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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专业标准出台以及教师资格国考办法的推行营造了教师教育专业办学的新环境，给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

实施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通过调研发现，师范生对分析教学内容能力、设计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组织

能力与板书能力学生自评分较低，教师资格考试、实习时间长短对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培养有影响，

师范生的教学设计文本中表现出的问题比较多。为此提出，基于教师教育新要求要从课程体系、实践实训的

教学方式、实习指导机制以及学习方式上构建一个新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培养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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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评价能力构成了教师的教学能力［1］，教学设计与实施能

力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教学设计的目的是构建一种最佳的教学方案，促进学生的学习，

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2］。在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开展中，教学设计能力被认为成为影响教学

质量的关键因素，甚至逐渐跃升为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3］。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

中明确说明了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设计实施的评价知识与方法与实施能力是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和面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师专业标准中同样对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做了明确规定，如：

教学设计要求要由重教向重学转变，除了以往传统要求能设计学科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还要求

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适合学生个体和集体要求的学习计划，要求能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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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能力要求更高，能合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设计教学，能将现代教学手段运用到教学中；

更要求体现师范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能够具备熟练的说课、片段教学、结构化面试的考核应对技

巧等等。

综上所述，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是衡量师范生素质和培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时代也对师范生的

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更好的将教师专业标准精神和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以下简称

“教资考试”）内容贯彻落实到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培养是当下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必须要

面对的现实问题。

2  研究方法

了解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现状是讨论培养新体系的基础，因此课题组围绕师范生的教

学设计能力与实施能力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根据相关文献和相关要求，本研究中将师范生教学设计

能力具体界定由教学内容分析能力、制定教学目标能力、学情分析能力、选择教学策略能力、设计

教学过程能力以及设计教学评价能力 6 个子能力构成，师范生教学实施能力包括语言表达、板书、

教学组织、教学评价、多媒体处理、教学反思 6 个子能力。本研究在庭玉华［4］和张洁［5］等人所编

制的关于师范生教学能力的调查问卷基础上，结合高校师范生的实际略有调整，形成了《在校师范

生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的调查问卷》。问卷调查采用五分量表评分，分数越高代表具备的相应能力

越强。

在课题组随后开展了调研。调研的方法一是从学生自评的角度，使用设计能力和教学实施能力的问

卷对小学教育专业三、四年级学生开展调查，共收集了三所师范学校的小学教育专业有效问卷 513 份；

调研方法二是对 12 名学生就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培养问题展开了深度访谈；调研方法三是从他评的角

度对师范生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进行评估，考虑到“教学设计文本是教学设计的文字表达形式，直接

体现了师范生的教学设计能力”［6］，课题组邀请 10 名相关教学法老师对学生加教学设计文本（教案）

进行分析，以考查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

3  当前在校师范生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的培养现状分析

3.1  分析教学内容能力、设计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组织能力与板书能力师范

生自评相对较弱

结果显示（如表 1），师范生的教学设计能力因子的平均值区间为［3.490，3.738］，教学能力

总分平均分为 3.570. 标准差 0.540，分析教学内容能力（M=3.490）设计教学评价能力（M=3.538）

自评分靠后。师范生的教学实施能力因子的平均值区间为［3.414，3.729］，能力总分平均值为 3.549，

标准差为 0.566，其中教学组织能力（M=3.414）与板书能力（3.454）靠后。与此相印证的是在对师

范生访谈中，5 名师范生认为自己课堂组织能力比较薄弱，2 名师范生认为自己板书能力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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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设计能力与实施能力因子学生评分靠后一览表

Table 1  A list of students who scored low on the design a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factors

项目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教学设计能力总分 3.570 0.540
分析教学内容能力 3.490 0.624
设计教学评价能力 3.538 0.721
设计教学过程能力 3.553 0.749
教学实施能力总分 3.549 0.566

教学组织能力 3.414 0.675
板书能力 3.454 0.761

教学评价能力 3.490 0.676

3.2  实习时间长短、实践实训机会多少被师范生认为是教学设计能力和实

施能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教育实习是准教师们提升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师范生教育实践不少于半年［7］。调查结果表明，教育实习时长对

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发展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教学设计能力上，实习时间相对较长的师范生得分均高于

实习较短的师范生。实习时间长为一个月以上的师范生学生自评结果平均分为 3.69，标准差 0.50；显著

高于实习时长低于 2 月的师范生自评分（p=0.028）。

访谈结果显示，75% 的师范生对课程体系不太满意。他们表示公共课课程较多，而学科专业课程较

少，尤其是教育实习 与实践的时间短；开设的书写、教师口语等技能课程课时短，期末考核要求低且方

式单一；教师应该在课堂上拓展相关教育教学知识。另外百分之四十以上师范生认为课堂上教师中理论

轻实践，没有给足时间进行实训时间；4 名同学表示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实训时不能给出有针对性指导。

当问到“除课堂练习外，平时是否会主动、独立进行技能练习”时，83.33% 师范生表示如教师没有强制

要求，不会主动进行基本教学技能的练习，且很难能独立完成教学设计。

实习时间长短、实训机会多少被师范生认为是影响他们的教学设计能力和实施能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3.3  教资考试对师范生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如表 2 所示，课题组调研发现通过了教资考试的师范生明显在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的自评分上相对

较高。在是否通过教资考试（否、是）上，师范生的教学设计能力（t=3.382，p<0.01）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未通过教资考试的师范生平均得分低于已通过的师范生。师范生的教学实施能力（t=-2.957，p<0.05）同

样表现出显著性差异，未通过教资考试的师范生得分低于已通过的师范生。

表 2  是否通过教资考试学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的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who pass or fail the 

National Teache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因子 是否通过考试 M SD t p

教学设计能力
是 3.61 0.51 3.382** 0.001
否 3.4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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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是否通过考试 M SD t p

教学实施能力
是 3.45 0.63 2.957* 0.003
否 3.61 0.51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以下表格相同。

3.4  师范生的教学设计文本存在的问题较多

为了更好的了解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课题组随机挑选了在某校师范生职业技能进入决赛

的选手教案 10 本作为研究材料，认为这代表了师范生群体中相对较高水平的教学设计文本。请相关学

科教学法老师对教案进行评价。从教学法老师反馈出来的结果来看，普遍反映教案存在的问题较多。主

要反映的问题如表 3 所示。

表 3  师范生教学设计文本中存在的问题

Table 3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xt of teaching design for normal school students

问题点 问题的描述

教学目标
目标陈述不清晰或不具体；目标陈述不规范（没把学生当作是行为主体；缺乏“教学目标是课堂
教学灵魂”的基本意识，没有体现对教学目标实现的设计意图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难点与目标关联不紧密；难点、重点区分不开；重点表述不科学（没有提炼，全课内
容表述为重点）；在教学设计中没有突出教学目标的重点、难点

教学过程
设计者没有按照教学过程的基本结构进行教学设计；导入的目的性不强；过程不清晰，如导入与
感知教材不能区分；设计不完整，缺乏小结、总结等

教学方法
联系生活不紧密；没有体现出对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尊重；剥夺了学生的探究权、发现权；板书和
内容结合都不高，甚至缺乏板书

学科知识
教学内容的质疑（如应具体是哪个反应，反应物是什么，条件是什么，生成了什么物质等）跨越
式跳高助跑线是直线，不是弧线；教学内容的准确性（为什么？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很好的帮助学
生复习前面所学“升华”与“凝华”的定义）

语言
语言表述不够精炼，但该强调的地方又一笔带过；序号混乱，表述上有时候像教案，有时候像说
课；教案总体说来不够规范；教案与说课、片段教学文本区分不清晰

3.5  在校师范生的教学实施能力在培养地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本次调研发现在培养地上，师范生教学实施能力（F=6.099，p<0.01）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 4 所示。 

表 4  师范生教学实施能力在培养地上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bility of normal school students in training places

大学所在地（M±SD）
F p

地区 1（n=65） 地区 2（n=135） 地区 3（n=313）
教学实施能力 3.65±0.51 3.66±0.61 3.48±0.55 6.099 0.002**

教学反思能力 3.85±0.68 3.61±0.57 3.64±0.75 5.508 0.004**

教学评价能力 3.63±0.64 3.68±0.69 3.38±0.66 11.386 0.000**

教学组织能力 3.46±0.66* 3.53±0.71 3.35±0.66 3.359 0.036*

板书能力 3.60±0.61 3.57±0.72 3.37±0.80 4.572 0.011*

口语表达能力 3.79±0.59 3.75±0.72 3.61±0.65 3.311 0.03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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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期师范生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培养新体系的构想

4.1  适当调整课程体系，构建吻合教资考试要求的能力导向的教师教育课程

新体系

从调研结果来看，学生自评、学生访谈与教师评价的相关结果能够互相印证。师范生对课程结构或

多或少有些不满意，尤其是认为书写、教师口语等课程开设时间太少。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也反映出了

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教师评价反映出教学设计文本撰写反映出来的问题

较多。实际上研究者早就指出了部分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不能满足教师资格考试要求［8］，这是个现

实问题，课程需要做适当调整并不是某个单一学校的要求。教师资格考试办法对于教师资质与素养都做

了明确的要求，教师资格考试对于师范生的培养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在教师资格证国考情境中，（笔

试和面试中）师范生要展现专业功底，就必须具备独立进行教学设计的能力与实施教学的能力。

根据调研结果，课题组认为在教师教育专业中应该增加或增强教学内容分析、设计教学评价能力、

设计教学过程能力、组织能力、板书能力以及应对教资考试的教育教学能力的课程，如教师口语、书写、

教学法、学段文本分析、小学活动设计、阅读与写作等课程。

4.2  重视教育实践，丰富教学能力培养的实训实践方式与改善实习指导机制

调研结果显示，实习时间长短与实践实训机会的多少时是影响师范生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发展的重

要因素。师范生抱怨课程质量参差不齐，课堂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由于师范生实践不足，师范生的教学

能力也得不到提升。这表明，课程教学在方法上，应该更注重过程，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体验机会。另外，

教师教育走向多元化与专业化，有学者认为师范生本科课程与教育实习不能完全满足师范生培养的需要，

提出通过师范生课外活动对课程缺陷进行有效补充［9］。有效的课外活动可以培训学生基本技能和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拓展师范生的实践空间，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也能提高他们专业技能的

自我效能感。

同时，课题组认为一是要充分保障实习时长，并且要完善教育实习指导与监督机制，狠抓师范生的

实习质量。相关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教师在指导教育见习、实习时，也往往还担任了校内课程教学，影响

了实习指导工作的精力投入。而有些实习指导工作是分批次安排不同老师去指导，这对于与实习学生、

实习学校的沟通都会带来一定影响。课题组认为优化教育实习指导工作，实习指导教师的任务应该是单

一而延续的。为了更好地贴近教育一线，应该完善“双导师”指导机制，充分发挥实习学校一线教师的

经验价值。

4.3  挖掘学生的学习时空，搭建适宜教学能力发展的智慧教育平台 

信息技术创新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自然也影响到教育。信息技术涌入学

校带来了教育技术飞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的教育视野。新型的信息化环境建构必然会导致教育形态

变革，走向智慧教育［10］。智慧教育的真谛就是通过利用智能化技术 （灵巧技术） 构建智能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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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师生施展灵巧的教与学方法，使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11］。师范院校很有必要强化了

智慧教育的顶层设计，开发系统，搭建智慧教育平台，发挥智慧教育的作用。师范生学生可以通过电视、

计算机网络教室、手机 AAP 等媒体终端随时随地随需学习知识、锻炼能力，各种感官得到充分调动，其

学习质量必然能得到改善，相应能力得到发展。

因此，课题组认为对师范生教学能力培养应结合现代科技发展，开发线上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

的混合教学模式。尤其是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之类的课程，打造巩固知识与发展能力的智慧教育平台。

4.4  增强能力发展的打磨、互动，在师范生培养中推行小组合作学习方式

调查了解到师范生自评表示平时实践锻炼的主动性不强，如教师没有强制要求，不会主动进行基本

教学技能的练习，且很难能独立完成教学设计。通过对教学设计文本的评价，也发现师范生对说课、片

段教学与教案文本区分不清楚；教学过程设计不完整现象突出；在教学设计中尊重学生学习主体、以学

生为本的教学观念没有体现等等，这表明师范生的教育科学知识实践转换不够，动手操作能力较弱。

小组合作学习是对班级教学形式的补充和改进，它的实质是是立足于现代教学的高度，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12］。小组合作学习能改变师范生观摩太少，动手太少的局面。已有相关

研究表明良好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师范生技能的培养效果［13］。课题组认为通过建立学习

小组，配备专业的指导老师引导小组开展合作学习，给学生提供例了互听、互评、互监督、共完成的机会，

这给师范生的教学设计能力与实施能力带来了更多磨练机会，尤其是有利于教学设计文本的撰写、教学

设计的评价以及教学组织等能力，乃至师范生的人际互动的能力提升有极大的好处。因此，课题组认为

宜在同学们之间有了一定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在二年级开始建立学习小组。

5  结论

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现状表明，构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培养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关

于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培养的新体系构建涉及到课程体系的调整、突出实践实训的教学方式、

完善实习指导机制以及建立合作学习小组。另外，调研还发现，师范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存在着学

校差异，因此，师范生的教学能力培养还应该鼓励办学扩大对外交流。本研究关于新体系的构想还需要

进一步通过实践进行具体化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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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ystem of Normal Students’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Training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eacher Education

Qu Jianguo Tian Shenghui Jiang Ai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method of teachers’ qualification create a new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education 
majors,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of normal studen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normal students have lower 
self-evaluation on the ability of analyzing teaching content, designing teaching evaluation,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blackboard ability. The teache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and the length of practice 
have an impact on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training of normal student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design text of normal studen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eacher education, a new system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training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practice guidance mechanism and 
learning mode.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