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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全科型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了小学各

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主要讲授各学科的课程内容知

识与教学法知识，以培养学生各科教学的能力。语文作为小学

主科课程，与语文相关的“课程与教学论”是高师院校小学专

业专业全科型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之一。小学教育专业“语文

课程与教学”课程是培养师范生语文教学能力的核心课程，是

将师范生的语文基本能力转换成语文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1]。但

是当下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无论

是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还是师资力量都无法适应一线语文教

师岗位对人才的需求。

1  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现状

1.1课程设置无法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

自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并在不

同场合10余次提出明确要求以来，职业教育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2017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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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国

教育现代化2035》，前者提出了“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的

要求。全国各高师院校积极探索师范类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在这

培养路径的探寻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将培养重点指向了学生

教学实践能力的提升上。之所以出现如此一致的需求，这与过去

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相

关，虽然根据《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要求，各个高师院校

设置的各学科“课程与教学”课程，如《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包

含了小学语文学科教育基础知识和小学语文学科教学实践能力训

练，但是课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只重视小学语文学科教

育基础知识，忽视小学语文学科教学实践能力训练，或者相反的

问题。在一门课程里同时包含学科教育基础知识和学科教学实践

能力训练两个部分内容的情况下，教师容易根据个人的特长偏向

培养学生其中某一部分内容，而淡化另一部分内容；从学生的角

度来讲，也容易根据个人的特长，偏向学习学科教育基础知识或

者学科教学实践能力，从而人为地导致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困境。

事实上，学科教育基础知识和学科教学技能都是学科教育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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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转化为实践操作的

具体体现[2]。

1.2课程内容衔接不了当下的小学语文教育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知识的快速传播，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模式的普及，小学课堂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不断凸显，

为学生提供多元性的、知识丰富的小学语文课堂已经是小学语文

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 0 1 1 年

版）》依然在实施，语文课程的性质依然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

统一，小学语文教材基本内容也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小

学课堂教学已经换了样貌。长期以来，固定的桌椅不再固定

时，小学的课堂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大部分高师院

校所讲授的各学科“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依旧如故，部分教材

依然采用的人教版的案例，这已经不符合2019 年以后的小学语

文材料内容。自2019年小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成“部编版”小学

语文教材后，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相应地更新了小

学语文教材案例的新教材目前还只有吴中豪先生主编的2021年版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一书。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

中，小学语文课程资源不再仅限于“部编版”的小学语文教材，还

有许多来自生活和网络的教学资源。相比，高师院校，尤其是地

方高师院校就小学语文教材讲授小学语文学科教育基础知识这样

单一的内容而言，小学语文课堂实际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资源更

加丰富。此外，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中涉

及的教学设计板块的内容，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教案设计、微课设

计，但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中，随着对口语交际、写话与习作、

综合性学习的重视，好的活动方案的设计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教

育对小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视，设计有灵活而弹性的教案已是趋势。

传统的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中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

板块的内容，还停留在信息技术发展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

学内容更加直观，教学方法也更为的丰富，其中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方法是适应当下小学语文教育发展需求的内容。

2  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路径

2.1 优化课程设置，适应人才培养需求

根据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学习完

“语文课程与教学”类课程，应达到掌握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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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较熟练地进行小学语文教学实践，基本达到小学语文教学

的初步水平[3]。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语文教育基本知识

和语文教学能力同样重要的情况下，将《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课

程分设成《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分析》、

《小学语文教学模拟训练》等几门课程，从而在直观的课程设置上

让小学教育专业的师生感受到两者的重要性，并在教学与学习中避

免出现偏向某一方的情况。分设之后的课程将更加细致地体现人才

培养的需求，更为直接地对接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还可以根

据小学语文五大学习领域，开设部分小学语文专题选修课，如《小

学习作教学指导》、《小学口语交际教学指导》、《小学综合性学习教

学指导》等课程，来拓展和细化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对“小学语文课

程与教学”各板块知识的学习。

2.2丰富课程内容，衔接一线小学语文教育实践

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课程内容在选择上，

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首先符合课程目标，同时衔接小学

教育专业学生教师资格证考试内容，然后结合当下小学语文教育发

展的需求等，实现知识、能力、情感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展[4]。知

识能力方面，结合前沿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案例理解小学语文课程

标准的纲领性地位，通过对小学语文课程基本理念，各学段五大领

域教学目标的学习，逐步树立“基于标准的语文教学”信念，理论

与案例相结合解决《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解读》课程内容的枯燥和单

一问题。在《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分析》上，结合教材内容本身，融

合线上名师课堂和生活热门事件拓宽学生的课程资源视野。针对一

线教学对小学语文教师语文基础知识成体系，厚学识的要求，在进

行《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分析》的同时，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强

化学生对小学语文字词、笔顺笔画、诗词积累的查漏补缺，通过名

篇选文完整阅读和学习的方式增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熟悉程度。让学

生在学习小学语文教学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复习和强化已经学

习了的语文基本知识内容。

2.3线上线下相结合，改善教法学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发达的网络技术，普及的手机

使用率，学生的学习载体不再仅限于书本与杂志，百度、谷

歌、微信公众号等网站平台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的重要载体之

一，任何知识都可以在网上查询，知识不再掌握于少部分人手

里。大众文化的传播使得高师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

教学”课程的学习不再仅限于课堂教学，课程资源也不再仅限

于本校校内，学生可以在超星学术、中国MOOC 等网络平台学习

相应的课程。在信息爆炸，资源众多的情况下，教师需要做的

不再是去讲授知识本身的内容是什么，而是需要扮演一个资源整

合和分享的角色，教师通过收集各类资料，并结合本校学生的

特点，人才培养目标和地方小学语文教师需求整合资料，形成

丰富、有特色、适合学生的教学材料供学生去学习。如，《小

学语文教材内容分析》这门课程，目前完全针对小学语文教材

内容分析的网络开放课程有上海师范大学王荣生教授主讲的《小

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该课程主要结合课程标准进行了

小学语文教材研究，学理性强，虽然有些地方对我校学生来讲

比较深奥、难理解，但是部分内容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理论修

养。因此，教师在线下完成教学之后，可以适当安排课下去学

习线上王教授的课程。教师确立分享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而不

是传统的讲授者时，学生也会相应地改变自身的学习模式，经

过适应期后，学生会主动养成思考，探究，讨论、提问等学

习习惯。改变过去教师讲解完知识点，学生简单地去背诵“小

学语文的单元主题是双线并行”这样的知识点，采用主题探究

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结合课程标准去分析教材内容的特点。

《小学语文教学模拟训练》则以学生练习为主，教师指导为

辅，需要结合见习、练习、实践交叉进行。

2.4 与政府合作，增强师资

课程与学生之间的桥梁是教师，优质的教师团队对课程建

设，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了“三教”改革的任务。“三教”改革中，教师

是根本，但是目前我校的师资力量和师资培训还难以满足高师院

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对教师的需求，在

“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理论和实践的相得益彰”的 “双师”

型教师缺乏的情况下，聘请一线的优秀小学语文教师为小学教育

专业“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的实践指导教师有助于提升学生

实践能力的训练和对一线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真实了解。当下众

多的高师院校已经在采用此方式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但是聘请到

的一线小学名师，因其个人在小学学校中的重要地位，使得这

些名师的在小学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工作任务重，无法保证按

时高质量地完成“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实践板块的指导

任务，部分院校的“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课程实践板块指导

教师在课表上虽然写的是一线名师，实际上课的却又是本校教

师，所以，校地合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师资结构并

未真正得到实施。要解决该问题，除了积极引进和培养本校

“双师型”教师的同时，也需要深度融合校地合作，加强与政

府的合作、沟通，以解决本校学生就业的同时，能真正协调一

线小学名师参与人才培养。

课程的设置、教学方式的变革、师资的建设都是随着人才

培养的需求而变化发展的，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接受新

的教育教学模式，学习新的教学理念，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已经

是大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一线教师人才需求，深化课程改

革，给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也是重要的任务。课程的改革

和实施始终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不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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