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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师范类专业认证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深入探究了化学师范专业基于质量评价的持续改进机制。深入解

读了师范类专业认证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核心的理念内涵，以及化学师范专业质量

评价在课程、实践和毕业要求达成度等多维度的关键意义。借助详实的数据和案例揭示当前化学师范专

业在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契合度、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构建包

含质量监控、达成度评价和持续改进的全方位机制，并提出涵盖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优化和信息化

建设的实施策略。经案例分析验证机制的有效性，旨在为化学师范专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顺应教育改

革趋势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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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normal major certification,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chemistry normal major based on quality evaluation. It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normal major certification, namely 
“student-centered, outcome-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s well as the crucial signifi-
cance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re-
quirement attainment in chemistry normal majors. Through detailed data and cases, it reveal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hemistry normal major in terms of the fit between training objec-
tives and social needs,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Fur-
thermore, a comprehensive mechanism including quality monitoring, attainment 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constructed,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covering faculty construc-
tion, teaching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proposed.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mechanism is verified throug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se analyses, aiming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depth and practical operability guidance for chemistry normal majors to improve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and adapt to the trend of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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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教育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对高素质教师的需求呈现出更为迫切的态势。师范类专业

认证作为提升师范教育质量的关键抓手，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政策层面来看，《教师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教师质量，师范类专业认证正是落实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它

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促使师范院校聚焦人才培养质量，不断优化教学过程。化学师范专

业作为培养未来化学教师的关键领域，其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阶段化学学科的教学成效。 
然而，当前化学师范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1]-[3]。为深入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曾造[4]等学者指出部分师范院校的化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未能紧密结合地

方教育实际和教育改革的新需求，导致毕业生在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上与实际教学岗位存在一定差距。

例如，在一些地区积极推行的基于核心素养的化学教学改革中，部分化学师范专业毕业生难以有效落实

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陈凯[5]等在关于化学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与反思的调查中发现，课程体系与

教学方法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课程内容更新不及时，与学科前沿和教育实践脱节，教学方法传统单一，

严重制约了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张云霞[6]强调实践教学环节的薄弱影响化学师范专业学

生教学能力的提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完善、指导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普遍存在。在这样的

背景下，构建基于质量评价的持续改进机制，对于化学师范专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适应新时代教育需

求，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化学师范专业存在的问题，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目前仍缺乏对基于

质量评价的持续改进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如何构建全方位机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方面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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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构建科学的持续改进机制并提出可操作的实施策略，为化学师范

专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明确了在提升化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研究领域的学术

定位。 

2. 化学师范专业现状与问题剖析 

2.1. 师范类专业认证核心与质量评价意义 

师范类专业认证秉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7]。“学生中心”理念要求在

教学活动设计、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评价等各个环节，都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兴趣爱好和发展需

求。例如，在课程设计时，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基础和职业规划，设置个性化的选修课程模块，满足学

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产出导向”强调以学生毕业后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反向设计教学过程。这就要求明确毕业生在化学学科知识、教学技能、教育情怀等方面的具体能力指标，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教学大纲，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持续改进”则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通过

不断收集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反馈信息，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用人单位的评价等，对

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实现教学质量的螺旋式上升。 
化学师范专业质量评价涵盖课程、实践及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课程评价不仅关注课程内容是否涵

盖了化学学科的前沿知识、教育教学的新理念，还要考察教学方法是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8]。例如，采用项目式学习、问题导向学习等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实

践评价注重学生在教育实习、实验教学等实践环节中的实际表现，包括教学设计能力、课堂组织能力、

实验操作技能以及对教育教学理论的应用能力等。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综合考量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满足程度，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具体评价指标及权重可见表 1。 
 
Table 1.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weight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chemistry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表 1. 化学师范专业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与评价方法 

评价维度 具体指标 权重 评价方法 

课程评价 

课程内容更新率 0.3 对比近 5 年课程内容与学科前沿文献，统计更新知识点占比 

教学方法多样性 0.3 统计每学期课程中采用的不同教学方法数量及使用频率 

学生课程满意度 0.4 通过线上问卷，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态度等维度调查学

生满意度 

实践评价 

实习表现评分 0.5 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学校教师共同根据教学表现、师生互动等维

度打分 

实验操作能力 0.3 实验考核中，依据操作规范、实验结果准确性等指标评分 

实践报告质量 0.2 从内容完整性、分析深度、创新性等方面评价实践报告 

毕业要求达

成度评价 

知识掌握程度 0.4 综合课程考试成绩、毕业论文相关知识考查结果评估 

能力达成情况 0.3 基于实践活动表现、竞赛获奖等多方面能力展示进行评定 

素质养成水平 0.3 通过学生自评、互评以及教师评价，考察师德师风、团队协作等

素质 

2.2. 化学师范专业现存问题 

当前化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与基础教育师资需求存在偏差。部分高校培养目标未能充分考虑地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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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色和教育改革的新要求[9]，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上难以满足实际教学需求。例

如，在一些推行融合式教学的地区，要求化学教师能够将化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开展

跨学科教学。然而，部分化学师范专业毕业生由于在大学期间缺乏相关的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难以胜

任此类教学工作。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支撑不足，部分课程内容陈旧，与学科前沿和教育实践脱节，未能及时融入新

研究成果和教学方法[10]。教学方法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低，不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如化学实验教学多为验证性实验，缺乏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据调

查，陕西某高校化学师范专业近三年的实验教学中，验证性实验占比高达 65%，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仅

占 35%，具体数据可参考图 1。 
 

 
Figure 1. Propor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types in chem-
istry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图 1. 化学师范专业近三年实验教学类型占比 

 
实践教学虽对提升学生教学能力有重要作用，但面临诸多困境。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足，部分基地

与高校合作不紧密，无法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和高质量指导。指导教师配备不足且部分缺乏一线教学经

验，难以有效指导学生。同时，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无法全面准确评估学生实践能力，具体问题

反馈比例可参考图 2。从反馈数据来看，实践基地合作不紧密问题占比 35%，指导教师经验不足占比 25%，

评价体系不完善占比 20%，其他问题占比 20%。 
 

 
Figure 2. Feedback ratio of practical teaching problems 
图 2. 实践教学问题反馈比例 

 
为更深入了解化学师范专业学生的能力水平，对毕业生的教学技能和学科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查，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4158


孙强强 等 
 

 

DOI: 10.12677/ve.2025.144158 87 职业教育发展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教学技能方面，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和教学评价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85 分、75 分和

78 分，其中课堂管理和教学评价处于中等水平；学科知识掌握方面，基础知识、前沿知识和知识应用的

平均得分分别为 85 分、60 分和 68 分，前沿知识掌握情况相对薄弱。这进一步反映出当前化学师范专业

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 
 
Table 2. Score of ability survey for graduates majoring in chemistry education 
表 2. 化学师范专业毕业生能力调查得分 

能力维度 具体能力 平均得分(满分 100 分) 

教学技能 

教学设计 85 

课堂管理 80 

教学评价 78 

学科知识掌握 

基础知识 85 

前沿知识 70 

知识应用 78 

 
此外，对不同高校化学师范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

干课的学分占比差异较大，具体数据如表 3 所示。部分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过于侧重理论知识，实践课

程学分占比较低，这也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Table 3. Proportion of credits for chemistry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表 3. 不同高校化学师范专业课程学分占比 

课程类别 陕西高校 A 
学分占比(%) 

陕西高校 B 
学分占比(%) 

陕西高校 C 
学分占比(%) 

公共基础课 30 35 28 

专业基础课 35 30 32 

专业主干课 35 35 40 

实践课程占专业课程 20 15 18 

3. 基于质量评价的持续改进机制构建与实施 

3.1. 持续改进机制构建 

质量监控机制需贯穿教学全过程。课程设计时明确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确保课程内容

科学合理。例如，在设计“化学教学论”课程时，将课程目标与培养学生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毕业要求

紧密结合，使课程内容更具针对性。实施过程中，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评教、同行互评等方式及时掌握

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课程考核严格把关，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如平时作业、小组项目、期末

考试相结合，保证考核内容能全面准确反映学生知识技能掌握程度。 
对教育实习、见习等实践活动全程跟踪，建立实习指导教师定期巡查制度，每周至少巡查一次，及

时指导学生并收集实习基地反馈，为改进实践教学提供参考。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建

立学生学习档案，记录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所有学习表现，全面评价学生学习情况。 
达成度评价机制包括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达成评价。明确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通过分析学生课程学习数据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对未达成目标的课程深入分析原因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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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教学策略。构建科学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计算模型，定期收集学生学习和实践数据计算达成度，依据结

果分析学生不足，为改进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数据支持。通过跟踪毕业生职业发展，每两年开展一次毕业

生跟踪调查，收集用人单位反馈，评价培养目标达成度，对比分析找出差距，为调整培养目标提供依据。 
建立多渠道评价结果反馈机制[11]，将课程、实践、毕业要求达成度等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学

生和教学管理部门。教师据此反思教学、改进方法；学生明确学习方向；教学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措施，

推动专业发展。针对评价发现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确保有效实

施。定期跟踪评估改进措施效果，形成闭环改进，保障专业持续发展。 

3.2. 实证研究方法 

为验证所提出的持续改进机制的有效性，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选取多所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高校

化学师范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以及地方普通高校。在这些高校中随机抽取一

定数量的学生样本，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 
在实施持续改进机制前，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等进行前测，收集基础数据。然

后，在各高校化学师范专业中推行构建的持续改进机制，按照机制中的质量监控、达成度评价和持续改

进环节进行教学实践。在实施过程中，定期收集教学过程数据，如课程教学的学生参与度、作业完成情

况、实验操作表现等；同时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数据，如学生对课程和实践教学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经过两个学年的实施后，对学生进行后测，对比前测和后测数据，分析学生在知识掌握、能力提升、

素质养成等方面的变化情况。运用统计学方法，如均值差异检验、相关性分析等，判断持续改进机制对

学生发展的影响是否显著。此外，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调查，了解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进一步验

证机制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有效性。 

3.3. 实施策略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教学方法、课程设计等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两次集

中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参加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会议，了解学科前沿和教育

改革动态，更新教学理念和知识结构。建立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中重视教师在教学改革和

专业建设中的贡献，表彰奖励积极参与的教师，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学资源优化上，开发优质课程资源，如在线课程、教材、案例库等。鼓励教师结合学科前沿和教

育实践编写特色教材和教学案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在线课程平台，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加强与

基础教育学校合作，拓展实践教学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并加强基

地内涵建设，定期组织基地教师与高校教师交流研讨，提高指导水平和实践教学质量。 
信息化建设要实现教学管理信息化，建立教学管理信息系统，涵盖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学生成绩

管理等，提高管理效率和准确性，为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提供数据支持。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教学质量

监测平台，实时监测教学质量，收集学生和教师教学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及时发现问题，为教学改进提

供依据。 

3.4. 案例分析 

陕西汉中某高校在化学师范专业建设中，建立完善的持续改进机制，成效显著。构建全面质量监控

体系，对课程和实践教学全程监控。建立科学达成度评价模型，定期评价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并据此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通过毕业生跟踪调查发现学生教学创新能力不足后，

及时增加创新教学方法课程，组织创新实践活动。经过努力，该校化学师范专业毕业生教学能力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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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获用人单位高度认可，专业社会声誉提升，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到 90%。 
山东某高校虽认识到持续改进重要性，但实施中存在问题。质量监控机制不完善，课程和实践教学

监控不到位，导致教学质量不高，实践教学效果不佳。达成度评价工作形式化，未建立科学评价模型，

评价结果无法真实反映问题。改进措施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问题长期存在，影响专业发展。该校化学

师范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70%，用人单位满意度为 60%，远低于同类院校平均水平。通过该案例反思

可知，持续改进机制建设必须注重实效，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和有效改进措施。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明确了师范类专业认证核心和质量评价内涵意义，剖析化学师范专业现状，构建持续改进机制

并提出实施策略，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机制的有效性。未来，化学师范专业应持续完善持续改进机制，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推进信息化建设。密切关注教育改革动态和社会需求变化，及

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化学教师。同时，加强与其他高校

和教育机构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专业发展新路径，为基础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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