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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实践教学是普通高校本科师范专业教

育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培养

和教师素质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践教学，

师范生可以将所学到的教育教学理论运用到实际

教学活动中去，体会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

化，在教学活动的真实情境中获得宝贵的教育教学

经验，加深对教育教学理念的领悟。以汉语言文学

专业为例，现阶段普通高校师范生的实践教学形成

了比较完整的程序，采取了许多有益的措施，形成

了一些固定的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面向基

础教育培养出了大批师范人才。

一、汉语言文学师范生实践教学现有模式和
成效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实践教学的展开，通常

采用课堂试讲、微格教学、课程结业试讲、教育实习

等实践训练方式和阶段训练考核流程。通过多年

的实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实施成效。如今

已形成了实践教学的制度化、规模化建设，师范生

普遍能做到全员、全程参与。部分学校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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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th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major in Chinese include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demonstration, microteaching, course graduation rehearsal and education teaching practice. It has go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qualified teachers. But for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eform,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present stage. Th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the effect of polarization; the lack of pertinence and individual guidance.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individual.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re that the teachers haven'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and

haven't combined th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Besides, they lack pertinence, tim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have to be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dhere to the

flexibi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diversify the teaching forms, normalize practice teaching and scientize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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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在大三开设《课程教学论》，要求课程约三分

之一时间用于学生教室技能实践；并在学期中安排

学生进行微格教学录像与讲评，并计入学生课程结

业成绩之中；同时安排师范生分组进行课程结业试

讲，并聘请相关专业教师为学生进行指导和考评；

大四的第一学期安排教育实习，分专业为期两个月

到一学期不等。实习结果由所在实习基地给予成

绩评价。从宏观上来看，现阶段的师范生的教学技

能实践教学程序比较完备，教师指导比较充分，实

践训练设施比较齐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也能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教学资源；并且培育和拓展

了一大批教育教学实习基地。通过上述实践教学

的展开，师范生的教学基本技能得以普及与促进，

实践活动时间和效率也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学生

初步具备基本教学能力，了解教学程序，培养训练

基本技能，熟悉基础教育现状。

二、实践教学现阶段存在问题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实践教学模式和实践

教学活动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教育改革发展

的趋势和要求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教师职业的迫

切需要，并且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践教学现阶段的主要存在问题，是未能充分

发挥出教师指导的作用，同时也未能有效地通过实

践教学快速、切实地强化和提高学生的教学技能，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教学效果两极分化严重

一部分学生靠扎实的语文知识积累加上表达

能力方面的天分，一开始就立足于比较高的起点，

通过实践教学的训练教学技能能够得到大幅提

高。而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实际授课水平在实践教

学训练前后差异不大，甚至在实践教学后的变化仅

限于对所讲授的篇目的熟悉程度和熟练程度的加

强，而缺乏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教学能力，没有从

实践教学中获得教学普遍技能的提升、教学经验的

积累和教学理念的反思。

（二）实践教学程序化、形式化

学生大多以获得学分为目标，对教学活动缺少

内在的情感触动。高校师范生虽然有专门的师德

培养课程，但大多是理论性和法规性的，主要以试

题和论文形式结课。而关于师德培养的实践教学课

程和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一般高校现有的师范生实

践教学安排活动中，教学技能培养成分明显多于教

师职业思想塑造成份，尤其是缺乏增强教师职业道

德、促进热爱教师职业的实践性情感体验活动。

（三）实践教学活动缺乏专业特点和学生个性亮点

就实践教学中的表现来看，师范生实践教学的

合格率较高，而相对的优秀率显得不足，优秀生表

现不够突出。不同专业、不同学生在教学实践活动

中表现的差异不明显，也就是说，师范生实践教学

的专业特色化、个人风格化没有形成。

（四）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影响效率

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地方师范院校。主要有：

限于资金等原因，有关实践教学的现代技术设备资

源有限，训练方法陈旧，学生训练的效率受到影响；

相关中学教材的数量不足或更新不及时，学生备课

受到了影响；示范课、优质课影像资料缺乏或更新

不及时，学生观摩资源不足；微格教学课时有限，每

个学生分配的时间有限，训练时间不足；教育实习

时间有限，登上讲台实际授课时间太少，实际训练

不足。试讲次数有限，并且分配给每个老师的指导

数量较多，以致分给每个学生的指导实践不足。

（五）师范生的实践教学评价标准普遍实行试讲和

课程论文结合评价的方式

对学生实践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关注较少，个别

指导不够，因而不能全面科学地评价所有学生实践

教学成效的方方面面。评价效果与师范生的实际

教师职业素质发展状况不能完全对应，评价不够科

学完善。

三、现阶段实践教学存在问题的根源

（一）思想上重视不足

实践教学是实际训练和考查学生是否能成为

一个合格教师的重要阶段和关键环节。但高校现

有的课程体系显然重在实践教学的量化管理和考

核，而缺乏对实践教学每一个具体环节的细致关照

和效果反思。更没有加强在实践教学环节实施之

前、之中和之后的师生思想动态交流和日常总结。

实践教学没有被当作最重要的教学活动而受到应

有的和足够的重视。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

师范生的理论和实践两类课程体系在时间安排

和知识的衔接方面都不够紧密，互相联系和渗透程

度不高。学生在理论知识的运用方面缺乏主动性和

自觉意识，难以将教学理论知识直接转化为实际教

学技能，同时也不善于对教学之中存在的问题和经

验进行理论总结。因此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成效。

（三）对实践教学的认识理解不够科学全面

高校师范生的实践教学被片面理解为实践动

手能力的培养：即备课和上讲台讲课的动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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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实践教学活动追求的仅是对教学这一动作

程序的熟练操作。而对师范生在备课和上课中需

要投入的热情和感性体验的要求和引导不够，以致

学生的授课显得机械化和模式化。而中学语文教

学恰恰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探讨问题并解决问题

的过程，还是教师以自身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打动学

生、引领学生体验寻找问题、寻找答案的快乐的过

程，感情的投入有时比熟练操作层面给与学生的东

西更为重要。“教师专业精神的形成以理念为基础，

以理性和德性为核心。”[1]因而个体的情感体验培养

学生对教学工作的由衷热爱，形成作为教师所应具

有的职业精神在实践教学中更是至关重要。

（四）实践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

没有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每一

位学生的不同需要，没有考虑到学生之间的自然差

异性。实践教学指导方式千篇一律，仍然使用的是

批量统一指导、训练方式。没有充分挖掘出学生教

学的天赋和技能方面的潜力，一大批中间状态的学

生视野狭窄，教学方法死板雷同，在讲台上呈现出

千人一面的姿态。在实践训练中也没有展现出学

生的特色，因材施教，不能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发

挥出个性魅力和风格特点。一方面压抑作为学生

对教师角色的自信，表现力欠缺；另一方面也影响

了实践教学活动的感染力。使学生所获得的能力

同质化、平均化，从而平庸化。

（五）实践教学活动缺少时间保证和一线教学经历

许多高校由于课程设置、培养方案设置等原

因，留给师范生的实践教学时间本就有限，加之实

习基地的建设跟不上学生数量增加的速度和深度

教学实践技能训练的需要，致使学生真正站上讲台

的实践活动和接受一线教师的一对一指导的机会

少之又少，根据师范生个人状况的针对性指导和训

练就更加无法保证和顾及了。另外，就实习基地所

在的中学而言，语文是重要的基础课程，升学压力

和教学进度的要求使得大部分学校和教师不能放

手让实习师范生进入班级和课堂，进行真正的一线

教学和管理工作。师范生只能跟着一线教师进行

观摩学习，得到一些间接的经验。这些方法虽然有

效，但毕竟和自己亲身实践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四、改进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的对策

（一）加强重视程度

师范生本科教学，既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阶

段，同时也担负着师范专业教师职业教育、基础教

育师资培养的重要任务。而实践教学，则是师范生

培养教学技能的关键环节。汉语言文学师范生的

实践教学成果，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成长为合格乃

至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一培养目标。“延长实践

教学时间，强化学生实践技能训练，是当今世界各

国师范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2]所以首先要从思想

上重视实践教学的实施方式、过程和成效。

（二）坚持实践教学的灵活性

首先根据院校、地区、学生个人的实际情况，大

胆探索新的实践教学模式。展开多元化教学形

式。首先是组织上的弹性机制，即根据学生的具体

情况，安排具体的实践教学，包括分组选择、时间长

短、内容多少，都可以随时进行调整。保证适合每

一个学生的实践教学需要。其次是实践教学内容

上的灵活性。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不同的学生

安排不同内容和不同难易程度的训练活动，尽可能

保证使更多的学生在训练中突出长处，弥补不足。

（三）实践教学活动开展常态化

将实践教学不仅当作教学中的有机环节，也视

之为日常教学中的必要常规形态。实践教学活动

进行多渠道展开。首先，除了专门的实践教学活

动，还要在常规教学中贯穿实践元素和实践训练。

语文教学技能的核心就是培养与他人（学生）对话

交流的能力。以汉语言专业为例，可以开展各种课

堂阐述活动，锻炼交流能力和现场反应能力。报告

宣讲会和学术交流活动中也可以渗透有关教学技

能的训练。还有课外组织的各种观摩讲堂活动和

日常以班组或寝室为单位的小型互相讲课活动。

其次，实践教学不仅要设在中教论相关的课程中，

也应渗透到各个主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教

学改革，在各个课堂大力推广各种对话交流活动。

以讨论辨析、问答等形式加强学生说话的机会、兴

趣以及能力，师范生的日常学习活动本身就是一个

训练对话交流能力的过程。最后，加强与实习基地

的日常化联系。一直以来学生都是在临近毕业时

专门赶赴实习基地进行集中观摩培训，时间有限，

相对于学生数量和实习要求，实践教学资源相对不

足。为了从本质上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在开

发实习基地的同时，让师范生从入校开始就建立起

与实习基地的联系，利用寒暑假、外出考察等实践

教学活动的机会，经常和一线教师、一线教学工作

接触，增加观摩、考察乃至登上讲台的实际教学机

会，从根本上拓展实习的范围，扩大实习的规模，

延长实习时间，从而确保师范专业培养目标的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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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实践教学指导的针对性，使实践指导个别

化、多层次展开

语文教学技能终究是一项个性化技术和艺术

的结合。具体到每个人，必然表现出在技能各个具

体指标上的区别和差异。比如有的学生口才突出，

即性交流能力强，善于在讲课过程中以情动人；有

的学生知识丰富，视野开阔，在教学中就善于引领

学生进行思维开拓，举一反三；有的学生各项资质

普通，但充满了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对讲课活动的

强烈兴趣，在实践教学中教师的引导显得更加必

要：在指导技能本身的同时，也要充分鼓励学生更

加自信。因此，针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具体情况和个

人专长，应该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分层次、多样

化实践教学活动，做到人人有机会，人人有收获，人

人有特色。

（五）评价标准科学化

在汉语言文学师范生专业技能、教学技能的评

价过程中，以往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不足：“由于教学

活动的时间和场所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实践教学

相对理论教学而言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对实践教

学质量不能进行有效的监控。一方面，实践教学质

量评估制度不完善，实践教学有关规章制度缺失或

要求不明确，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无据可依；另一方

面，实践教学评价过于笼统，缺乏针对不同实践环

节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与教学实际脱离，缺乏操

作性。”[3]这就要求今后在评价过程中努力消除主观

因素和随意倾向，同时要勇于打破既定的陈规旧

框，避免用一元评价体系和简单化的单一标准去衡

量各个不同的学生实际教学技能。在操作上制定

详细可行的科学评价标准和执行细则，尽量克服简

单化倾向。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实际技能是

复杂动态的综合系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因素和计

量指标。既有可以量化评价的部分，也有只能用定

性方式去检验和判定的部分，还有一些随时可能在

变化和成长中的动态不确定部分。所以，对师范生

实践教学技能的评价标准也要尽量做到客观、灵活

准确，符合教学实际需要。在评价中，真正做到不拘

一格评人才。允许师范生的教学技能在思想素质和

教学基本能力合格的前提之下，各有所长，各有不

足。这样才能发挥每一个学生作为师范生的未来教

学潜力，才能真正大幅提高实践教学活动的效率。

综上所述，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

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每个高校教育工作者

都应思考的重要问题。针对以上普通高校汉语言文

学专业师范生实践教学活动之中存在的问题，未来

应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论证，力求不断努力尝试采

取有效措施，完善实践教学各项管理机制，促进实践

教学活动的开展，切实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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