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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范类专业认证与历史学师范教育桥梁课程
当前高校正积极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这是一次全面提升师

范教育质量的重要契机。它“紧扣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
要，着眼于全面提高师范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完成认证，必
须达成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等在内的8 个一
级指标和若干个二级指标。可以说，师范类专业认证为师范生
的专业培养设定了非常全面且严格的质量标准要求。

专业的规范化课程是质量保障的重要一环。学生经由系统的
课程学习，掌握专业要求的知识、技能。在师范类专业认证
中，“课程与教学部分体现国家对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运行过程
的质量要求”。同时，明确提出了专业课程体系要支撑毕业要
求。以师范类专业认证为代表的新时代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需要有
与之相匹配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课程。

一般来说，历史学院会设置专门的教师教育课程模块，于
其中设置师范类教育课程，而师范教育桥梁课程，一般出现在
专业必修课中，意在为师范生搭建从历史学专业人才到历史学专
业+ 教学人才的课程体系平台。这个平台如何搭建，具体由哪
几门课来充实，值得深入研讨。

2  高校历史学师范教育课程开设概况—以部属六所师范大
学为例

在课程开设方面，部属六所师范大学开设的历史学师范教育
课程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笔者查阅了2019 版的《全国历史学
专业培养方案资料汇编》，把这六所高校开设的历史学师范教育
课程视作一个课程库，库内的课程内容丰富、覆盖面广，这可以
为桥梁课程的开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2.1总体而言，师范教育课程体系较为完备。内容涵盖课程
与教学法、教材课标与教学设计、教师职业素养与发展、教育技
术、班级管理、教学实践、教育法规等方面，具体课程包括：《历
史课程与教学论》、《中学历史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中学历史
教师发展能力》、《历史多媒体课件制作》、《班级管理》、《教育实
习》、《教育政策与法规》等。2021年5月教育部发文明确师范生
四种职业能力标准要求，以中学教育专业为例，“师德践行能力、
教学实践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成为其职业能力
达标的基本要求。显然上述课程能够支撑师范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2.2高校历史学师范教育特色课程引人关注。华东师大通过
《世界古代史与历史教育》、《世界现代史与历史教育》两门课，有
意将通史课程与历史教学紧密结合；华中师大重视案例教学，开
设《中学历史名师教学赏析》等三门课；西南大学设置中学历史
教育模块，包含《中学历史教学策略》等七门课，着力打造系统
的中学历史教师课程培养体系；此外，北师大的《国内外历史教
材比较研究》与华东师大的《海外历史教育研究》两门课反映出
高校教学中的国际视野。

3  建立以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为基础的课程反向设计
“产出导向”是师范类专业认证的重要理念之一，它强调

立足社会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聚焦师范生毕业后“学到了什
么”和“能做什么”……师范生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理应成为
课程设计的反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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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开展，引发我们对课程的反思，例如考虑设置桥梁课程以便更好发挥课程对人才的培养作用。结合
当前课程体系、师范生教学实践的表现和国家对师范生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本文对历史学师范教育桥梁课程的设置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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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我院18级学生参加第9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
生从业技能大赛预赛，参赛选手在语言表达、教学内容的科学讲解方
面表现较为优秀；但是存在核心素养落实不到位、教学方法不能熟练
运用等情况。通过比赛反映出师范生职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随着师范生职业能力标准的出台，“学到了什么”和“能做什
么”成为师范生达标的基本要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成为

“四有”好老师；细化要求师范生教育教学实践所需的基本能力；
强调‘育人为本’、落实立德树人；突出终身学习、自主发展，不
断提升专业水平”等成为师范生职业能力标准的细化要求。据此
进行课程反向设计，实践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产出导向”理念，这
有助于课程的合理化建设。

4  打造课程+教学设计+发展能力的历史学师范教育桥梁
课程体系

桥梁课程应体现前瞻性。新一轮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再加上新教材

（部编版）、新高考（6选3模式）的使用和推出，在各地的基础教
育领域，诸如以“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为主题的研讨纷纷
开展。高等教育层面，亟须与基础教育接轨，桥梁课程应注意吸
纳基础教育中的前沿性内容。

桥梁课程聚焦师范生专业能力的发展。依据师范生教学实践
表现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为推动师范生立足讲台
和可持续发展，课程应渗透新课改理念，突出师范生教学实践和
自主发展能力，着力打造“课程+教学设计+能力发展”的桥梁课
程体系。

桥梁课程具有引领性。桥梁课程很难对四种职业能力培养都
构成强支撑，但是能力培养具有互补性，“课程+教学设计+能力
发展”的桥梁课程体系的确立，也会引领师德践行和综合育人能
力的提升。另外，未在桥梁课程中有明显体现，并非重要性不及，
更何况，师德践行和综合育人能力的培养需要课内与课外活动的
有机结合。

综上，我们应抓住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契机，充分发挥课程的
重要作用。桥梁课程的设置代表对课程体系建设的深入思考，部
属师范高校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结合师范生培养的实际状况和
国家对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我们也愈发明确了历史
学师范教育桥梁课程的设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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