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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采用访谈法，分别从师范生自身和实习学校两个方面对

六名历史专业师范生进行访谈，研究和分析师范生在教育实习中的收获和面临的挑战。结果发现，教育

实习在提高师范生教师职业道德素养、专业素养和能力素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如师范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指导教师支持不足等，这些问题对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产生了一定的阻

碍。通过对访谈结果的分析，认为在师范生方面可通过构建自主反思日志制度、案例探讨工作和岗前技

能认证制度提高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自主意识；在实习学校方面可通过实习任务分层设计和优化双导师

指导机制保障实习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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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internships o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cultivation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interviews with six history 
maj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both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and the 
internship schools.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gain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se students during 
their educational internship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educational internship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However, several issues were identified, such as weak autonomous learning 
awareness among students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rom mentors, which hindered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results,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students, establishing a self-reflective journal system, case study workshops, 
and pre-internship skill certification coul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wareness. For internship schools, implementing tiered internship task designs and opti-
mizing the dual-mentor guidance mechanism coul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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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教育部等八部门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印发《新时代

基础教育强师计划》[1] (以下简称强师计划)。“强师计划”作为国家教师教育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对

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教育实习作为职前教师培养的重要实践环节，既能检验师范生理论的

习得成效[2]，还能让师范生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锻炼教学技能、提升专业素养、增强职业认同感，从而

为未来的教育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帮助师范生提升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但同时教育实习也存在一些问

题。当前学界虽认可教育实习的育人价值，但对其如何发挥作用、存在怎样的问题的相关研究不足。通

过深入访谈，了解师范生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探讨了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

旨在为优化教育实习模式、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2. 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综合素质培养影响的访谈与结果分析 

2.1. 访谈设计 

2.1.1. 受访师范生的基本信息 
对 20 名师范生进行访谈，其中历史专业 10 人，思政专业 3 人，汉语言专业 5 人，英语专业 2 人。

受访者实习期间所教授年级均为初中。实习学校方面，有 15 名受访者在城市学校实习，5 名受访者在乡

镇学校实习。 

2.1.2. 访谈提纲 
采用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一对一深度对话的方式来系统地收集信息。访谈提纲按照实习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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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实习后三个过程来了解师范生的成长，内容紧扣师范生的专业素养、能力素养和教师职业道德素养

三个维度编写，例如是否遇到过难题、实习后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看法等，详细见表 1。通过访谈了解师范

生实习对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认识实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 
 

Table 1. Interview outline 
表 1. 访谈提纲 

维度 具体内容 

基础问题 你在实习中所教授的科目、年级和班级数量及人数分别是 

专业素养 
第一次上课和最后一次上课有哪些变化 

同一堂课让你再上一次的话，你认为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能力素养 

教学中你如何吸引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你在教育实习中遇到哪些问题，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你实习过程中和学生相处的如何，有哪些令你难忘的瞬间 

教师职业道德素养 
实习结束后你对教师职业有什么认识 

这次教育实习对你的未来职业生涯规划有什么影响 

2.2. 访谈结果与分析 

2.2.1. 专业素养方面 
通过访谈了解到，师范生在教育实习结束后，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学反思能力得到了提升。 
(1)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教学实践能力 
教学实践能力提高的影响因素排序中的前两名就包含教育实习[3]，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教育实习通

过提供真实的教学场景，使师范生通过多方面学习提高教学实践能力。实习初期的师范生因实践经验不

足多采用保守型授课模式导致课堂互动较少，且因心理压力易产生焦虑情绪现，从而面临教学适应性挑

战。随着实习周期的推进，师范生通过情境学习逐渐提高了教学实践能力，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教学方法革新。师范生从依赖传统讲授转向多元化教学设计，例如引入多媒体工具与游戏化互动环节，

有效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知识传递效率[4]；第二，教学心理调节。师范生由初期紧张焦虑的心理状

态发展为自信从容的职业姿态，能够更主动地关注学生反馈并及时干预课堂突发问题。  
(2)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教学反思能力 
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教育实习为师范生提供了实践与反思的平台，指导老师帮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

发现问题、调整策略，从而促进师范生教学反思能力的发展，张美琴也在研究中提到师范生在教育实习

中提高了教学反思的能力[5]。受访者反思后的优化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教学设计的反思与

调整。部分新手教师初期存在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发展阶段不匹配的问题，表现为知识点难度设置失衡

或讲解过于冗长，导致学生认知负荷超载。访谈中师范生反思后学会通过与指导教师共同进行学情分析

与内容拆解来有效地传授知识；第二，课堂管理策略的反思与提升。课堂秩序维护能力不足是另一典型

挑战，具体反映在师生互动空间分布不均，如后排学生参与度低以及非教学行为干预教学进度等问题。

师范生在教育实习中通过指导老师的评价与指导，及时察觉自身不足并做出调整，有效提高了课堂参与

度。 

2.2.2. 能力素养方面 
通过访谈结果发现，师范生在教育实习结束后，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和班级、课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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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得到了提升。 
(1)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通过访谈得知，教育实习中存在的不同年龄教师教学方式的差异使师范生认识到现代教育技术对课

堂参与度的影响，促使师范生主动学习新型教育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是师范生在实习中主动寻求学习

资源、请教导师，攻克希沃白板等新教学工具的操作难点，在课件制作与技术整合能力上实现快速提升。

张宸语表示在实习中习得很多教学方法，例如希沃白板等[14]。 
(2)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沟通协作能力 
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教育实习中存在的挑战与难题促使师范生从“被动等待的受教者”转为“主动

请教学习者”，突破了不敢与导师、同事交流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师范生学会主动和指导老师交流

课堂管理策略，同时在实践中体悟跨角色协作的重要性，并与同事分享问题、寻求支持，将个体经验转

化为集体智慧，提高了团队协作意识。 
(3)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班级、课堂管理能力 
通过访谈得知，师范生在教育实习中探索班级管理的方法，积累的相关经验，提高了班级、课堂管

理能力，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制度规范方面，师范生通过观察借鉴教师的课堂管理经验，结

合班级实际需求制定班级守则[5]，并通过召开主题班会进行规则阐释与案例讨论，使制度更具有约束力；

第二，在关系构建方面，师范生通过开展团体拓展活动来增强师生情感联结，既在规则执行中树立教师

权威，又在共情体验中拉近与学生的关系，通过“刚柔并济”的模式管理班级。 

2.2.3. 教师职业道德理念方面 
通过访谈了解到，师范生在教育实习结束后，教师职业责任感和教师职业认同感得到了提升。 
(1)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教师职业责任感 
通过访谈可以得知，师范生在教育实习中收到学生在知识理解与自信建立中的正向反馈，使其切身

感受到教师言行的榜样力量，从而自觉规范行为，强化责任意识与育人使命感。具体表现为，当师范生

看到学生因自己的引导或鼓励重拾学习动力时，这种具象化的教育效能使其深刻认知到教师行为的重要

性，在持续接收学生正向反馈中，师范生逐渐形成“以责立教”的自觉意识从而提高了教师职业的责任

感。 
(2) 通过教育实习提升了教师职业认同感 
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教学实践与师生互动使师范生亲历职业成长，在指导帮扶与学生反馈中深化教

育使命感，体悟育人成就与责任，从而坚定了从教信念，明确了教师职业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师范生

在实习过程中受到导师的积极指导和学生的正向反馈，和他们情感的连接不仅让师范生认识到教师作为

知识传授媒介的重要性，更深刻体悟到教育的影响与意义。 

3. 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综合素质培养影响的反思 

教育实习是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师范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6]。通过教

育实习，师范生在教师职业道德方面、专业素养方面和能力素养方面都能得到提升，为以后进入教育领

域工作奠定基础。但教育实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师范生自身和实习学

校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3.1. 存在的问题 

3.1.1. 师范生方面 
第一，师范生缺少自主学习意识。通过访谈发现，部分师范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缺少自主学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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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具体表现为：不主动反思自身的问题[7]，而是等老师提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学生的实际水平和

真正需求；发现问题后不主动思考解决方案也不与指导老师交流沟通，如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面对学生

扰乱课堂纪律时，他不知道如何应对，是指导老师主动找他了解情况，并提出应对方法。 
第二，师范生专业素养能力不高。部分师范生专业素养能力有待提高，例如专业知识掌握不牢、三

笔字练习不到位、普通话不标准。这种专业素养的低下会影响教学质量，同时也会造成学生、指导老师

信任的缺失。己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粉笔字板书不够工整，所以自己会通过减少板书的方式来避

免暴露这一问题。板书作为直观教学的一大重要形式[8]，减少后必然会对教学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1.2. 学校方面 
第一，实习学校不够重视。师范生到校后听从实习学校的指导老师安排，但实习学校可能将实习生

视为“临时劳动力”，没有对实习生的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安排，导致师范生在实习期间无所适从。 
第二，任务分配不够合理。还有些学校可能出于自身工作安排的便利，只给实习生安排监考、批改

试卷等简单工作或让实习生承担过多的非教学任务，导致师范生无法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受访者在

访谈中提到，自己整个实习期只上过 2 次课，其余时间都在帮忙守自习课还有监考。 
第三，指导工作有待提高。部分指导老师对实习生缺乏责任感，没有认真批改教案，指导工作流于

形式，甚至忽视实习生的需求。还有部分指导老师自身水平欠缺，无法对实习生作出正确的指导。 

3.2. 原因分析 

教育实习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师范生和学校的共同重视，为师范生实习创造良好环境，为我国教育队

伍培养优秀预备军。针对存在问题的原因，按照师范生方面和学校方面展开分析。 

3.2.1. 师范生方面 
第一，师范生的依赖性强。师范生可能习惯了大学课堂的被动学习模式，缺乏主动探索和自我驱动

的习惯，因此导致主动学习的意识薄弱。 
第二，师范生的目标不明确。部分师范生对教育实习的目标和意义理解不够清晰，把教育实习当成

学校布置的任务，因此在实习过程中十分懈怠。 
第三，师范生岗前准备不足。部分师范生在大学期间上课并不认真，对待考试临时复习，专业知识

掌握不够，专业技能疏于训练。 

3.2.2. 学校方面 
第一，实习学校缺少信任。部分学校可能担心实习生的教学能力不足，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升

学率，因此给实习生分配的都是一些非教学任务。 
第二，实习评价形式化。实习学校的评价体系可能过于注重形式，例如只关注实习生的出勤率、教

案数量、听课评课记录，而忽视师范生实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成长。 
第三，实习学校缺少责任意识。部分实习学校认为师范生实习只是师范生所属院校单方面的任务，

与自身关系不大，因此对教育实习缺少重视。 
第四，指导老师缺少内动力。部分实习学校临时给指导老师安排指导任务，打乱了指导老师的工作

安排，加上激励机制不足，导致指导老师没有精力指导实习生或缺少积极性。 

4. 教育实习有效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策略 

4.1. 师范生自身方面 

“强师计划”的颁布旨在加强全国教师队伍的建设，但对师范生综合素质也提出了全方位升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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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思是师范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关键一步，也被视作师范生发展的重要途径[9]。师范生在教育实习

中的自我反思是连接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核心桥梁，也是其专业成长的关键环节。除此之外，专业素

养是一名师范生未来所从事教育行业必不可缺的基本素养[10]，不仅是师范生立足教师行业的基础，更直

接影响师范生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师范生自身方面提出了三个策略来促进师范生在教育实习中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 

4.1.1. 自主反思日志制度 
要求师范生每日记录教学观察、撰写课堂复盘报告，重点标注几个自我改进点。反思日志是目前实

习教师自我反思的一种常用且有效的方法，郭颖颖在研究中提到，通过定期撰写教育教学反思日志，教

师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能力[11]。自主反思日志制度要求师范生每日记录教学观察，以“第三方

视角”记录课堂细节并撰写课堂复盘报告从而分析课堂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探究问题表象背后的本质原

因。该制度易于实施仅需借助纸笔即可开展简单基础的自我反思活动。但也存在局限性如反思过程可能

不够充分和深入，以及由于日常实习任务的繁重，可能导致反馈的延迟性问题。这就要求师范生不断提

升执行力，及时进行反馈，并从单角度分析到多个角度分析课堂问题，开展同伴互评等。 

4.1.2. 案例研讨工作 
每月组织实习生交叉评析教学视频，通过同伴互评激发自主反思意识。针对部分指导老师精力有限

或部分学校师资有限的情况，让实习生互相评价可实现有效反思[12]。在案例研讨过程中，不同实习生的

关注点存在差异性，这体现了案例研讨方法的优势。然而，由于实习生之间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及人际

关系，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可能会受到损害。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在初期实施匿名评价机制，逐步转向

实名评价。同时，对实习生进行系统的评价培训，并定期更换评价对象，以确保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和有

效性。 

4.1.3. 岗前技能认证制度 
实习前需通过板书设计、普通话等级、课件制作三项达标考核。师范生掌握专业基本技能是参与教

学活动的基本前提，在王小铁的研究中提到，徐州师范大学学校规定师范生必须取得“三字一话”合格

证，即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合格，否则不能上岗实习、不能获得毕业证书[13]，由此可见师

范生专业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岗前技能认证体系拥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对于预防实习生因基础技能不足

导致的教学失控现象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地方差异可能会导致考核标准不同，且过度训练可能催生应试

教育倾向，从而忽视了真实课堂环境的灵活性。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建议成立专门的认证委

员会，在培训过程中引入“情境模拟题”以培养师范生的应变能力。 

4.2. 实习学校方面 

实习学校和指导教师在师范生教育实习中发挥关键作用。实习学校为师范生提供了真实的教学环境

和实践平台，使其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教学，积累课堂经验并提升教学技能，同时也为师范生提

供了深入了解教育行业的机会。指导教师作为师范生的引路人，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提供

具体指导和建议，帮助师范生快速适应教学工作并解决实际问题。实习学校和指导教师共同为师范生成

长为合格教师奠定基础，是其从学生向教师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因此在实习学校方面提出

了两个策略。 

4.2.1. 实习任务分层设计 
张宸语提出要让师范生循序渐进的接触到学校的方方面面，避免实习工作分配不合理[14]。因此研究

将实习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实习任务依次递进，更符合师范生的成长。初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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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实习生主要担任教学观察员，每日记录 3 个有效教学行为。中期阶段，师范生开始承担助教工作，

每周可完成一次教学设计。后期阶段，师范生独立完成完整课例，例如在初次授课时可邀请指导教师协

助，以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遵循这一过程有助于将师范生的实习经历从“经验积累”转变为“能

力认证”，从而提升其授课的自信心。然而此过程中也存在学校配合度不足、时间跨度较长、学习任务

重等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师范生承受较大的压力。 

4.2.2. 优化双导师指导机制 
通常教育实习中一名师范实习生会有两位两名老师指导，一名高校内部老师和一名实习基地的中学

老师，也就是“双导师制”。其中高校教师为校内导师，主要是教授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理论知识，

中小学教师是校外导师，引领师范生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15]。针对实习过程中指导不当的现象，学

校应严格挑选指导老师，落实对指导老师的监督工作[16]。同时应建立指导老师激励机制，合理安排指导

老师的工作，避免出现工作和指导冲突。据此提出以下方案优化双导师指导机制： 
在理论知识方面由高校导师每周远程指导一次，技能提升方面由中学导师每日现场指导 30 分钟，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每月可开展一次双导师联合研讨的“同课异构”的对比研讨，高校导师负责

理论指导与教学设计优化，中学导师提供实践反馈与课堂管理建议，最后由实习生作为执教者与观察者

参与研讨，采用“同课异构”的方法可促进师范生教学实践技能的提升[17]。 

5. 结语 

本文通过访谈分析，探讨了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及其现存问题。研究发现教育实

习在师范生专业素养、能力素养和职业道德理念三个维度均产生了促进作用。然而，教育实习仍存在多

重问题有待解决。针对在师范生层面和实习学校层面的问题，本文提出分层实习任务、双导师协同指导

等策略，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培养路径，提高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教育实习对师范生的培养效率。 
教育实习的改革需与“强师计划”目标紧密结合。一方面，需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实习学校与高校

建立长期协作机制，建立明确的实习标准与考核体系，避免任务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建议引入动态

评估工具如教学视频追踪、学生反馈分析，将师范生的成长轨迹具体化。此外，本研究因个人能力和时

间原因仍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城乡实习学校差异、不同学段的实习效果，并探索人工智能

技术在师范生技能训练中的应用潜力，如让师范生沉浸虚拟课堂进行粉笔字实操[18]。唯有通过多方协同

创新，才能将教育实习真正转化为师范生从“合格学生”到“卓越教师”的成长桥梁，为我国基础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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