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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实践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

〔2019〕18 号）提出强化实践教学，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

达成度和社会满意度。但如何准确客观评价实践教学效果，持

续改进教学，是长期困扰教育教学工作者的问题之一。近年

来，许多学者从评价机制[1,2]、评价体系[3,4]和评价方法[5,

6]等方面展开研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存在对实

践教学评价认知不足、评价主体定位模糊等诸多问题，难以有

效指导评价主体对教学效果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另外，对不

同实践教学活动效果的评估往往采用定性分析方式，对各项实践

教学活动能力培养差异的定量分析较少。

为规范引导师范类专业建设，建立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不断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教育部制定了《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号）。

办法中提出：认证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

基本理念。对师范专业实践教学也提出具体要求，实践教学

体系完整，专业实践和教育实践有机结合。教育见习、教育

实习、教育研习贯通，涵盖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

实践和教研实践等，并与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实行教育

实践评价与改进制度，依据相关标准，对教育实践表现进行

有效评价。因此，如何依据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对教育实践的

效果建立客观准确的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的结果如何使用以

便发现目前师范生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成

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课题拟依托本科教育实践效果的调查数据，结合教育部师

范专业认证标准，建立师范专业教育实践评价体系，综合分析北

华大学某学院本科师范专业教育实践效果，梳理教育实践需要关

注的问题和持续改进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师范生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师范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2　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构建

师范生教育实践评价体系的建立，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要服从师范生培养目标，符合国家教育方针；二是评价指标要

明确内涵，具有科学性，不相互干扰；三是各评价指标之间要具

有全面性，能体现师范生培养的各个方面。因此，根据《中学教

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要求，师范生培养的毕业需达成“一

践行三学会”。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其中，

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的教育实践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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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为某教育实践环节效果；指标层I 对应毕业要求的“一

践行三学会”，即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

展；指标层 I I 对应具体要求，即师德规范、教学情怀、学科

素养、教学能力、班级指导、综合育人、学会反思、沟通合作。

图1     师范生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依据模型“综合得分 = ∑指标得分×相应权重”，以学生

不同指标的得分情况来评价教学活动的效果。其中：

综合得分：教学活动的综合评价指标。假如教学活动越有效，

所得分数也就越高。

指标得分：根据学生的自我评价，得出的某指标的平均分。

相应权重：在相应的教学活动中，某一指标的权重。

即首先分析每个教学活动所期望培养的指标的重要性，然后

划分权重，再由学生自己对相应指标的提高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和

打分，最后得出教学活动效果的综合评价指标。

3　教育实习教学效果评价

3.1教育实习评价的判断矩阵建立和权重确定

根据师范生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要求重要度调查问卷（学生）

在问卷星云调查的数据，对教育实习评价体系各级指标建立判断

矩阵、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然后确定权重如表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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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育实习活动践行师德判断矩阵的构建及一致性检验

上述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CR 均小于0.1，各判断矩

阵的一致性均满意。教育实习时，在指标层Ⅰ中践行师德权重为

40.198%、学会教学权重为26.122%、学会育人权重为20.347%、学

会发展权重为13.333%。在指标层Ⅱ中，师德规范、科学素养、班

级指导、学会反思的权重分别为69.999%、66.007%、60.790%、

66.383%。

3.2教育实习学生自评情况

根据学生自我评价得分的分布情况，结合常用的评分方法，

将教学评价的综合得分分为四个等级：最佳效果、良好效果、及格

效果和无效效果。85分以上为最佳，70-85分为佳，60-70分为及

格，60分以下为差。因此，当综合得分高于60分时，说明该项教

学活动效果基本达到学校的要求，基本完成了人才培养目标。根据

评价体系和模型，对学生教育实习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见表6。
表6         教育实习综合评分表

从表6中可知，教育实习综合得分为83.71，在70-85分之

间，说明教育实习整体教学效果良好。在二级指标中，师德规

范得分为85.92 分，教学效果最好，说明该专业教育实习环节

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师德师风；教育情怀、学科素养、学会

反思、沟通合作得分分别为84.46 分、84.22 分、83.91 分、

83.78 分，教学效果良好；教学能力、班级指导、综合育人得

分分别为81.82 分、79.81 分、81.69 分，教学效果较差，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指导得分未超过80 分。各指标得分表现说

明，该专业教育实习工作在践行师德方面培养效果比较突出，

在学会教学和学会发展方面培养效果也较好，反映出其教育实习

内容和方法能够满足师范人才培养和专业认证的要求，但是在学

会育人方面培养效果较差，尤其是在班级指导方面存在不足。

建议在教育实习前期开展班级指导、教学能力和综合育人方面专

项实训课程，提高教育实习活动中对班主任实习工作的能力要

求，以进一步提升教育实习活动的整体教学效果。

4　结论

本文根据师范生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以“一践行

三学会”为指标建立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依据评价模型：综合得

分=∑指标得分×相应权重，以教育实习为例进行实践教学效果

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在教育实习活动中，指标层Ⅰ中践行师德

方面教学效果最好，学会教学和学会发展方面次之，学会育人方

面较差；具体到指标层Ⅱ中，师德规范、教育情怀、学科素养、学

会反思和沟通合作5个方面教学效果较好，教学能力、综合育人

和班级指导3个方面教学效果相对较差。综上所述，根据“一践

行三学会”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建立实践教学评价体系能够对相关

实践环节的教学有效性进行评价，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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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育实习活动学会教学判断矩阵的构建及一致性检验

表4          教育实习活动学会育人判断矩阵的构建及一致性检验

表5        教育实习活动学会发展判断矩阵的构建及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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