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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宿迁学院18、19、20和21级8个专业874名师范生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旨在充分了解

新形势下高校师范生教育实践开展的现状，分析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困境，并探讨有效提升师范

生教育实践质量的对策。通过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当前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师范生教育实践思想认知、师范生教育实践知识与技能以及师范生教育实践过程的外部环境。同时，文

章提出在新形势下有效提升师范生教育实践质量的对策，通过实施这些对策，可以有效地提高师范生教

育实践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线上教育实践与线下教育实践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培养优秀的未来教师具有

重要意义，也是高校师范教育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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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th 874 teacher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8 majors of Suqian University, including 18, 19, 20, and 21 levels. The aim w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normal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normal stud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normal student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ideology cognition,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
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to ef-
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normal stude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By 
implementing these measures,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normal stud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nline and offline educational prac-
tice can be promoted.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future teachers and is 
also the mission of norm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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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师范教育走向制度化开始，师范生教育体系便不断的发展与变革，各国重视对

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实施，国际教师培养以开放式为主，将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分开。美国政府制订了针

对师范生教育实践的解决办法计划，如置换实习经历，取消规定的实习时长，以及免除特定实习要求等

[1]。中国的师范生实践教育经过从“学徒式”和“理论–应用”模式并存到中国师范教育现代化的过程，

主要采取混合式培养师范生[2]，自 2020 年疫情开始，关于师范生线上教育实践问题备受关注，国内学者

对师范生教育实践形式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疫情期间的师范

生教育实践工作开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2020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要求各地、各举办教师教育的院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实践意见精神，并结合实际，研究制订具体实施

方案，切实把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落到实处[3]。该文件明确提出了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重要性，并要

求各地和各举办教师教育的院校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落实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4]。 
2020 年至 2022 年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以及新冠疫情过去后的时期，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急剧发

展，师范生的教育实践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师范生需要适应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要积极应

对教育领域的变革和创新，提高自身的教育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些趋势和背景对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宿迁学院等地方性高等院校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种新形势下本研究利

用文献研究法对师范生线上教育实践进行研究，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方式及教学，然后通

过对宿迁学院 18、19、20 和 21 级 8 个师范生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充分了解新形势下高校教育实

践开展的困境，对师范生教育实践因其影响所带来的显性和潜在的困境进行量性和质性研究，以便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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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有效提升师范生教育实践质量的对策，给予师范生一定的启示，促进其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教

学技能，推动师范生教育实践机制的完善，为师范类院校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研究法 

围绕项目研究目标，多渠道、多方法(如 CNKI、万方、超星、师范教育专题等学术文献数据库；知

乎、百度文库等 APP)查找搜集相关资料，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师范生教育实践机制的理念以及新形势下

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的开展，采用摘要记录和做读书笔记的整理方法保存分类，利用科学的分析框架，

明确分析现阶段师范生教育实践存在的不足。该方法主要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作为研究的

逻辑起点，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访谈调查法 

为了深入了解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情况，我们采用了访谈法。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制定了详

细的访谈提纲，并进行了 8 次访谈。这包括了来自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和 2021 级的师范专业学生、

宿迁学院的教职工，以及中学教师，共计 42 人。 
在每次访谈中，通过与受访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了师范生在新形势下教育实践中所面临的真实

挑战。其中根据采访对象不同，访谈内容的重点也不同。如下所示： 
宿迁学院师范生： 
1) 你认为教育实践对于师范生的重要性是什么？ 
2) 你认为目前宿迁学院师范生的教育实践存在哪些问题？ 
小学、初中、高中等学校教师： 
1) 你认为当前师范生的教育实践存在哪些问题？ 
2) 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通过访谈，切实了解他们对师范生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对于疫情期间线上教

育实践问题的看法与见解，记录他们的建议和看法，从而分析出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都方面的不足

及存在的问题。 

2.3. 问卷调查法 

在研究前选取宿迁学院，共 874 名对象通过问卷星统一发放问卷，填写结束后，分析所得数据，得

出有关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的问题。 

2.3.1. 样本 
该研究的样本(N = 874)是宿迁学院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2021 级 8 个师范专业部分师范生，

就性别分布而言，样本包含了 110 名男性受访者和 764 名女性受访者。 

2.3.2. 问卷数据处理 
运用 EXCEL、SPSS、Sea Table 等分析手段认真处理分析所得数据资料，本项目获取了有关新形势

下高校师范生教育实践开展的现状，通过对师范生教育实践因疫情影响所带来的显性和潜在的困境进行

量性和质性研究，探究在新形势下有效开展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对策。 

3. 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总结得出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困境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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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师范生教育实践思想认知、师范生教育实践知识与技能和师范生教育实践实施中外部影响。 

3.1. 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信息分析 

表 1 为基本信息统计表，由表 1 可知，本次被调查者中，大都数被调查师范生为女生，男生仅占比

12.6%，在年级方面，2019 级占比居多，为 38.2%；2021 级占比最少，为 16%；在专业方面，汉语言师

范、数学师范、音乐师范的人数占比共达到 52%，而其他专业的占比在 9%左右；被调查者中有占比 91.5%
的师范生有过教育实践经历被调查者中有 800 人有过教育实践经历，仅有极少部分师范生人没有过教育

实践经历；有过辅导班的教育实践经历，占比 44.5%，一半以上的师范生是学校安排的实践经历。据统

计和对比发现，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时间短，与师范生期待的教育实践时间期望相距甚远，超过一半的示

师范生期望每次教育实践时间可以延长为 8~18 周。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table 
表 1. 基本信息统计表 

问题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10 12.6% 

女 764 88.4% 

年级 

2018 128 14.6% 

2019 334 38.2% 

2020 272 31.1% 

2021 140 16% 

专业 

汉语言师范 154 17.6% 

美术师范 79 9% 

数学师范 149 17% 

小教 83 9.5% 

学前教育 104 11.9% 

音乐师范 152 17.4% 

英语师范 77 8.8% 

政治教育 76 8.7% 

是否有过教育实践的经历 
无 74 8.5% 

有 800 91.5% 

在哪里有过教育实践的经历 

辅导班 389 44.5% 

其他 2 0.2% 

学校安排实践 483 55.3% 

您希望实习的时间控制 

8 周以内 122 14% 

8~18 周 411 50.5% 

18 周以上 311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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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您目前实习的时间 

1~2 周 441 50.5% 

3~4 周 311 35.6% 

4 周以上 122 14% 

3.2. 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现状分析 

3.2.1. 师范生教育实践思想认知的困境 
师范生对于教育实践存在思想认知上的偏差和不全面性。由表 2 可知，大部分师范生对线上实践教

育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在访谈中，他们提到，线上实践教育的效果并不大，不能做到认真观察并学习线

上实践视频，因此往往敷衍了事。以宿迁学院为例，疫情期间线上实习的主要途径是观摩优秀老师的讲

课视频。学生大多数的时间作为旁观者在观看而不是作为“主角”在实践。而且，在线下的教育实践中，

学生们可以进入真实的课堂，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从而感受到真实的教学气氛。但是，在线上的教育实

践中，却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无法将自己融入到教师的角色中去。同时因为一些师范生没有很好的自

我约束能力，他们在思想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在进行线上教育实践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安排

去观看视频，并对优秀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学习。根据调查，部分学生对教育实践持畏惧

态度，在问及师范生为什么觉得线下教育实践是多变的、困难的时候，他们表示，他们不愿意到实践基

地进行，只求掌握好理论知识。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dilemma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educational practice thought cognition 
表 2. 师范生教育实践思想认知的困境统计表 

问题 百分比(%) 

只是一种实践体验，没有作用 54.51% 

认为线上教育实践不如线下教育实践 44.74% 

害怕线下教育实践中的挑战 10.76% 

教育实践态度不端正，如自制力、自律性 43.82% 

3.2.2. 师范生教育实践知识与技能的困境 
由表 3 可知，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师范生实践知识与技能存在明显不足：第一，教学理论知识与教

育实践不对等，大部分师范生表示在学校所学的教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课程中并不适用于真正的课堂

教学，与真实的课堂教学存在脱节现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第二，师范生基本知识理论不扎

实，教师基本技能掌握程度低，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师范生对自己的教学设计理念模糊，教育目标无依

据，同时无法把握课堂时间，不能基本完成教学目标，甚至偶有基本知识或概念上的错误。 
 
Table 3. The dilemma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education practice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3. 师范生教育实践知识与技能的困境统计表 

问题 百分比(%) 

在学校积累的知识不够 34.9% 

未充分掌握能够教师基本技能 36.7% 

教育实践经验积累不足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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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知识拓展面欠缺 86.7% 

教师基本技能掌握程度低 56.7% 

3.2.3. 师范生教育实践过程中受外部影响的困境 
由表 4 可知，师范生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面临着授课机会少、教育实践时间短、教育实践评价机制落

实不全、任务繁重琐碎、教育实践资源平台有限等问题。外部因素的限制对师范生教育实践有一定的制

约和打击了师范生参与教育实践的积极性，不利于师范生提高教育实践能力。这些外部因素可能包括学

校的教学安排、教育实践环节的设置、教育实践资源的配备等。如果这些因素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和优化，

可能会打击师范生参与教育实践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他们提高教育实践能力的进程。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external dilemma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表 4. 师范生教育实践过程中外部的困境统计表 

问题 百分比(%) 

师范生评价机制落实不全 34.6% 

受到前辈或同事的排挤、为难或打压 35.9% 

实践机会少，大多是在听而不是在讲 40.9% 

布置的任务繁重琐碎 40.7% 

教育实践学校指导老师忽视 30.1% 

线上教育实践资源平台不全 64.7% 

4. 提高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质量的对策 

新形势下，应采用多方面、多渠道、多形式来提高新形势下师范生教育实践质量。教育实践是师范

生理解和掌握教学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教学过程的关键环节。 

4.1. 增强教育实践思想认知，端正师范生教育实践态度 

首先，师范生要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虚心汲取经验，充分认识线上教育实践的重要性。《中学教

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中明确规定师范生掌握学科教学知识与策略，能够结合社会生活

实践，有效开展学科教学活动[4]。因此，师范生应早日进入教师角色，以一名老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言行举止。 
其次，师范生应该脚踏实地地完成每一项教学任务，如备课、批改作业等。这些工作不仅需要师范

生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还需要他们将其视为一项事业来完成。“实践性是教师教育的第一属性，师

范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品质需要在职前培养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磨练和铸就”[5]。因此，师范

生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和职业素养。 
最后，师范生应利用宝贵的教育实践机会认真观摩优秀老师的课堂并充分利用身边的教学资源。同

时，随时与老师沟通交流，解决疑惑，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与素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师范生的教育实

践能力，也对我国教育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4]。师范

生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培养的必要环节[3]。 

4.2. 调整教育实践课程结构，提升师范生教师综合素质 

首先，高师院校的师范专业设置要按照师范生职业的发展特点，符合教师成长规律，同时也不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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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相脱离，要坚持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基本要求；其次，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要有联系性，让师范

生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学习”[6]，建构知识体系，使他们能够“知行统一”，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第三，教师知识与技能与教师职业道德发展并重不可忽视其中一个，想要教学实践有良好的效果，

必须有足够厚实和专业的理论知识支撑。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师范生传授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还

要培养师范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一名优秀的教师自己需要很强的综合素质，打

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没有相匹配的知识和能力，或者有能力却没有爱岗敬业的情怀，都无法令学生信服，

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师范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微格教学的课时，保证每位师范生都有上台展

示的机会，以提高师范生的教师专业技能[6]。第四，延长师范生教育实践时长，师范生教育实践应融入

教学全过程，深入到每个学期在大一和大二阶段，他们的重点是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且还要进行四个

星期以上的现场观摩，在大三和大四阶段，他们的重点是在教学中的实际实践中，对理论知识的深入了

解和应用进行了补充。 

4.3. 构建教育实践协同培养，完善师范生实践评价机制 

高校应加强与教学实习院校的交流与协商，推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办学。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地方

中小学合作，开展“网上教师评课”[7]。中小学的教师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技术，对师范生的模拟教学进

行观察，并及时进行评价与反馈。将时间和距离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可以与教育主管部门合作，建立

一个师范生教育实践平台，将师范生的模拟教学视频上传上去，各地的一线教师可以在视频下面对学生

进行评价，并与他们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在上课的时候，还可以将视频同步到各师范院校，

师范生可以同步观看和学习。其次，要完善师范生教育实践评估体系，学校要与教育实践单位一起制订

师范生教育实习评估标准，在实践评估的过程中要有教育实践单位的介入，还要保证师范生教育实践评

估体系的执行[8]。 

5. 结语 

在新形势下，高校在师范生教育实践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需要和当地教育部门共同协作，

勠力同心加强师范生的职业技能和专业素养的培养，从而提升其教育实践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师范

生的就业竞争力，还可以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因此，高校和当地教育部门需要积极合

作，共同推进师范生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改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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