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以来，培养全科型小学教师不仅是国际

上流行并通用的模式，也逐渐成为我国未来小学教

师培养的趋势和风向标[1]。小学全科型教师目前主

要分为以科目为着眼点的“多科型教师”“全科型教

师”以及以教师自身能力为基础的“全能型教

师”[2]。2014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重点探索小学全科教师培

养模式”是我国未来小学教师教育的发展方向。如

何培养小学全科教师成了当前各大高校小学教育

专业培养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体系

在不断完善，教师培养质量和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但也存在教师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不强，课程教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4.022

两所高校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
边仕英，郭春梅

（西昌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四川 西昌 6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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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目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压力，更好地保障“一专”的效果，但其“全科”的体现不够具体、明确。因此我们需

要更加深入探讨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内涵及其培养的标准；通过调整各类理论实践课程的比例，注重对于实践课程内容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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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Sichuan Province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primary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ir education models, which are reflected to a greater degree in their

curriculum designs. By compar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s for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Xichang University and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it is found that both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of excellent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ir curriculum objectives. Based on theoretical studies, Xichang University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practical courses. As with course arrangement, language, arithmetic, English, music, and fine

arts, etc. are all required courses, which, in a way, represent the "completeness" of "excellent primary general

education" but lack certain practicality of operations. In comparison,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focuses on the goal

of“One Specialization with Multiple Skills, which can reduce students' learning pressu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etter guarantee the outcome of "One Specialization", but its "General Education" is not clearly represented.

Therefore, we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and education standards for excellent primary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By adjusting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and by concentrating on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course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we should be able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for

education of excellent primary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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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教育实践质量不高等

突出问题，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成了我国教师教

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3]。2014年卓越教

师培养从国家层面提出后，四川省陆续有多所高校

开展了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项目。西昌学院

申报的《“民族地区全科型”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

革》以及成都师范学院申报的《卓越小学全科教师

培养模式创新实践探索》项目，都入选了四川省第

二批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由此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培养小学全科教师的思维已经从

“缺乏、应急”转向“追求卓越”。然而，卓越小学全

科教师的培养并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参照学习。

不同高校对于“卓越全科教师”的内涵以及培养方

向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直接导致了不同高校培养

模式各种各样，他们通过课程设置来间接表达了其

对于“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理解以及设想。西昌

学院和成都师范学院的课程设置，都有着自己独特

的理解，因而得到认可入选了四川省第二批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两所学院课程设置的

不同，也代表了四川省的两种不同培养思路。成都

师范学院位于四川省省会城市——成都，西昌学院

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选择这两所院校，可以更加

直观地分析我省不同地区环境下，卓越小学全科教

师的不同培养模式，为四川省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

培养提供启示。自2016年9月西昌学院招收第一

届小学教育专业（全科）学生，至今已招收两届近

200名小学教育专业（全科）学生。本文选取西昌学

院小学教育专业2017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比较分

析，为下一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打下良好基础。

一、培养目标的比较

全科教师的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

它不仅指引着课程设置的方向，还决定着人才培养

的途径[4]。西昌学院始终坚持“应用性、民族性、地

方性”的办学特色，培养适应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并

获得扎实的小学教育专业知识、小学全科教育教学

岗位的核心能力以及小学各学科教学专业基本技

能的教育类专门人才[5]。成都师范学院则培养的是

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同时具有全科属

性和通用特质的复合型、应用型小学合格教师或专

业教育机构小学辅导教师。

两所高校对于教师必备的专业知识、核心能力

以及教师的全科属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基本一致。

西昌学院是一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具有民族

性地方特色的高校，因此在其培养目标中强调要培

养“适应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小学教师岗位需求”

的小学全科教师，即“以跨学科教学能力为核心，要

具有较好实践教学能力，并且可以承担多门不同学

科课程的教学”；成都师范学院直接提出“必须具有

全科教师的知识基础和较深厚的学科专业功底，系

统地掌握一门学科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6]，掌握较为宽广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形成较为综合的学科专业知

识结构”“熟悉国内外关于小学教育课程改革的新

动向,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核心任务,熟悉相

关学科课程标准”。相比较而言西昌学院的“可以

承担多学科教学”且要求“具有较好实践能力”更符

合当地发展需求，就业方向更加具体、清晰，但其在

社会竞争中势必存在选择面广而知识体系却不够

完善的现象；成都师范学院的培养目标指出了学生

通过学习拓展其人文社科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能

够较为系统地掌握一门学科专业知识技能。在一

定程度上来说，成都师范学院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

接受多方面知识学习的同时更早明确自己的方向

和选择。尽管如此，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卓

越”在哪？“全科”的优势又是什么？两所学校分别

拥有各自特色的培养思路，但都缺少一定的可操作

性规范要求。

二、课程结构的比较

课程设置直接决定了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培

养能否最有效地实施下去。通过整理得出西昌学

院和成都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如表

1～2所示。

首先从表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两所高校的

课程结构都包含有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

虽然其学分比例有较大差异，但无疑专业课程的比

重最大。而两所高校的实践课程学分都占总学分

的40%左右，可见他们都十分重视实践课程的学

习。其次，就课程性质而言，西昌学院除了通识教

育课程中有公共选修部分以外，其他均为专业必修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拓展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合计

理论学分

40.0

10.0

19.5

35.0

104.5

类别

公共必修

公共必修

专业必修

专业必修

实践学分

17.5

0

20

48.5

86.0

课程学分

占总分分

比例/%

35.0

20.7

43.8

100

实践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9.5

0

10.5

25.5

45.5

表1 西昌学院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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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没有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划分，成都师

范学院在专业课程和职业教育课程中都设置有专

业选修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学生的独特

性和差异性，给了学生更多选择的空间，便于更深

入的学习相关知识，拓展相应操作能力。西昌学院

在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上对学生要求更加严

格，不仅以“全科”培养，更是在追求“卓越”，而成都

师范学院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全科”的体现并

不明显。

三、课程内容的比较

（一）通识教育课程

成都师范学院的通识教育类课程主要包括英

语、体育、政治类课程，西昌学院除此之外还包括了

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应用写作等特色课程，其

选修课程中包含了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艺术类、

自然科学类、技术科学类、体育类通识课程，并且要

求每个选修种类都要修满相应学分，总共至少修10

个学分。这类课时少、学分低的课程，不仅培养学

生的基本素养，还拓展他们的知识面，正是小学全

科教师所需要的、区别于其他单科教师的重要部

分[7]。在成都师范学院的课程中，只安排了4个学分

的跨学科选修，但其在职业教育课程选修中设置有

针对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多类选修课课程，更具针

对性，且学分要求更严格。

（二）专业教育课程

在专业教育课程中，两所学校都包含了教育原

理、教学法和儿童心理等必修课程，除此之外西昌

学院还包括了班级管理、教师技能等必修课程，成

都师范学院则将教师技能单独划分到了职业教育

课程。通过对两所高校专业教育课程的分析，我们

发现，西昌学院设置了很多针对儿童认知发展与心

理的课程，如小学生心理辅导、儿童发展心理学

等。西昌学院以“儿童为中心”的倾向性表现得更

加明显。在其专业课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术、琴

法、形体训练与儿童舞蹈等，十分注重教师的全面

发展以及其他能力的训练。但西昌学院所有专业

教育课程均为必修，且学分高达83.5（包括实习和毕

业设计），课程较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业

压力，可供调节的时间相对较少。成都师范学院注

重提高学生分析解决职业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

开设有小学教育案例研究和小学教育热点问题等

必修课程。在专业教育课程中直接设置了语文方

向和数学方向两类选修课程，符合其培养目标中提

到的通过学习，学生要比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学科专

业知识与技能，实现“一专多能”的培养目标。实际

上，成都师范学院在“全科”培养模式下，一方面依

然坚持了“单科”的培养方向，另一方面成都师范学

院也设有音乐、美术、文学等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

被划分为职业教育课程中的选修课程，要求至少选

修13个学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多能”的培养

目标，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

向，培养更多的技能。相比较而言，西昌学院能让

学生选择的空间就小了许多，而成都师范学院艺体

类课程的比重还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两所高校对

于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

能都体现得比较明显，但在学分设置以及课程性质

的要求上还需要多加探讨。

（三）教学实践课程

教育实践课程是培养职业技能的关键课程。

两所高校都设置了较多实践课程，在大四之前学生

通过见习等形式参与到实际教学中，大四开始集中

实习。根据表1可知，西昌学院的实践课程学分占

总学分的45.5%，而据表2可知，成都师范学院的实

践课程学分占总学分比例的36.5%，显然，两所高校

都十分重视实践课程，占了较大比例，而西昌学院

实践课程学分占比又要比成都师范学院高了接近

10%。相比较成都师范学院，西昌学院从大二就开

始有见习课程，并且实习在大四上、下学期均有要

求，这使得学生能够更早接触并熟悉未来的工作岗

位和环境，学会利用以课程学习为主的各种机会积

累实践经验，以期在毕业时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教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值

得注意的是，西昌学院和成都师范学院都没有设置

研习相关的课程，研习看重的是学生在教育实践中

发现问题，从而促进理论知识的深化理解。师范生

实践技能问题是影响小学全科教师是否被学校和

实践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6.7

0

0.6

0.6

7.4

4.5

16.7

36.5

课程学分

占总分分

比例/%

27.1

29.0

27.1

16.8

100

实践学分

10.5

0

1.0

1.0

11.5

7.0

26.0

57.0

理论学分

27.5

4.0

26.0

17.0

17.5

7.0

0

99.0

类别

公共必修

公共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专业必修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职业教育课程

单独组织的

实践教学环节

合计

表2 成都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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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可的关键。因此，这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问

题。

四、结论及其启示

（一）提高培养目标的操作规范性

西昌学院的“全科”是在基本完全掌握小学所

有学科知识技能的同时“引领卓越”，即拥有广博的

知识结构、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以及全面发展的职

业技能[8]。成都师范学院“全科”的特点不是在于多

科教学，而是在基本掌握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

上重视能力与知识的综合[9]。总的来说，这两所高

校在培养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追求“卓越”、

培养“全科”的思路下设置了不同的课程板块，但它

们都十分重视综合知识的培养，并尝试综合小学教

育教学的基础性、直观性、可操作性特点，改变以往

单一的、只突出某一专业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

从培养目标上来讲，这两所高校的描述都缺乏一定

的实践操作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卓越小学全科

教师的内涵做进一步探讨，建立相对明确、具体、可

操作性强的培养定位。

（二）拓展通识教育课程的广度

培养卓越小学全科教师需要与专业教育融通

的、高质量的通识教育[10]。从两所高校的通识教育

课程设置来看，二者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理解似乎有

所不同。但总体设置都体现了对培养学生深厚文

化素养的重视。通识教育课程要通过知识的基础

性、整体性、综合性以及广博性使学生拓展视野、避

免偏狭，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社会责任感和

健全人格[11]。其课程内容是全科教师中“全”的存在

基础，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其课程设置的内容是否丰

富实用，是否具有关联性、整合性，是否能够吸引学

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这对于完善卓越

小学全科教师的独立人格以及提升其精神层面具

有重要价值。

（三）完善专业模块课程的开设

专业教育课程的设置是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

养的核心部分，学生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将获得

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作为教师的相关知识技能。

全科教师必定是未来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改革的

发展之势，这也表明专业课程的比例将会上升，而

通过表1、表2可以发现，两所高校的专业课程所占

比例都是最高的。在课程设置上，西昌学院借鉴了

国外的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课程设置，提高了文理渗

透的程度以及人文社会与自然学科的融合。成都

师范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中有学科知识和专业知

识技能基础必修课，也有个性化模块，主要包括小

学全科教师方向选修课。这种高度整合又明确的

课程体系不仅符合小学全科教师所应该具有的特

点，又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12]。对于培养“引领

卓越”“能力综合”的卓越小学全科教师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两所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都拥有

值得学习借鉴和深入研究、完善的地方。

（四）构建整体优化的实践课程体系

两所高校都十分重视实践课程的开设，所占比

例很重，并且分布在各类课程设置中。鉴于“卓越

全科教师”的培养追求和实践需要，高师院校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适量提高实践课程比例，同时调整课

程内容的设置，吸收借鉴国外大学培养小学全科教

师在实践课程设置上的一些经验，丰富实践课程的

内容，避免为达到最终培养目标而设置重复或相似

课程，加重学生学习负担[13]。各个高校也可以将实

践课程合理分配到各个学期，通过见习、助教、顶

岗实习、教学研讨四个阶段，把实践课程和理论课

程密切联系起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支持理

论的效果[14]。实习的时间安排不能太过于短暂，同

时，需要结合教学研讨课程，能够保证师范毕业生

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可以独自解决教育现场的常

见问题。

本文对比了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视角下西

昌学院和成都师范学院两所高校小学教育本科的

课程设置情况，总结出了一些各自的优势以及存在

的问题，基于四川省这两所环境不同的高校比较研

究还发现，卓越小学全科教师的课程设置一定程度

上受到经济发展、民族风情、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

响[15]。那应该如何设置适应地区发展又适应学生身

心发展的课程内容，才能培养出优质的与市场需

求、社会需求相符合的卓越小学全科教师？不同学

科课程是否需要邀请不同专业的教师甚至联合当

地优秀在职小学教师为学生授课？又该如何设置

与管理才能满足学生需求，使其在未来就业中更具

竞争力？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四

川省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课程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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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幼儿教育的内容

更符合当地幼儿的学习和认知习惯，从而更好地接

受教育。政府也可联系学前教育相关专家，对当地

学前教育的开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建议；联系当地高

校与幼儿园建立帮扶关系，以高校的资源指导和帮

助当地幼儿园教育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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