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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认证背景下民族地区本土高层次
师范人才培养课程内容改革 

与教学创新
——以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取比尔莲  肖  雪

西昌学院，西昌

摘  要｜在师范认证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对民族

地区本土高层次师范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产出导向旨归，促进了

专业课程内容的改革与教学手段的不断改革创新。本文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专业为例，探讨认证背景下该专业的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情况，强化实践与

反馈，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师范技能，以此更好提升民族地区师范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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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浪潮的价值引动、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价值联动以及地方发展的人才需求，社会各界对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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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于 2017 年 10 月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认证办法》），正式开启师范类专业认

证工作，借以推进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师资培养关键内核的课程体系，《认证办法》以“多方询证”为起点，以 “产

出导向”为旨归，以“联结支撑”为架构，以“持续改进”为导向［1］。在中国

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师范认证”为主题，截止 2022 年底收录有 674 篇

研究论文，但有关民族地区本土师范人才培养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在师范专业

认证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本土高层次师范人才又有哪些更高要求，从而更好契

合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呢？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
置分析

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国家级一流专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根据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政策要求，落实立德树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扎根凉山，面向四川，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培养

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良好师德素养和愿意在艰苦民族地区从事基

础教育的情怀，具备较为系统扎实的彝汉语言文学知识和过硬的教学技能，能

够胜任初级中学彝汉语文教学教研和班级管理工作，毕业 5 年左右，预期成为

初级中学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的骨干。该专业源于原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989 年开办的彝语文专科，2004 年招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2008 年首

届学生毕业，2010 年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020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该专业生源均为二类模式彝族学生，从 2004 年至 2020 年连续 17 年招生，

累计招收本科生 1428 人，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一线累计培养了 14 届毕业生共

989 人；近三年初次就业率达 96%，60% 以上成为中学教学及班级管理骨干。

根据培养方案，该专业学制四年，弹性修业年限为 3 ～ 6 年，学生在修业年限内 

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教学计划 150 学分，第二课堂 9 学分）并获得对应学分 

方可毕业。其中专业理论课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验、实训课每 24 学时计 1 学分；

教育实习 15 周、教育见习 1 周，共 10 学分；毕业论文 5 学分。专业构建了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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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教师教育和综合实践一体化课程体系，总学分 150 分，其中通识教育课

程合计 46.5 学分，占 31.0%；学科专业教育课程合计 78.5 学分，占 52%；教师教育

课程合计 15 学分；占 10%，综合实践课程合计 10 分，占 7%，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学分设置

Table 1 Credit settings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课程类别 学分（分） 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40.5

46.5
27%

31%
选修 6 4%

学科专业教育课程
必修 66.5

78.5
44%

52%
选修 12 8.0%

教师教育课程 必修 15 15 10% 10%
综合实践课程 必修 10 10 7% 7%

必修课程小计 132 88%
选修课程小计 18 12%

总计 150

表 2  专业培养计划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学分分配表

Table 2 Credit distribution of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practical course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n

课程属性
最低毕业要求

学分数 占总学分（%） 学时数
理论教育 101 67.3 1632
实践教育 49 32.7 788+28W

全程总学分 150 100 2420+28W

该专业核心基础课设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现代彝语》《中国现

当代文学》《彝族古代文学》《文学概论》《彝族民间文学概论》等课程，夯

实学生彝汉双语语言文学理论基础。训练中学彝汉语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课

程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师语言艺术》《班主任工作艺术》《中学

语文评课说课》《微格教学》等课程。

根据 2020 届毕业生在学科素养和教学技能毕业要求上的达成情况分析，该

专业毕业生能达到人才培养中毕业要求的考核，如表 3、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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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科素养分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依据表

Table 3 Evaluation basis of achievement of sub-index points of discipline literacy

专业毕业

要求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用于评价的课程 评价方法 评价依据

达成评价

周期 / 评

价机构和

责任人

形成的记

录文档
达成情况

【学科素

养】

知识广博，

学识扎实，

具有良好

的知识整

合能力，

有跨学科

思维。

3.1

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

学概论、比较文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彝族民间文学概

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现代

彝语、彝文写作与实践、古

代彝文选、文艺美学、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双语教学法、

双语教学法实践、论文写作

与指导、彝族文学概论、中

学语文教学试讲、毕业论文、

毕业实习

1. 结果性评价：

课程考试；

2.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测评；

3. 间接评价：

毕业生、实践

基地和用人单

位、任课教师

问卷调查

《西昌学

院彝语言

文化学院

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

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

价机制与

方法（试

行）》

评价周

期：1 年

评价机

构：毕业

要求达成

度评价工

作组；

责任人：

彝语言文

化学院院

长

直接评

价：学业

考核记

录、基于

课程的达

成度报

告；

间接评

价：问卷

调查分析

报告

基于课程

目标达成

的计算结

为0.770，

基于问卷

调查达

成的值

为 0.84，

最终达成

结果为

0.791，结

果达成

3.2

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中

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人类学、

逻辑学、现代彝语、三笔字、

彝语会话实践、彝文写作与

实践、现当代彝文文选、论

文写作与指导、教师语言艺

术、毕业论文

1. 结果性评价：

课程考试；

2.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测评；

3. 间接评价：

毕业生、实践

基地和用人单

位、任课教师

问卷调查

《西昌学

院彝语言

文化学院

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

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

价机制与

方法（试

行）》

评价周

期：1 年

评价机

构：毕业

要求达成

度评价工

作组；

责任人：

彝语言文

化学院院

长

直接评

价：学业

考核记

录、基于

课程的达

成度报

告；

间接评

价：问卷

调查分析

报告

基于课程

目标达成

的计算结

为0.762，

基于问卷

调查达

成的值

为 0.84，

最终达成

结果为

0.785，结

果达成

3.3

军事理论教育、大学计算机

基础及程序设计、跨文化交

际入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信息检

索、古代汉语、比较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

文学人类学、逻辑学、自然

科学概论、彝族民间文学概

论、古代彝文选、民族学概

论、彝族史、申论、行测、

现代教育技术、民族政治与

政策调查、彝族文化田野调

查、毕业论文

1. 结果性评价：

课程考试；

2.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测评；

3. 间接评价：

毕业生、实践

基地和用人单

位、任课教师

问卷调查

《西昌学

院彝语言

文化学院

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

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

价机制与

方法（试

行）》

评价周

期：1 年

评价机

构：毕业

要求达成

度评价工

作组；

责任人：

彝语言文

化学院院

长

直接评

价：学业

考核记

录、基于

课程的达

成度报

告；

间接评

价：问卷

调查分析

报告

基于课程

目标达成

的计算结

为0.753，

基于问卷

调查达

成的值

为 0.85，

最终达成

结果为

0.782，结

果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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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学能力分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依据表

Table 4 Evaluation basis of achievement of sub-index points of teaching ability

专业毕业

要求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用于评价的课程 评价方法 评价依据

达成评价

周期 / 评

价机构和

责任人

形成的记

录文档
达成情况

【教学能

力】

掌握学生

发展规律，

擅长主科

教学，熟悉

其他学科

教学，尝试

综合教学

4.1

教育心理学、职业

英语、双语教学法、

双语教学法实践、

中学语文评课说课、

中学语文教学试讲、

毕业实习

1. 结果性评价：

课程考试；

2.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测评；

3. 间接评价：

毕业生、实践

基地和用人单

位、任课教师

问卷调查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

学院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毕

业要求达成

度评价机制

与方法（试

行）》

评价周期：

1 年

评价机构：

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

价工作组；

责任人：

彝语言文

化学院院

长

直接评价：

学业考核

记录、基

于课程的

达成度报

告；

间接评价：

问卷调查

分析报告。

基于课程目

标达成的

计算结为

0.849，基

于问卷调查

达成的值为

0.84，最终

达成结果为

0.846，结果

达成

【教学能

力】

掌握学生

发展规律，

擅长主科

教学，熟悉

其他学科

教学，尝试

综合教学

4.2

现代教育技术、中

学语文教学试讲、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中学语文评课说课、

教育学、微格教学、

毕业实习

1. 结果性评价：

课程考试；

2.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测评；

3. 间接评价：

毕业生、实践

基地和用人单

位、任课教师

问卷调查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

学院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毕

业要求达成

度评价机制

与方法（试

行）》

评价周期：

1 年评价

机构：毕

业要求达

成度评价

工作组；

责任人：

彝语言文

化学院院

长

直接评价：

学业考核

记录、基

于课程的

达成度报

告；

间接评价：

问卷调查

分析报告

基于课程目

标达成的

计算结为

0.830，基

于问卷调查

达成的值为

0.84，最终

达成结果为

0.833，结果

达成

4.3

信息检索、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语

言学概论、简笔画、

三笔字、彝语会话

实践、教育学、彝

文写作与实践、双

语教学法、双语教

学法实践、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教师

语言艺术、微格教

学、毕业实习

1. 结果性评价：

课程考试；

2.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测评、

作业测评；

3. 间接评价：

毕业生、实践

基地和用人单

位、任课教师

问卷调查

《西昌学院

彝语言文化

学院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

文学专业毕

业要求达成

度评价机制

与方法（试

行）》

评价周期：

1 年评价

机构：毕

业要求达

成度评价

工作组；

责任人：

彝语言文

化学院院

长

直接评价：

学业考核

记录、基

于课程的

达成度报

告；

间接评价：

问卷调查

分析报告

基于课程目

标达成的

计算结为

0.843，基

于问卷调查

达成的值为

0.84，最终

达成结果为

0.842，结果

达成

“学科素养”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

（1）基于学生课程评价结果的定量评价结果显示：3.1 的达成情况为 0.791；

3.2 的达成情况为 0.785；2.3 的达成情况为 0.782，该项毕业要求达成度（取最低值）

为 0.782，大于期望达成值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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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定性评价的间接评价中，分为 3 个二级指标，了解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的基本性质与特点，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言文学）的学科知

识体系基本思想与方法，掌握彝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彝汉语

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的相符度达到 0.84；具有较熟练的彝汉双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和较

强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相符度达到 0.84；熟悉民族地区民风民俗及地方文化

知识，了解本学科与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具有初

步的跨学科思维，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与社会实践的联系，了解学

习科学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相符度达到 0.85。

毕业生学习体验 2.3 的达成度为 0.85（满分为 1）；教师评价达成度为 0.87（总

分 1）；用人单位评价达成度为 0.88（满分为 1）。调查结果显示，2020 届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学科素养的符合度的达成情况评价值，均在 0.80

以上，整体达成值为 0.85。此外，该专业还积极开展支撑学科素养毕业要求的

学术讲座、竞赛活动、科研活动等。总体来看，学科素养毕业要求指标点已达成。

“教学能力”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

（1）基于学生课程评价结果的定量评价结果显示：4.1 的达成情况为 0.846；

4.2 的达成情况为 0.833；4.3 的达成情况为 0.842，该项毕业要求达成度（取最低值）

为 0.833，大于期望达成值 0.7。

（2）基于定性评价的间接评价中，分为 3 个二级指标，熟悉中学彝汉语文

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评价体系，掌握中学语文教学技能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相

符度达到 0.84；依据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结合民族地区中学生认知发展、学习

心理、年龄特征等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学彝汉语言文学学科的认知特点，

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获得教学体验的相符度达到 0.84；掌握

中学语文教研方法，具有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改革的意识，能针对中学彝汉语

文教育教学相关问题提出改进的思路和措施的相符度达到 0.84。毕业生学习体

验 2.4 的达成度为 0.84（满分为 1）；教师评价达成度为 0.87（总分 1）；用人

单位评价达成度为 0.86（满分为 1）。调查结果显示，2020 届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专业毕业生教学能力的符合度的达成情况评价值，均在 0.80 以上，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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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值为 0.84。此外，该专业还积极开展支撑教学能力毕业要求的竞赛活动等，

总的来看，教学能力毕业要求指标点已达成。

3  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
置的短板

尽管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基本能满足师范生发展

需求，但在师范认证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该专业应该更重视专业内涵发展，

顺应新时代、新形势、新科技发展的需求，因而课程设置中还存在一些短板。

3.1  新文科背景下解决当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

与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深度融合不够，形成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发

展不同步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技术突破如雨后春笋，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

虚拟技术等不仅与信息学科密切相关，而且对文科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根据传统文科的分类，具有明显的学科壁垒痕迹，学科融

合还停留在浅层阶段。为此，本项目立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特色，

不仅重视信息科学与该专业的深度融合，而且还重视与其他文学类、社会学、

哲学等其他人文社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3.2  师范认证背景下解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

养与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还不高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志在培养能为彝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应

用型人才，随着彝区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转而进入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过渡时期，势必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不断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的师范教学技能是今后的工作重点。 

3.3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校校、校地、校企合作中难

以建立长期稳定合作伙伴关系

当前该专业合作教育仅停留在学校、政府、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浅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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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从协同育人、实践教学体系、人才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因而缺乏有

效的合作模式、机制和各方沟通交流平台，合作教育的有效机制难以形成。 

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改革与教学
创新措施

4.1  以凉山彝区发展需求为导向，构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立体体系 

在原来基础上继续优化“一条主线、两个平台、四大板块”的人才培养方

案。“一条主线”即以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培养为主线；“两个平

台”即构建地方、学校两个实践平台；“四大板块”即按照“基础服务专业、

专业服务行业”的原则，设置“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教师教育、实践教育”

四大板块课程体系。加大对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优化知识产出方式，不断提升学生的师范技能。 

4.2  注重交叉学科融合，构建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特色课程体系

新文科背景下，中少语专业课程体系将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实现人

与技术的和解，不断革新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手段，构建“思政教育＋通识教

育 + 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 第二课堂”的多元化课程体系。

（1）增设师范技能理论基础课程，不断夯实师范生学科知识基础。在原有

专业课程设置基础上，增设了《中国古代文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

学语文唐宋诗词选读》《中学彝语文教材研究》等课程，融合了学科专业教育

与教师教育。

（2）加大实践课程比例，增设提升学生教学技能的课程。增设《语文教学

设计与实施》实践课，增加《中学语文评课说课》《微格教学》等课程学时和

学分数，加强学生语言文字练习、写作能力训练、信息技术应用，与教师教育

课程相辅相成，使其毕业后能迅速适应岗位需求，满足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



·49·
师范认证背景下民族地区本土高层次师范人才培养课程内容改革与教学创新

——以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2023 年 3 月
第 1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gei	 https://doi.org/10.35534/gei.0101005

（3）增加人才培养方案总学分，优化各板块比例。

表 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各学期学分分配及最低毕业要求

Table 5 Semester credit distribution and minimum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for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ajors

教学模块
各学年、学期学分分配 最低毕业要求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学分
数

占总学
分 %

学时数
1 2 3 4 5 6 7 8

通识教育 15.75 9.75 10.75 8.25 2.5 0 0.5 0 47.5 30.6 840+2W
专业教育 6 14.5 11 16 14 8 10.5 6 86 55.5 1252+26W
拓展教育 1.5 1 3 1 6 0 6 3 21.5 13.9 360

全程总学分 23.25 25.25 24.75 25.25 22.5 8 17 9 155 100 2452+28W

表 6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理论教育实践教育设置情况统计

Table 6 Statistic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settings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in China

课程属性
各学年、学期学分分配 最低毕业要求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学分
数

占总学
分 %

学时数
1 2 3 4 5 6 7 8

理论教育 18.25 18.75 21.75 18.75 14.5 0 13 3 108 69.7 1656
实践教育 5 6.5 3 6.5 8 8 4 6 47 30.3 796+28W

全程总学分 23.25 25.25 24.75 25.25 22.5 8 17 9 155 100 2452+28W

4.3  产出引领，建立健全彝汉双语师范生培养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 

在常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全程全面听课制度，实施多

元教学评价，即督导组及同行专家评课、学生评教、教学状态监控，突出评价

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对课程教学实行全方位监控与评价，做好实训室管理和

模拟实训，聘用校内外行业专家指导，不断提升师范生的师范技能。 

4.4  服务地方，构建“三维协同”的合作育人机制 

在改革探索过程中，构建适合凉山彝区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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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校企三维协同育人机制，协同培养一专多能、文理兼通的“下得去、留

得住、干得好”的地方服务型人才。

5  结语

《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二级）对课程与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包括了

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五个方面的内容，要求

在教学中要“引入课程改革和教育研究最新成果、优秀中学教育教学案例”；

要求教师能“运用案例教学、探究教学等方式，合理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师范

生学习效果”［2］，因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教

学改革与创新也不是短期工程，只有深入课程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全过程革新与

发展，才能真正不断推动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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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Talents in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acher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Taking the Major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Xich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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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eacher training certification, how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local teacher 

training talents in ethnic regions. This output oriented goal has promoted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course content and the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of this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ertification, 

strengthen practice and feedback, enhance students’ hands-on ability and 

teacher training skills, and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for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words: Teacher certification; Local talents; Curriculum refor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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