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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好老师，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细化师范生

实践能力要求，教育部提出师范专业应培养出具有“师德践行

能力、教学实践能力、综合育人能力、自主发展能力”的教

师人才，这是基于师范专业认证提出的“一践行三学会”在职

业能力上的进一步凝练。过去，由于缺乏对实践教学发挥作用

机制的研究，以至于普遍认为加强实践教学就是要加大实践教学

的数量，即增加时间和丰富形式，而对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体

系及促进其与理论教学的协同配合关注不足，对参与实践教学的

多元主体的协调不够，没有发挥实践共同体的育人作用。因

此，树立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践教学理念、以“体验

反思”为核心的生成性教学理念以及“多元共生”生态化教学

理念，是新时代教师教育培养的内在要求。

1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学理念

实践是实践教学的核心概念，对实践教学理念的认知就得从

“实践”入手。从“实践”的本意来讲，实践就是“履行、

实际去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实践是改造社会和自然的

有意识的活动”，“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

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因此，实践作为

人的存在方式，既包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主观世

界，更在于完善人自身的生命意义。所以对实践教学的认知就不

仅仅只是停留在学会教育技能这一层面，而要从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提高人的存在意义来认识，即主体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实现

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对自身进行客观审视和反思中提升自

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断超越自身，实现“全面发展”。

树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践教学理念，包括

两层含义：“人是目的”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实践教学的“人

为”和“为人”及其对象是人本身来看，实践教学的出发点和归

宿必然是人。实践教学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且身心各方面都得到良好的发展。师范专业认证中“毕业要求”

包括“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和学会发展”四个维度，对

应师德规范、教育情怀、学科素养、教学能力、班级指导、综合

育人、学会反思和沟通合作八个二级指标要求，这四个维度八级

指标涵盖了知识、能力及价值观的要求，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目标。

2  以“体验反思”为核心的生成性教学理念

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师范专业实践教学，其目的是在

实践中提升人的知识水平、能力水平和人生价值。因此实践教学

就不仅仅是经过经验式训练培养“工匠师”，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

实践教学活动，先“获得实践教学经验”，然后“从经验中学习”

并对实践教学进行反思，最终“形成实践教学智慧”。这个过程可

以分为分三个环节，即体验-反思-智慧形成，以“体验反思”为

核心的实践教学理念规定着实践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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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实践教学经验环节，是实践教学的初始阶段，在这个

环节，师范生在教育见习或实习中，通过观察、模仿、体验

等方式参与具体实践教学获得直接经验。“从经验中学习”并

对实践教学进行反思环节，是实践教学的中心环节，“反思是

立足于自我之外的批判地考察自己的行动及情境的能力。”②师

范生通过对获得的感性经验进行分析与反思，分析技能训练中的

优点和缺点，并在批判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并且在实践中再

次检验，从而获得对教学的认识、理解和策略。实践教学智慧

形成环节，是通过体验和反思在自己头脑中建构的对教学内在规

律的认知，并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反应模式或变通

模式，以应对未来更复杂的问题。

3  “多元共生”的教育生态化理念

根据师范专业认证“合作与实践”部分提出“协同育人”

要求，“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学建立权责明晰、稳定协

调、合作共赢的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基本形成教师培养、

培训、研究和服务一体化的合作共同体。”③这个合作共同体

是“多元共生”的生态共同体。“共生”一词原指不同生物之间所

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的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生存

的条件，另一方则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帮助。实践教学作为师范教

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包含有目标、内容、主体、方法、资源、

制度等多个要素组成的系统，并且和教育行政部门、中学及社会

有着密切关系。在实践教学中要建立“多元共生”的教育生态化

理念。

总之，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践教学理念规定着实践教

学最终目标，以“体验反思”为核心的生成性教学理念规定着实

践教学的过程，“多元共生”生态化教学理念规定着实践教学的要

素。多维度思考新时代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理念，对于加快实践教

学改革、提升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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