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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职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受重视程度也

在变化，中小学教师职业对于高校毕业而言越发受到青睐，尤

其是中小学美术教师。从每年全国美术高考的情况来看，各省

美术类艺考生都不算少数，特别是山东、湖南等高考大省，在

往年的一些年份，甚至某些省一年的美术高考生就能突破十万。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教育兴旺，另一方面也给美术这个专业方

向的就业给予了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否是美术师范生，在国家

允许的条件下，考取中小学美术教师资格证就是提升了高校美术

类毕业生就业的综合能力。

1   中小学美术教师资格证考试面试要求和考生常见问题

分析

教师资格证是从事教育职业的基本要求之一。考试包括笔试

与面试两大块，笔试合格后，普通话考试在二级乙等及以上，

即可申请面试或者称为试讲。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主要考查考生的

职业认知、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师基

本素养，以及教学设计、实施、评价反思等教学基本技能。从教

师职业素养和工作细则上讲，考查的内容是十分全面的。考生人

群主要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缺乏教学实践是普遍情况。此外，面

试不是简单的考官与考生之间的问答过程，其中还包括了模拟教

学环节，具体的过程大致是三个步骤：考生抽题备考、无生试讲、

考官提问。这个过程，虽然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的统考，但是在面试环节也有少量的差异，比如考官提问的环

节，有些地区会在考生试讲前进行一次，试讲结束后就试讲内容

再提问一次；而另一些地区则是按照前面所述的三个步骤进行。

提问的内容可以概括成两类：教学类和课堂问题。教学类问题包

括了教学组织、安全和教育教学法规等；而课堂问题多是该试讲

过程中的教学设计、内容安排、学生反馈等。正因为两类问题的

差异，在某些地区考官采取了两次提问，使面试过程变成了考生

抽题、考官提问、无生试讲、考官再提问的四个步骤。

对考生而言，最难的自然是无生试讲，本无教学实践，在没

有学生的情况下，独自面对着几名考官就开始自己的讲课，时长

10分钟左右。通常，考生在该环节暴露出的问题最明显：课程设

计不到位、语言表达不顺畅、板书凌乱、教师姿体语言运用欠缺、

设置提问不贴切等等，都是考生常见的问题，接下来就这些常规

问题做一点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第一、基本礼仪。面试考场通常会是在一间独立的教室进行，

考生进出教室之后都会关门。日常高校生活中，大学生进入教室，

较多的情况下是不会敲门的，开门后回身面对门的背面关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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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入该教室。这是习惯，但不是面试该有的基本礼仪。正确方

式应当是，在没人给开门或门是开着时，都应该先敲门，等回应

再进门。进门后面对考官鞠躬行礼，侧身关门后，自信轻松的走

到试讲位置，通常是讲台。这样做的原因是，进门得到了考官的

允许、面对考官侧身关门显得考生大方而不以背对尊者，给人以

礼节、规矩得体的第一印象。其次，在试讲环节，叫“上课”，静

候几秒钟后应该是“学生请坐”。高校的教学过程，一般没有像中

小学那样在上课前有“上课、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的

环节，而高校美术专业的教学就更加活跃自由了。既然是无生试

讲，是模拟教学，那么中小学美术教学的基本环节一定不能少。这

一点除却考核了考生的基本礼仪之外，也是考生对该职业了解程

度的一种体现。

第二、服装。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一般都比较有个性，此外大

学生活也比较自由。奇装异服不一定会穿进考场，但出于生活习

惯本能反应，也不一定会穿着得当。面试服装，最好的自然是正

装，由于种种原因，美术类考生不一定会备有或者喜欢。仪表仪

态作为考核的基本项，考生至少应当做到得体大方、有点教师形

象。日常服饰也可，但是得给人以清新整洁、有文化、不怪异的

整体感，男生注意发饰和面部干净爽朗、女生不得浓妆艳抹和妖

娆，因为面试的是“教师”，在姿体、形象上就得以身作则。

第三、教学语言。无生试讲给无教学经验的大学生很大压力，

因紧张出现语言不畅、逻辑混乱等语言障碍性问题十分常见；有

些考生因为害怕出错，在试讲过程中背诵教案、照本宣科等行为，

给人感觉语言刻板；或者是试讲时语言刻意，有表演的意味等等。

上述这些都是教学语言运用不当，表达不合理的体现。考试有压

力是必然的，因压力产生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训练和心理暗示来被

克服。训练可以使个人教学经验从无到有，能在训练中了解自己

说话表达的习惯，例如说话声音小、说话有表演性人格倾向、说

话容易口齿不清等等，从而寻求策略进行改进。一堂好课要求教

师语言艺术，如何能称得上语言艺术呢？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

标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相信

所有人都赞同的。那就是教学语言应当做到：有效沟通、顿挫有

序、条理清楚。有效沟通，不论是什么语言在课堂上首要保证的

是学生必须听懂，那么该语言就不能吐字不清、语速过快或过慢；

顿挫有序，是指教学语言不能一直不停的说，尽管每一句话都很

清楚，也需要停顿，需要在每一个知识点的转换时进行有效的间

隔，不给学生以压迫感；条理清楚，要求教学语言在整堂课程中

语义明了，有严谨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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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学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能减轻考生不少的

压力，增强试讲的信心。教案的格式学习比较简单，但是能否根

据自己的教学习惯和认知能力安排进合适的内容往往是考生的

“痛点”。考生在拿到考题后，发现自己对题目不甚了解或者觉得

知识点过多都是十分正常的。具体的试讲问题表现：滔滔不绝，

重点难点表达不清楚；讲述内容简单，课堂感觉晦涩；讲课内容

跳跃性大，前后逻辑不清；讲课过程中缺乏精彩点等等。

美术是一个专业方向，子专业很多，如传统的国、油、版、雕

四个专业，也有数媒、服装、动画、建筑、摄影等等，除却美术

教育专业，各专业所学知识都比较“专而不博”。例如，某摄影专

业考生抽到扎染或者年画，该如何着手自己的教学设计呢？很显

然，这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相去甚远，如个人无特殊爱好或者博览

全书的习惯，已有的知识很难胜任这个题目。那只能查找资料，重

新梳理知识要领，组织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是教学设计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把握和讲好一堂课的关键之一，这就是备课能力的体

现。滔滔不绝，重点难点表达不清楚；讲述内容简单，课堂感觉

晦涩，都是因为内容把握不准的表现。一个课题，不论自己熟悉

程度如何，都不能在查找资料后，设计教学内容过多或过少。通

常一堂课，教学重点和难点都不易过多，重点最好控制在三个或

以内，难点最佳为一个。如本课题内容过多，要么突出最重要的

部分，要么分成多节课讲，避免一堂课内容拥挤，信息量过大。

讲课内容跳跃性大，前后逻辑不清；讲课过程中缺乏精彩

点等等类似的情况，往往是教学重点难点在讲述秩序和衔接上设

计欠佳，在试讲过程中表现较多此类问题。试讲时间只有十分钟

左右，教学内容至少涵盖了导入和第一个重点，需要考生把握住

节奏循序渐进，最后引人入胜。美术课不同于其他课程，试讲不

仅没有学生，也不会给考生多媒体设备，但美术课的开始部分多

以图片或者视频导入，考生需要通过自己的语言做简单的描述，

使考官的脑中产生画面感，这需要良好的教学设计和语言魅力的

结合。

其次，美术课不论是鉴赏还是制作课，都是先有图像的展

示再有后续的实践。教学设计中的教师如何提问，作用明显。

考生可以设计合适的提问来引出展示图片，例如：来，请这位

同学起来描述一下该图片描绘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而此

时考生可以借由重复该同学所言来描述图，如：刚才这么同学

说到了······。这样以来，使原本没有图片的课

堂在考官和考生都脑中都形成了必要的画面，也是一种教学共鸣

的表现。诸如此类的办法很多，目的就是让考场试讲的课堂气

氛活跃、生动起来，教学的重点难点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引领出

来也会显得轻松明了，不愁课堂缺乏精彩点。

第五、问题回答。这里的问题指的是考官对考生提出的。

考生在通过笔试后，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一定的教学常识，能

解答常规的问题。因此，考生无需因紧张过渡、口齿不清而丢

分。在这要分析几种极端情况：滔滔不绝、张口胡说、答非

所问；辩论高低、刨根问底；色难、不知所措、惊恐万分；

反问考官等。一般考生不会表现得这么过激，但是会有类似的

倾向。回答问题是一种技能，正如笔试中的问答题，抓住关键

词，多写多回答虽然不扣分，但是也影响卷面的即视感，回答

考官的问题也是同理，答对要领即可。有些考生会疑惑，如

果被问的问题确实不知如何回答该怎么处理？不知为不知，一名

缺乏实战工作经验的考生在一些问题上没法良好的作答是多么正

常的。

当然，考生在进入考场后所遇到的问题和事情是多种多样的，

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仅以日常辅导大学生参加考试过程中遇到

的若干问题进行梳理，整理出如上常规五点。

2  考生面试能力培养与策略建议

问题的产生终归是能力的欠缺。基于笔者辅导工作中的经验

和参考诸位专家文献、著作中的智慧，尝试着提出一些有益于

中小学美术教师资格证考试考生面试能力提升的策略建议。

首先、情境熏陶，转换角色。目前中小学美术教师资格

证考试的考生主要是在校的大学生，鲜有先上岗后考证的。缺乏

教师教学实战和职业心理，可以从“情境”入手，转换角色，树

立信心。既然有从事教师的愿望，完全可以向身边优秀的高校教

师学习。在此，推荐公共课优秀教师的课堂，他们的课堂最贴近

中小学的实际情况。每次课，一般为两节，如大学语文，大学英

语，思政类型的课，教学时间短，主题鲜明集中。而高校的美术

专业课，更加注重实践，在教学方式上相对自由，以技能的培养

为主。或许有人会质疑，高校内的公共课有谁没有上过呢？对，

都上过，可以那只是作为学生的角色去学习过，而不是作为教学

者的角度去分析课堂，这种差异天壤之别。

走向一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建议考生去中小学美术课堂

学习。重回该课堂，会发现，短短的两三年高校时光，自己的心

态变化颇多，如能在学校里跟随着有经验的美术教师工作一段时

间，那么担任教师的角色心理和讲课的信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这也是美术师范生需要进中小学实习的缘由。

其次、熟悉流程，知己知彼。恐惧源于无知，自然会形

成强大的压力。考试的流程在面试前都会明文公布出来，考生

可以认真的研读分析。在各个流程上，扪心自问自己可能会出

现什么问题，在心理上熟练过程，消除恐惧，从而释放压力。

从辅导考生训练的经验中发现，有一部分考生在面对压力时会出

现“鸵鸟心态”。笔试是一个人在看书，而面试是直接面对考

官，生活中或许就已羞于开口，但是对职业的愿望和自我需求

又必须考教师资格证。非常矛盾的现象，此时破除窘境的方式

就是鼓励考生自己先研究考试流程，做到知己知彼。

再次、模拟实战，反复练习。在熟悉了考试流程的基础

上，模拟实战是最有效的提升办法。邀请几位同时面试的同

学，轮流担任“考官”；或者几个好友，请他们担任“考

官”，进行练习。练习前设置好必要的准则和严格参考面试的

考点，提问环节不可忽视。所提问题，如前文所述，基本为

两类，通过网络查找，书本参考，较容易即可收集到常规的问

题和答案，让“考官”任意抽取使用，便于贴近实战。

在模拟实战的前期会经历强烈的角色转换反差，没有经历过

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只是一场试讲会有什么压力呢？往往训练过才

知道，平时在高校生活中的对话是很平实的，倾听者也会表现

得较为随意，而“考官”是专注，是从语言、形象、服饰、

教学逻辑等方面审评，笑场、紧张在所难免。通过面对身边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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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慢慢锻炼，培养出讲课的习惯，从关注“考官”看自己什

么，逐渐转变为参考考试标准如何把握得更加准确，在反复的

练习中，能力就培养出来了。

最后、教师辅导，及时提醒。高校教师的辅导很难做到时

时刻刻，多数情况下，是一段时间或少量课程的陪同练习、师

生互动，这也是本文将教师辅导置于末端的原因。在以往辅导

的实践中发现，每个参加考试的同学所犯的错误都有自己的

“专属性”。例如 A 同学，在试讲中语言表达速度过快；B 同

学面对着空白的黑白假设有作品进行语言描述，缺乏画面感等

等。分析发现，不是这些学生的努力不够，而是每个人的思维

都有所侧重或优势，这时教师的及时提醒和示范尤其重要。辅

导教师通过短时时间的示范、旁听练习，帮助考生找出各自问

题，给予解决的方案，使考生在实践中反复练习、有的放矢、

时刻自我提醒，最终培养出的面试水平自然就优秀。

综上所述，即了解考试、了解自己、师生共同努力、多

练习，形成必要的能力。文至如此，或许会有另一种质疑的声

音：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和麻烦的事，何不直接报个培训班？

请转换一个思维，难道培训班就不是考生自己练习？不是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是将未知变成已知，是身体力行的结

果。本文将中小学美术教师资格证考试考生所面临或以往产生的

问题进行分析后，给予了四点策略性建议，以期帮助那些有志

于成为中小学美术教师的大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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