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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认证背景下高校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情况调查分析

——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为例
任善静 ¹  　何　云 ²  　令狐雨薇 ³

贵州师范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毕业要求是衡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决定了学生出口的标准并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本文通过对校

内外专家进行调研建立师范认证背景下衡量毕业要求的指标体系，借助统计软件对培养目标的达成度进行量化分析，达到

“从点到面，从面到体”监测、追踪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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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
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调要
建立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同
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7 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印发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及认证办法，启动师范专业认证工作，
加强培养质量检测评估，促进各地不断提升教师培养质量”
的要求，标志着师范专业认证已经成为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
内容。认证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基本理
念，核心指标是一践行、三学会，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
会育人、学会发展，即：师范认证八个毕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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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合作。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是衡量高等学校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对教学活动的持续改进起指导作用，
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动态发展有持续的追踪作用，进而为专业
持续改进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全国很多高校都启动了师范专业认证工作，但是
均未形成相对成熟的关于师范专业认证工作的整体数据指标
体系，无法跟踪认证工作的目标达成度，由此，我们以贵州

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为例，通过访谈及问卷调研的
方式确定数据指标体系，搜集分析参与师范认证的 18 数本班
级的学生数据，得到学生间综合素质发展的横向及纵向的分
析结果，为师范认证背景下学生的目标达成的指标体系的构
建及数据的分析提出值得可推广可借鉴的方案。

二、研究思路
①校外调研：对已就职中学的校友和中学教学专家进行

访谈，搜集高校培养过程的在校行为及行为对相应八个毕业
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及同一毕业要求不同指标点权重的确
定；对用人单位进行调研，一方面调研用人单位对我校已就
业学生的满意度，另一方面调研用人单位对合格师范专业毕
业生的界定。②校内调研：对 18 级参与师范认证的数学专业
的两个班级 100 名学生进行调研，搜集他们入校后的在校行
为，结合校外调研的指标点及本院的具体情况把学生的在校
行为与毕业要求指标点进行对应，根据每个毕业要求在各个
行为环节考核中的比例分配，计算学生的毕业要求的达成情
况。通过时时的数据更新，纵向可以跟踪每位同学毕业要求
时时达成情况；横向对比分析：1. 各个阶段每位学生的达成
情况对比分析；2. 每位同学的综合素养是否达到了班级平均
水平；3. 不同班级的达成情况的对比分析。

图 1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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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选取
数据指标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学生达成度的分析。我们通

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贵州师范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18 级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及任课教师进行调研，一方面得

到了学生入校一年的在校行为，我们选取了包含德育、智育、
文体三个方面，共选取 19 个指标用于分析学生的毕业要求达
成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对学院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得到学生
在 19 个指标的方面评分标准，如表 1：

表 1　各项指标及打分标准

各项指标 各项打分

出勤 全勤（1）

班干 班长、团支记（1） 其余班干（0.8）

校级层面的学生干部 主席（3） 部长（2） 干事（1）

寝室长 （0.5）

社团 主席（2） 部长（1） 干事（0.5）

献血证 （1）

优秀个人 省级（5） 校级（3） 院学院（2） 院党委（1）

星级寝室 室长（0.5） 成员（0.3）
校园活动（文体活动除

外）
一等奖（3） 二等奖（2） 三等奖（1） 参赛（0.2）

社会实践 省级（5） 校级（3） 院级（2） 参与（1）

团课结业 （1）

入党积极分子 （1）

党课结业 （2）

数学建模比赛 一等奖（5） 二等奖（4） 三等奖（3） 参赛（1）

英语四级 （3）
普通话 二乙（2） 二甲（3） 一乙（4） 一甲（5）

计算机二级 （3）

校级文体活动 一等奖（3） 二等奖（2） 三等奖（1） 参赛（0.5）

院级文体活动 一等奖（1.5） 二等奖（1） 参赛（0.5）

四、毕业要求对应指标的确定
一方面，前期指定合理的问卷分别都是贵阳市、毕节市

的六所中学的教学专家、用人单位及我校数学专业毕业已就
职中学的老师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得到在校行为与 8
个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及同一毕业要求不同行为权重的确定；
另一方面，通过对我院数学与应用专业专业领导、任课教师、
参与师范认证的 18 级学生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得到学生在
校行为。结合校内外调研的数据分析结果，确定学生的在校
行为与 8 个毕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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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合作的对
应关系，见表 2。

表 2　毕业要求的指标确定

综合素质 各项相关指标

师德规范
出勤 + 献血证 + 优秀个人 + 团课结业 + 入党积极分子 +
党课结业

教育情怀
出勤 + 班干 + 寝室长 + 校级层面的学生干部 + 普通话 +
计算机二级 + 社团 + 社会实践

学科素养
数学建模比赛 + 社会实践 + 英语四级 + 普通话 + 计算机
二级

教学能力 社团 + 社会实践 + 普通话 + 计算机二级
班级指导 班干 + 寝室长 + 校级层面的学生干部 + 社团 + 星级寝室

综合育人

英语四级 + 普通话 + 计算机二级 + 院级文体活动 + 校级
文体活动 + 社会实践 + 数学建模比赛 + 校园活动（文体
活动除外）+ 社团

学会反思
数学建模比赛 + 社会实践 + 社团 + 院级文体活动 + 校级
文体活动

续表
综合素质 各项相关指标

沟通合作
班干 + 数学建模比赛 + 星级寝室 + 社团 + 校级层面的学
生干部 + 社会实践 + 院级文体活动 + 校级文体活动

五、数据分析
前期我们对贵阳和毕节部分中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研，

得到了相关指标和指标权重，借助 R、Python、Excel 软件对
我们搜集到的 18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两个班级的数据进行
详细分析，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果。
（一）大学生总体综合素质数据分析
通过对参与师范认证的 18 级数学专业 100 名学生在大学

一年级阶段得到的师德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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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分值进行分
析得到了每位同学在八个方面的达成情况。由图 1 可知，横
轴 1-100 表示调查的 100 名学生对应的编号，纵轴表示得出
的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首先从横向考虑，以师德规范为例，
最靠近横轴的深蓝色区域表示 100 位同学的师德规范情况，
由此区域可知大一大部分学生的师德规范水平差距不大，只
有少部分比较突出，如：第 17 号学生的师德规范最高。其次
从纵向的角度考虑，学生对应的纵轴越高说明综合素质越高。
其中编号为 61、17 的同学综合素质比较高，其师德规范、学
科素养等八个方面都处于相对优秀水平；而编号为 68、95 的
学生综合素质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直观的可以看出经过大
学一年的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但是还
存在学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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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综合素质各方面数据面积图

为了进一步分析所调研学生总体的综合素质，我们将所
得数据用四分位数进行分类。借助四分位数把被调研 100 名
学生所得数据的师德规范、教育情怀等 8 项指标分别划分为
高、中、低三类。由表 3，可知：1. 除了师德规范、班级指
导，其它 6 个方面都近半数的学生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优秀
的学生人数都不高于较差的学生人数；2. 师德规范、班级指
导两个方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处于中等水平，而优秀的学生
人数远低于较差的学生人数，尤其是师德规范方面，接近一
半的学生处于低水平。因此，由表 3 知学生发展处于不均衡
状态，尤其是大学一年级对师德规范、班级指导的培养不够，
该专业在后期的培养中要更多的关注全体学生的师德规范、
班级指导的培养，并且更注重处于前四分之一的学生的发展。

表 3　大学生综合素质 8 个方面四分位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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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合作

高 21 18 20 22 24 25 24 25

中 30 52 55 52 37 50 50 49

低 49 30 25 26 39 25 26 26

（二）学生个体综合素质雷达分析图
以上分析了 18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的总体情况，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个体在年级的占比情况（见图 2）。随
机输入一位同学张丽（化名）（编号 44号），由以上图 1可知
该同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进一步由下面雷达图 2的第一个图
可知，蓝色区域表示本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就教学能力、学科素
养等 8个方面的平均水平；橙色区域表示张丽在 8个方面的水
平。对比年级平均水平和个人的水平可知，该同学的总体素质
处于中等偏上的。教学能力、学科素养两个方面远高于本年级
平均水平，而师德规范、教育情怀、综合育人、班级指导、学
会反思基本达到了年级平均水平，但是沟通合作却远低于年级
平均水平。再输入刘龙（化名）（编号 68号），由图 1可知该
同学几乎处于最低水平，由雷达图 2的第二个图可知，刘龙同
学的 8个方面个人水平都远低于年级的平均水平。

图 2　个人在全专业平均综合素质达成分析

（三）班级间综合素质对比分析
针对本专业大学一年级不同班级的综合素质进行数据对

比分析（见图 3）：该雷达图中的蓝色部分代表一班的平均水
平，橙色部分代表二班的平均水平。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 8 个毕业要求中，有五个方面（教学能力、学科素养、教
育情怀、师德规范、班级指导）一班平均水平都要高于二班。
由此可知两个班发展不平衡，各有优势及劣势，这可能由于
不同的任课教师、班委带领下产生的发展倾向的不同，两个
班没有及时进行沟通、交流、学习和借鉴，由此导致了班级
间综合素养发展的不均衡。

图 3　班级间对比雷达图

六、结语
本文一方面通过调研确定了师范认证背景下衡量毕业要

求 8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搜集参与师范认证的 18级
数学专业学生的数据信息，借助 Pathon软件以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和毕业要求为依据，制定统计模型对培养目标的达成度
进行量化，对所得数据进行了横向、纵向的综合分析，达到了
“从点到面，从面到体”的辐射效应平台，其中，“点”主要针
对一个学生；“面”主要体现在一个班级；“体”主要体现在一
个年级。进而可以做到：①参与师范认证的学生可以借助此平
台随时监测自己的发展情况及与培养目标的距离，及时调整自
己的发展方向以达到自己的成长定位；②教师可以借助此平台
随时监测学生的综合素养达成情况，有效调节自己的培养方
案以促进培养目标的最终达成。从而有效的促进一流大学的建
设，最终实现短期内提高师范专业认证专业教学质量，长期形
成有效的教学质量跟踪、评价、管控一体化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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