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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认证提出的认证理念（即“产出导向”“学生中心”和“持续改进”）和认证标准是当前深化教师培养

改革的基本依据。师范专业认证遵循的是从“院校-专业-课程”逐级下沉的思维，因此，高校在落实专业认

证要求、深化教师培养改革的过程中需要从学校、专业和教师三个层面有序展开。只有经过“学校-专业-教

师”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上下联动、内外发力、持续连贯的改革过程，才有可能实现重塑师范教育的改革目

标。 学校要吃透标准，重塑人才培养体系。对于学校来说，当前要着力做好的核心工作是重塑教师培养

体系、构建“产出导向”的教师培养新体系。其一，学校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工作。这要求基于认证理念和标

准来推进本校教师培养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专业自足转向需求导向、由“教”为中心转向“学”为中心、由内

部监控转向外部评价。其二，学校要做好改革指导工作。由于师范专业认证在我国仍是新事物，很多一线

教师教育者并未深入理解，这就要求高校在推进本校的教师培养改革中要给予他们多方面指导，指导的内

容包括：论证制定面向需求的教师培养目标；明晰支撑培养目标的毕业要求；建立支撑培养要求的课程体

系；建立全程支持师范生成长的服务指导系统；建立支持师范人才培养的保障系统；构建持续改进的质量

保障机制等。其三，学校要做好条件保障工作。学校应当依据认证要求，切实改善师范专业办学条件，比

如：师范生和专业教师的比例不得高于 18∶1，专业课授课教师中拥有硕士和博士学历者必须占 60%以

上，生均培养经费须高于全校平均水平，每 20个实习生不少于 1个教育实践基地，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时

间不低于 18周，等等。 专业要用足标准，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师范专业认证与以往教师教育评价的最

大不同在于它直接指向专业，因此专业应当在深化教师培养改革中承担起重要责任。这要求专业做好这样

几方面的工作。其一，紧扣“五个度，”写实专业《自评报告》。所谓的“五个度”是指专业定位与社会需求

的适应度、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教师及教学资源的支撑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

师范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它们体现了师范专业认证 8个一级指标的质量要求，《自评报告》在内容上

必须涵盖达标情况、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其二，以产出为导向，构建系列化的教师养成体系，包括“践行

师德”养成体系、“学会教学”养成体系、“学会育人”养成体系和“学会发展”养成体系。其三，找准聚焦点，

修订《培养方案》。在修订培养方案时，专业要坚持“三大聚焦”，即聚焦产出（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和课程目标）、聚焦支撑（包括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课程教学对课

程目标的支撑）和聚焦评价（包括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和培养目标达成评价）。唯有

如此，专业才能将认证要求真正落实到教师培养改革之中。 教师要做实标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师

是课程的具体实施者，在改革教师培养的过程中，教师如何行动甚为关键。其一，教师应基于“产出导向”

理念来制定教学大纲。为此，教师必须做到“三个挂钩”：即将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挂钩、将课程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课程目标挂钩、将课程的考核方式和评分标准与课程目标挂钩。其二，教师要针对教

学做好“三个改进”。第一个为教学内容改进，教师要在注重教学内容基础性、科学性的同时，要凸显其实

践性。第二个为教学方法改进，重点是要改革传统教学中存在的听讲、灌输等问题，教师应该在教学中恰

当应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探究教学、情境教学等方式，注重师范生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提升师范

生的自主学习、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第三个为评价方式改进，这要求授课教师要定期评价课程目标的达

成度，并能自己通过收集证据举证达成情况，从而解决以往教学中存在的教师“只管上课，不关心结果”的

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教师培养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证之前的“自评自建”阶段，还应延伸到认证专家

现场考查结束之后。在认证专家离校之后，专业应根据认证专家的意见反馈来进行整改，这是落实“持续改

进”认证理念的重要环节，整改过程应追求常态化、持续化和实效性。整改结束之后，专业需要撰写并提交

《整改报告》，把整改的过程、措施和结果完整呈现出来，并提交给专家组再审核和给出新的改革建议。（作

者：邓 涛，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师发展学院副院长，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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