学习。

（三）体现“三结合”的毕业论文写作

毕业论文是师范生培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实

践环节，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训练学生教育研究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都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毕业论文写作从第六学期启动，

第八学期完成。学校不断强化毕业论文管理，切实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从布置选题，到指导、答辩、评

分，各环节都制定了具体要求，建立了指导教师制

度、评阅人制度、工作进展检查制度、匿名评审制度

等，实行全程质量监控，层层落实把关。在毕业论

文的实施过程中，各教学院（系）必须落实“三结合”

原则：与教育见习实习相结合，与基础教育实际相

结合，与第二课堂科技活动相结合。师范生的毕业

论文多数以中学教育教学科研为主，从三年一贯制

的教育见习到半年的教育实习，为学生提供了大量

基础教育第一手资料，获得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在

教师指导下，学生对所积累的事实材料进行理性加

工，以获得反映教育现象本质、内部规律的认识。

这种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的毕业论文创作过

程，不仅培养了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

使学生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大大增强，为毕业后的

从教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课堂的科学研究

活动，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有效途

径。学校将学生毕业论文创作与学生课外科研活

动紧密结合，制定了《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科研能

力实施办法》，每年投入5万元建立大学生科研基

金，从制度上、经费上保障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活

动。学生或者参与到专任教师的课题研究中，或者

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开展研究。仅2007年就

有1449人次申报校级科研课题415项，立项227项，

在核心刊物和公开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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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Teaching Mode to Train New Teachers in Basic Education

ZHONG Ying
（Leshan Teacher’s College，Leshan，Sichuan 614000）

Abstract: Pragmatic teaching is a vital part both in training university student talents and specinlized teachers.
The existing problems now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owever，is teachers’and students’incompetence in
creating new ways and adapting to the world tod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mentioned，a mode which involves
university reforms to integrate teaching skills，teaching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paper writings will b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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