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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云南师范大学为例，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本科师范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演变和优化路径。首

先回顾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模式的四个发展阶段：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优化期，并分析了其

成效和不足。最终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2 + 1 + 1”进阶式培养模式，即两

年理论知识筑基、一年全景式教育实践和一年学术与职业发展融合。进一步深化对教育高质量发展、教

师专业发展等核心概念的理论研究，并将其与“2 + 1 + 1”模式的构建紧密结合，增强理论支撑力度；

同时与国内外其他高校师范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突出“2 + 1 + 1”模式的创新性和优势，最终提

升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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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and optimiza-
tion paths of undergraduate normal student training models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educa-
tion development. It first reviews the four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normal student training 
model a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nascent stage,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the maturity stage, 
and the optimization stage, analyzing their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it proposes the “2 + 1 + 1” progressive training model, which includes two year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foundation-building, one year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one year of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model further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re-
search on core concepts such as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
velopment, closely integrating i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2 + 1 + 1” model to enhance theoreti-
cal support. Meanwhile,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with normal student training models from 
oth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it highlights the innovation and advantages of the “2 
+ 1 + 1” model,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ducational teaching abilities 
of norm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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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我国首次提出“教育高质量发展”，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教师培养质量提升。2024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

高层次教师培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质强调系统化、创新化、均衡化、内涵式发展，

同时注重教育公平与效率，核心任务在于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人才与科技三位一体，不仅是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而且也是时代发展需求，需协同发展。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培养未来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核心；师范院校作为培养师范生的

主阵地，尤其像云南师范大学这类的省属重点大学，肩负着重要使命，打造教师教育高地，服务边疆基

础教育；科技作为工具，贯穿师范生培养全过程，促进教学方式的改变，提升教学效率。教育高质量发

展视域下，本科师范生培养模式强调系统化、创新化、均衡化与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化、实践化和多

元化人才，构建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基于此，提出新的“2 + 1 + 1”进阶式本科师

范生培养模式，以理论奠基–实践锻炼–综合能力提升为逻辑主线，四年具体分为三个阶段，两年理论

知识筑基阶段、一年全景式教育实践阶段与一年学术与职业发展融合阶段，最终实现理论基础与实践经

验的深度整合，提升本科师范生综合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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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云南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部

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百所高校之一。学校办学肇始于 1938 年西南联合大

学师范学院；1946 年，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 年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1984 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

学。86 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40 余万人，被誉为“红土高原上人民教师的摇篮”。学校现

有 71 个本科招生专业，入选 20 个国家级、27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 19 门国家、24 门省级

一流本科课程，91.3%的师范生培养专业为省级及以上一流专业建设点，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3
万余人[1]。 

2.1. 培养模式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主要任务是服务基础教育，重点培养中小学教师，解决云南中

等学校师资欠缺问题。1938 年底，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建设 7 个系同时正式上课，均为五年学制[2]。 

2.2. 培养模式的发展期 

由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与教育改革的兴起，培养模式从单一逐步走向多元化。学校从 1998 年起，共进

行了三轮教学改革，第一轮重点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第二轮重点是改革“学

分制”，第三轮是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其中第三轮教学改革以“2 + 2”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线，

遵循“拓宽口径，夯实基础，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原则，实行学程分段和方向分流；以其他教师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本硕连读培养模式、师范类综合化培养模式、东南亚国家国际合作办学模式与教师资

格培训模式等为辅[3]。 

2.3. 培养模式的成熟期 

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托 4 个 ESI 全球排名前 1%学科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改革，根据全

科式基础强化、全方位科研训练、全程化导师引领、交叉化学科培养模式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1]。 

2.4. 培养模式的优化期 

2017 年学校成为教育部“推进实施卓越中学教师培养”高校，对应中学所有学科，实施本科和研究

生阶段整体设计、分段考核、连续培养的一体化培养模式。同年也获云南省首批公费师范生培养资格，

实施“主修 + X 兼修”初中一专多能培养，开展“通识教育 + 主修专业教育 + 兼修专业教育 + 体育

专项教育 + 艺术专项教育”培养模式，积极满足乡村学校对教师承担多学科课程教学、组织实施多种教

育教学活动的需求[4]。 
最后在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构建以及优化之后形成了较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是“1334”实践教学

体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贯穿通识培养、专业培养和多元培养三个阶段，搭建基础实践、

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平台，整合创新实践、创业实践、劳动实践和拓展实践四个模块，系统化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二是“三六”制培养体系，学校在 2020 年提出了“三阶段、六途径”的培养体系。三

阶段包括通识培养阶段打下学生基本素养的基础；专业培养阶段集中于核心课程的学习和多元培养阶段

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才路径，支持个性化发展。六途径包括通过学术研究、卓越计划(创新实验班)、专

业分流、双学位、创业就业和国际培养等途径，全面支持学生的多元化成长，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

争力。 
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演进历程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政策变化相一致，共经历了萌

芽期–发展期–成熟期–优化期四个阶段。从最初服务基础教育，培养单一类型的教师人才，随后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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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全方位、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3. 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成效及不足 

3.1. 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成效 

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可以从人才培养综合评价与人才培养过程来进行分析。以 2023 年数据

为例，首先综合评价包括本科生对母校认同度为 98.52%以及对专业认同度为 96.19%。其次培养过程，在

教育教学模块中，学生对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和师资队伍的满意度均在 95%以上。就业创业模块方面，

超 80%的毕业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工作，学用匹配度高；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去向落实率分别为 90.91%
和 91.66%；工作适应度和胜任度分别达 96%和 97%以上，对工作满意度达 91% [1] [5]。 

实践教学成果。建立实习基地。2025 年 1 月，教育学部与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附属幼儿园举行教

学研究与实践教学基地共建签约挂牌仪式，教育学部持续与更多优质用人单位深化合作，推动“访企拓

岗”工作走深走实，拓宽实习生与毕业生实习就业渠道，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高质量就业。设立“教育

实践项目”。云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开展 2024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增加其社会实践经验。

组织校外教学观察，导师带学生去调研。 
国际视野的拓展。2024 年 8 月，我校与捷克帕拉斯基大学共同举办为期 35 天的暑期学习项目。学

习内容涵盖学术研究方法、英语演讲能力提升与欧洲历史文化等。目的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具体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独立自理的能力等。 
创新教学技术的应用。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创新教学技术的应用成为衡量培养模式现代化程度

的一个重要方面。2023 年学校举办“国培计划”，重点培训管理团队信息化领导力及培训团队信息技术

应用指导能力；培训中小学教学能手培训；培训学科骨干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通过信息技术与教学的

融合，先培训在校的教授，教师，再通过教师对新技术的学习运用在师范生课堂教学中，做学生学习新

科技和互联网 + 教育的引路人，加强学生在实际中对这些技术的应用。 

3.2. 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 

人才培养目标适应性不足。云南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总目标明确提出，致力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但是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视域下，

人才培养目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实践课程相对较少，实践能力有待加强。通过调查发现，有 19.32%
的用人单位反馈，学校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增加任务/项目实践教学与实践课程比例”。二是需要

夯实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有 12.5%的用人单位建议学校“加强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学生

基础能力要求未能完全满足部分岗位，仍需在专业领域补充或强化相关知识。三是学科交叉与课程体系

融合性不足。有 9.09%的用人单位反馈“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构建多元、融合型课程体系”，表明现有

课程体系在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方面存在不足[5]。 
课程与实践的双重障碍。云南师范大学的课程体系在实践课程和实习环节上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

现在实践课程比例偏低以及实习时间短，难以满足学生适应实际教学场景的需求。根据云南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 2024 年本科生课程设置，课程主要集中于必修课、专业课、理论课和实践课，其中必修课和专业

课占据主要部分，选修课相对较少，实践课程最为稀缺。学生的实践机会仅限于两周的见习和 18 周的实

习时间，这使得他们在毕业后进入教育岗位时，难以迅速适应教学实际。[1]虽然云南师范大学通过《实

习教学基本规范》《教育实习工作综合评价方案》等文件，试图加强实践教学与实习管理，并提出“三

习”(见习、研习、实习)贯通管理规定，明确各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占比要求，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少于

总学分的 15%，理工类专业不少于 25%，平均实践学分占比为 2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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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本科师范生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路径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本科师范生培养模式的优化应以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民满意为核心，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师范生教育体系，以回应学生的成长需求并服务国家未来发展的

需要，最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基于厚基础、强实践、精专业、重创新的核心理念与教师专业

发展理论，提出“2 + 1 + 1”进阶式培养模式，该模式以理论奠基–实践锻炼–能力整合为逻辑主线，系

统性地规划本科师范生培养模式。第一阶段是理论奠基阶段(前两年)，即大一大二完成大学期间所有需要

学习的基础理论知识，课程涵盖教育基础理论、教师核心素养以及通识课程；第二个阶段(第三学年)，构

建全景式教育实践，时长为一年，通过实施见习–助教–主讲实习路径，完成进阶式实习，积累自身的

教学经验，提升自身教学讲课的能力，完成理论知识到实践的过渡；第三个阶段(第四学年)，学术与职业

发展融合阶段，构建反思性实践–研究性学习–职业化准备三位一体的能力提升平台，学生需融合理论

与实践，促进理论认知与实践经验的整合，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完成毕业论文，生成个性化就业竞争力，

为未来职业发展做好规划(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2 + 1 + 1” progressive training model 
图 1. “2 + 1 + 1”进阶式培养模式 

4.1. 理论知识筑基阶段：课程体系创新、缩短课时 

现代教育要求教师不仅需要掌握单一学科知识，而且需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以及信息化素养，以应

对教学中的复杂问题并适应社会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30 学习指南》中提出建立面向

未来的学习框架，重点学习认知能力、社会情感能力、技术转化能力与职业相关知识和技能[7]。美国师

范生除学习基础学科，还学习教育学研究方法、课堂管理技巧和道德情感培养等课程，为教师全面发展

奠定基础[8]。 
课程体系更新。注重模块化学习，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系统性整合与建构；同时加强跨学科与多领域

的融合，将师范教育与信息化、数字化紧密结合，使学生在知识、技能、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方面全方

位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加强新文科与教育之间的融合。新文科是一种基于传统文科而又超越传统文科，

以新时代、新经济与新产业为背景，融合了理、工等诸多外部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9]。通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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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理解和多维思维的训练，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比如开设社会创新与教育。

二是加强新技术与教育的融合，2024 年 12 月，教育部部署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将人工智能教育教

师培训纳入计划。师范生培养也需紧跟时代发展，不仅需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也为培养未来社会所需

的人工智能人才。缩短课时。学生需要用两个学年学完整个基础知识理论课程，包括教育基本理论知识、

教师核心素养以及通识课程，主要任务在于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构建知识体系，为后续深入学习、实践

以及研究提供坚实的支撑。 

4.2. 全景式教育实践 

体验学习理论指出，学习是一个基于实践的动态过程。国际上普遍要求师范生的实习时间和内容具

备全面性，如美国、新西兰要求 20 周以上实习，英国为 24 周，加拿大达 28 周，而中国通常为 8 至 10
周，明显短于国际标准。尽管一些国家实习时长较长，但实际操作机会有限，容易流于观察；各国在实

习内容上重视课堂管理和与指导教师的合作，以帮助师范生在管理学生、激励学习和教学方法上积累经

验[10] [11]。 
延长实习时间至大三整个学年，构建从见习–助教–主讲的进阶式实习模式。积累自身的教学经验，

提升自身教学讲课的能力，完成理论知识到实践的过渡，提升学生的适应能力和职业素养，为未来职业

奠定基础。见习阶段(1 个月)，以观察学习为主线，主要任务在于获取前辈经验，全方位观察资深教师的

教学行为与方法；包括学习教师如何组织教学内容，如何与学生互动，采取何种教学方法，如何批改课

后作业等。助教阶段(2~3 个月)，主要任务在于协助主讲教师，从而更好地展开教学活动；包括帮主讲教

师准备课件，确保教学内容的精确性、完整性；参与课堂管理，维持课堂纪律，营造良好积极的学习氛

围；批改学生课后作业以及及时反馈学生作业情况，帮助主讲教师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而调

整课堂教学策略；主讲阶段(6~7 个月)，核心任务在于独立讲课，承担教学任务；关键在于融合理论与实

践，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案，灵活的运用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构建四维联动实践基地；即深化高校，政府，中小学与企业之间的联通协作，以政府主导、高校协

同、中小学参与和企业赋能为主线，扩展教育实践基地。首先是确保师范生可以在相应部门实习的机会，

获取丰富的多样化经验；其次是提升实习的质量，实行企业与中小学导师制度，不管在企业实习还是中

小学实习，确保每位实习生都有一位实习导师且能获得指导与反馈；最后实习考核标准化，制定统一的

实习考核标准，内容包括教学技能、课堂管理、教学创新、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确保每位实习生

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全面的评价和反馈。 

4.3. 学术与职业发展融合阶段 

学术能力培养。开设 5~10 个课时的论文写作指导课程，构建从精准选题到规范论文框架再到 AI 赋
能写作的全过程训练体系。课程首先聚焦于确定一个可行、具体与可操作化的题目；这一阶段主要任务

在于深入挖掘研究主题与方向，通过阅读文献与追踪实践热点，同时结合实习经验，将宽泛的研究主题

与方向细化为具体的研究题目，比如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最新应用这一宏观主题为例，选题还需细

化为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在论文架构方面，一方面需要

遵循学校基本格式与要求，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师范生进行差异化指导，比如理

科师范生在写实验论文时，以实验过程和实验结论为主，注重实验设计可重复性，呈现数据图表；文科

师范生更注重整体论文的逻辑性与论证的严密性，比如论文的理论框架对应优化路径等。此外探索 AI 在
学术写作中的应用，设置实操工具场景，指导学生如何利用 AI 进行文献整理与分析，高效整合研究资料，

同时借助其修改润色功能，提升文本质量；但同时需注意学术伦理规范，避免抄袭。 
职业发展服务以提升学生个性化就业竞争力为核心，分类实施精细化、差异化与针对化指导，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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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5~10 个课时。作为学生，首先要务是基于自身优势、实践经验与行业前景明确未来职业发展方向，

师范生一般会进入教育行业，但同时也细分许多方向。体制内求职者，需聚焦教师编制动态，比如云南

省教师编考试内容，考试重难点等；教培机构求职者，侧重实践经验与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时注意在“双

减”政策后，培训机构的转型；考研者与留学者，需进一步提升学术能力、拓展与深化专业知识与能力

以及英语运用能力。 

5. 结语 

研究以云南师范大学为例，深入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演变、现状以及优化路径。具

体而言，云南师范大学培养模式从培养单一教师人才演变为培养多元化人才，具体包括萌芽、发展、成

熟与优化阶段；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实践教学成果、创新人才培养及国际视野拓展方面成果较突出；

然而，仍存在培养目标适应性不足、课程与实践双重障碍问题；最后提出新的本科师范生培养模式，即

“2 + 1 + 1”，以理论奠基–实践锻炼–综合能力提升为逻辑主线，四年分为三个阶段，两年理论知识筑

基阶段、一年全景式教育实践阶段与一年学术发展与职业发展融合阶段，从而构建起以高质量人才培养

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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