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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的理论建构

刘在鑫

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建设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效率，关系到课程建设质量，也关系到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实践类课程由于强调实践中增强学生的实践知识、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情境性和在场性，因此加大

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着重分析了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

对象、研究重点难点以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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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类实践类课程是指教育实习、教育研习、

微格教学、教育研习等课程。这些课程教学包括校内和

校外教学实践,对应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专业技能模块、教

育实习模块和课内实践模块等，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分

析、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提高教育素养，增强教育教学

的专业水平。实践类课程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师范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对教师

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问题的提出

过程性评价是指过程评价是对所确定的方案的实施

过程的评价，为方案的制定者提供反馈信息，	用于发现

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潜在问题①。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

程性评价关系到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关

系到课程建设质量和师范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教师教育

实践类课程的有关研究是近年来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焦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层面：早在2011年国家就出台了《教师教

育课程标准（试行）》（教师〔2011〕6号），明确了教师

教育坚持实践取向，强化教育实践环节；2016年又出台

了《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教师〔2016〕2

号），该文件提出要构建丰富的实践内容体系、完善实践

形式、完善多方参与的教育实践考核评价体系等；2017

年再次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教师〔2017〕13号），文件强调产出导向，强

调以师范生的学习效果为导向，对照师范毕业生核心能

力素质要求，评价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

强调对师范类专业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评价，并将

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学改进，推动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的持续提升。2018年国家还出台了《关于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师〔2018〕13号），文件认为：

推进教育实践全过程管理，做到实习前有明确要求、实

习中有监督指导、实习后有考核评价。从诸多文件来看，

国家政策层面都强调实践类课程的重要性、改革实践类

课程的评价方式、坚持过程性评价等问题，但过程性评

价如何操作却语焉不详。

2.实践层面：石河子大学、汉江师范学院等学校结

合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开展了实践探索，分别形成了《师

范类专业认证视角下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体系研究》（达

娜古丽·波拉提等.教师教育论坛.2020年1月）、《基于

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路径研究》（姚炎

昕.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8月）等成果。石河子大

学对教师教育课程课程设置、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了重

构；汉江师范学院则从师范专业认证的观测指标出发，

对照自身的问题，提出要构建“学生中心”的教师教育

课程内容体系、搭建“产出导向”的教师教育课程实践

平台、完善“持续改进”的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机制，该

成果强调了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性，但遗憾地是没有对过

程性评价进一步阐述。从实践成果来看，这些探索集中

在实践类课程体系的构建、实践类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教学内容的开发等方面，虽看到过

程性评价的重要性，但没有对实践类课程的过程性评价

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3.理论层面：早在2007年李孔珍老师在《教师教育

课程不容忽视的内容：实践性课程》（课程.教材.教法，

2007年9月）一文中指出实践性课程的重要性以及理论

依据。李丹老师在《论实践性知识发展取向的教师职前

教育课程改革》（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4月）中强调：

以实践问题整合课程内容，加大潜在课程的开发力度。

周彬老师在《教师教育专业知识：生成、积累与课程转

化》（.教育研究.2021年7月）一文中则认为：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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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的生成与课程建设的关系，强调实践类课程的

重要性。丁雪老师则分析了过程性评价对师生关系的影

响（《场域视角分析过程性评价中的师生关系》黑龙江教

育.2021年6月）等。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教育课程

转向实践课程、过程性评价对师生关系的影响、过程性

评价对学生学习投入度的影响等，没有对教师教育实践

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深入研究。

纵观研究现状，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研究重政策

引导、轻实践操作；重理论研究，轻实践检验等。为解

决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重视不够、评价内容

不清、评价方式简单、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区分度不明

显等问题，课题研究着重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

性评价体系、开发过程性评价量规以及构建教师教育实

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模型。

二、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研究的意义及

价值

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注重课堂教学过程

的评价，改变以往终结性评价为唯一评价依据，做到终

结性评价和过程性相结合；尤其关注教学过程的评价，

做到及时反馈，及时改进，以便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质量。本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往往凭借教师个

人经验评价，随机性、随意性比较大，缺少系统性、科

学性，没有形成规范性的操作范式和评价模型，本课题

在审视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的基础上，将构

建教师教育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模型、过程性评

价体系、评价方案等，完善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

评价理论。

2.实践价值

本课题研究主要面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建设、课

堂教学以及教学反馈等这问题，在实践中具有如下价值：

一是促使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评价内容科学、评价主体

多元、评价方法合理，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课堂教学质

量；二是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体系和模

型，做到“教、学、评”一致性，有利于提高教师教育

实践类课程建设质量；三是促进“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等师范专业认证理念落实，注重教学过程，

及时反馈学生学习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激发学生的

内生学习动力，有利于提高师范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三、研究对象、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课题研究什么，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这是课

题研究设计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本课题研究认为研究

对象、研究重点难点主要体现为:

1.研究对象

针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本课题

研究的对象确定为：

①	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体系。通过

对国内相关师范院校的调查，吸取师范院校实践类课程

过程性评价的成功经验；对基础教育名师、课程与教学

论的专家进行访谈，根据教育实习、微格教学、教育见

习、教育研习不同课程的性质和目标，明确教师教育实

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的目标、评价内容、评价主体和评

价方式，分别构建教育实习、微格教学、教育见习等教

师教育实践类课程的过程性评价体系。

②	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

程性评价量规。结合过程性评价的有关理论，通过征求有

关课程专家和用人单位的意见，评价主体、评价对象、以

及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协商编制科学、合理、可行的教育

实习、教育见习、微格教学等课程的过程性评价量规。

③	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评价模型。结合教师教

育实践类课程评价体系和评价量规，总结凝练教师教育

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模型。该模型既体现理论创新，

又能实践操作。

④	完善（修订）教育实习、教育研习、教育见习、

微格教学等实践类课程标准。选择实验班级进行教学实

验，对过程性评价体系、评价方案、评价量规、教学设

计和课件等进行试验检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

验，不断完善教育实习、微格教学、教育研习、教育见

习的课程标准。

以上是本课题研究对象，课题研究将达到的目标是：

一是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和实践，构建符合师范专业认证

的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体系和模型；二是通

过实践、实验对比，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教师教育

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方案和评价量规；三是通过本课

题研究，开发和设计基于过程性评价的教学设计和课件；

四是通过本课题研究，不断完善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的

课程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今后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课堂

教学、课程建设提供指引。

2.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根据课题内容及拟达到的目标，结合课题研究的实

际情况，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特色有：

（1）研究的重点、难点

①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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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评价评价量规和构建评价模型。因过程性评价工作

量大、评价内容不易把握，本课题研究根据不同课程的

性质和目标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评价量规和评价模

型。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研究构建的模

型、开发和设计的量规能够体现一定的理论创新，适合

课堂教学的需要，能够运用于其他实践类课程，其形成

的经验能推广和复制。

②构建教育实习、微格教学、教育见习等课程的过

程性评价体系。微格教学、教育实习、教育见习等课程

的过程性评价体系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本课

题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目标，构建的

过程性评价体系将达到评价内涵和标准准确、评价内容

清晰、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方式多样，改变过去过程性

评价标准不准确、评价内容不清晰、评价方式简单等不

良状态。该评价体系解决以往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

性评价存在的不足，做到能以产出为导向，符合相关利

益方的需求，改进教师教育培养方式。

（2）本课题的特色及创新点

本课题主要针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存

在的问题而进行研究，采用比较法、调查法、行动研究、

文献法等研究方法，其特色一是坚持以实践取向的行动

研究范式，课题源自教师教育职前培养的改革实践，在

教师教育改革实践中发现问题，凝练问题，最终解决问

题。二是构建过程性评价体系、评价方案和评价量规，

变革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评价模式：改变以往评价主体

单一、评价内容不清、以终结性评价为单一的评价方法。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

程性评价模型、体系以及开发、设计评价量规，本课题创

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一是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

程过程性评价体系；二是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

评价的模型；三是设计科学、合理、可行的教育实习、教

育见习、教育研习、微格教学的过程性评价方案；四是设

计和开发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量规。

四、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研究方法

课题研究主要是解决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

价存在的不足，构建过程性评价体系、评价量规、评价

模型以及修订课程标准等内容，为达到研究目标和完成

研究内容，讲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比较法：通过理论分析与调查研究，对比教师教

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发

现存在的问题，从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等。对标

国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关于加强师范生教

育实践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等文

件精神，厘清国家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赋予的应然状

态；通过调查，发现教师教育课程的实然状态；对两者

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为课题研究指明方向。

2.行动研究法：本课题针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评

价存在的问题，凝练问题，解决问题，教师既是研究者，

又是课题研究的行动者，研究者在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

过程性评价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实施研究，研究始终放在教师教育实践类课堂中，

从中观察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不断改进

研究策略。

3.调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多种调查

方法，发现其他院校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掌握教师教

育实践类课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专家进行访谈，听

取专家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的有关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模型、

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评价体系及编制过程性评价评

价量规。

4.文献法：通过文献梳理，厘清教师教育实践类课

程过程性评价的有关理论成果，发现其他院校教师教育

实践类课程评价取得的成功经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探寻兄弟院校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的方法措

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和理论依据。

五、结束语

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建设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效率，

关系到课程建设质量，也关系到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实践类课程由于强调再实践中增强学生的实践知

识、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情境性和在场性，加大

对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课

题研究将着力构建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过程性评价体系、

模型、开发和设计评价量规以及修订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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