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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范生的课程设置与实施，是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为了了解本科师范生课程设置与实施现

状，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对S大学的870名师范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最受教师和师范生喜爱的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分别是合作学习模式和讲授法；师范生对于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比较高；师范生对课程

设置与实施的满意度在学科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开设多样化的通识教育课程和以学生为本优化教师教育课程三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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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students are key links in improv-
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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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undergraduate teacher trainees,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survey 870 teacher trainees from S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popu-
lar teaching mode and method among teachers and teacher trainees were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 and lecture method, respectively; Normal students have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desig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er trainees 
with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On this basis, three sug-
gestions were proposed: flexibly utilizing various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offering diversi-
fied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optimizing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with a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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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

教社会风尚”[1]。教师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要想提高教师

队伍的整体素质，须从源头抓起。2022 年 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提出

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强调要遵循教师成长规律，改革师范院校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手段，强化教育实践环节，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2]。师范生作为未来的教师，其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未来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师范生课程的合理设置和有效实施，是师范生获取理论知识、形成专

业技能和专业情意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基于此原因，本研究试图从课程设

置、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了解师范生课程设置与实施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为

完善课程设置，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促进课程实施，提高师范生教育质量提供合理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S 大学位于山西省，是省属师范大学，是山西省的重点大学，是培养山西省基础教育师资的重要基

地。研究以 S 大学 870 名大二、大三师范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大二师范生有 737 人，占总人数的 84.7%，

大三师范生有 133 人，占总人数的 15.3%；理工科的师范生有 223 人，占比 25.6%，文科师范生 360 人，

占比 41.4%，艺术和体育学科的师范生一共 287 人，占比 33.0%。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网络平台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一共发放问卷 1038 份，剔除掉有

遗漏、错误信息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87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8%。调查问卷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和教学方法三个维度对本科师范生课程设置与实施情况进行调查，题型以单选题、多选题等客观题为主。

此外，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师范生的真实想法，结合客观题设置了相应的主观题。问卷中量表类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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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88，说明信度较高。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 0.837，显著性小于 0.05，问卷

各维度与总问卷之间中高度相关，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问卷回收后，运用 SPSS26.0 统计分析

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课程设置 

3.1.1. 课程的意义性 
在对于“你认为大学期间学习的课程对你未来人生”的调查中，有 47.4%的师范生表示大学课程对

自己未来的人生非常有意义，41.8%的师范生表示比较有意义。师范生在五个等级(非常没有意义、没有

意义、一般、比较有意义、非常有意义)选择上的均值为 4.35 标准差为 0.715。说明师范生们认为大学课

程的意义性较强。以学科为自变量，大学课程对人生的意义性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文科

师范生的平均得分(4.18)显著低于理科生(4.50)和艺术、体育生(4.45)，F = 17.798，p = 0.000。 

3.1.2. 课程结构比例的合理性 
你认为大学课程结构包括专业课程、通识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结构比例合理性如何？37.2%的师范生

表示非常合理，46.6%的师范生表示比较合理。进一步统计合理性“极不合理”、“不合理”、“一般”、

“比较合理”、“非常合理”的均值，得到整体平均值为 4.17，标准差为 0.818，说明师范生认为大学课

程结构比例较为合理。表 1 呈现了课程结构比例的合理性在不同学科师范生间的差异性检验结果，从中

可以看出，文科师范生平均得分显著低于理工科和艺术、体育师范生。 
 

Table 1.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roportion of course structure and its testing of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表 1. 课程结构比例的合理性在学科上的差异性检验 

学科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多重比较 

理工科(A) 223 4.30 0.907 

20.953*** B < A, B < C 文科(B) 360 3.96 0.769 

艺术、体育(C) 287 4.33 0.746 

总计 870 4.17 0.818   

3.1.3. 师范生希望的大学期间课程结构比例 
对“你希望大学期间课程结构比例”的调查显示，希望大学专业课、通识课和教师教育课各占三分

之一的师范生有 379 人，占总人数的 43.6%，希望大学期间专业课占二分之一，通识课占四分之一，教

师教育课占四分之一的师范生有 377 人，占总人数的 43.3%。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师范生认为通识课

和教师教育课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3.1.4. 通识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 
由表 2 可知，在“你希望教师教育课程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的统计中，有超过 50%的师范生

表示希望增加教师礼仪课程、演讲与口才课程和教学艺术课程。超过 30%的师范生希望增加三笔字、教

师伦理学和音乐。 
表 3 呈现了“你希望通识课程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的调查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有 525 名师范生

希望通识课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美学，占比 60.3%，有 332 名师范生希望增加逻辑学，占比 38.2%，近

30%的师范生希望增加中国哲学和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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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You hope that the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be added to the existing foundation 
表 2. 你希望教师教育课程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 

增加课程 人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教师礼仪 456 16.6% 52.4% 

演讲与口才 443 16.1% 50.9% 

教学艺术 440 16.0% 50.6% 

三笔字 381 13.9% 43.8% 

教师伦理学 336 12.2% 38.6% 

音乐 278 10.1% 32.0% 

美术 227 8.3% 26.1% 

舞蹈 183 6.7% 21.0% 

总计 2744 100.0% 315.4% 

 
Table 3. Do you wish to add mor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o the existing foundation 
表 3. 你希望通识课程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 

增加课程 人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美学 525 23.9% 60.3% 

逻辑学 332 15.1% 38.2% 

中国哲学 287 13.1% 33.0% 

现代文学 264 12.0% 30.3% 

文化概论 210 9.6% 24.1% 

大学语文 183 8.3% 21.0% 

西方哲学 174 7.9% 20.0% 

宗教学 137 6.2% 15.7% 

高数 82 3.7% 9.4% 

总计 2194 100.0% 252.2% 

3.2. 课程实施 

3.2.1. 理论课教师一般采用的教学模式 
如表 4 所示，在“你的理论课老师一般采用的教学模式为”的统计中，排在前三位的教学模式依次

是合作学习模式(74.5%)、传递–接受式(58.2%)和探究式教学(47.8%)。超过三分之一的师范生表示他们

的理论课教师一般采用自学–辅导式和范例教学模式。 
 

Table 4. The teaching modes commonly used by your theoretical class teachers 
表 4. 你的理论课老师一般采用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 人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合作学习模式 648 21.4% 74.5% 

传递–接受式 506 16.7% 58.2% 

探究式教学 416 13.7%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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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学–辅导式 331 10.9% 38.0% 

范例教学模式 321 10.6% 36.9% 

现象分析模式 257 8.5% 29.5% 

概念获得模式 230 7.6% 26.4% 

发现式模式 161 5.3% 18.5% 

抛锚式教学 160 5.3% 18.4% 

总计 3030 100.0% 348.3% 

3.2.2. 师范生对理论课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调查显示，师范生非常满意(42.8%)或比较满意(38.5%)大学期间学习的理论课老师采用的教学模式。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1~5 分别表示“极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比较满意”、“非

常满意”，理论中值为 3，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师范生对大学理论课老师采用

的教学模式满意度得分的平均值为 4.21，标准差为 0.830，说明师范生对理论课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的满

意度较高。以学科为自变量，对理论课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的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文科师范生的满意度(3.89)显著低于理科(4.49)和艺术、体育师范生(4.38)，F = 49.832，p = 0.000。 

3.2.3. 师范生期望理论课教师多采用的教学模式 
表 5 呈现了师范生期望理论课老师应该多采用的教学模式的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有 511 名师

范生期望理论课教师多采用合作学习模式，占总体的 58.7%，有 434 名师范生期望理论课教师多采用传

递–接受教学模式，占总体的 49.9%，有 342 名师范生希望教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占总体的 39.3%。

另外，有 30%左右的师范生选择了探究式教学和范例教学模式。 
 

Table 5. What teaching modes do you expect theoretical teachers to adopt more 
表 5. 你期望理论课老师应该多采用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 人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合作学习模式 511 18.4% 58.7% 

传递–接受式 434 15.7% 49.9%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 342 12.3% 39.3% 

探究式教学 275 9.9% 31.6% 

范例教学模式 248 8.9% 28.5% 

概念获得模式 225 8.1% 25.9% 

自学–辅导式 216 7.8% 24.8% 

发现式教学 186 6.7% 21.4% 

现象教学模式 178 6.4% 20.5% 

抛锚式教学 157 5.7% 18.0% 

总计 2772 100.0% 318.6% 

3.2.4. 师范生期望理论课教师多采用的教学模式 
对于“你的理论课老师多采用的教学方法”的调查结果见表 6，讲授法(92.3%)是教师最常用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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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其次是讨论法(70.5%)和演示法(37.8%)。相比之下，实践性较强的实验法(14.0%)、实习操作

法(13.2%)和参观法(12.1%)则运用较少。 
 

Table 6. The teaching methods commonly used by your theoretical class teachers 
表 6. 你的理论课老师多采用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 人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讲授法 803 27.4% 92.3% 

讨论法 613 20.9% 70.5% 

演示法 329 11.2% 37.8% 

案例法 223 7.6% 25.6% 

谈话法 217 7.4% 24.9% 

读书指导法 215 7.3% 24.7% 

情境教学法 186 6.4% 21.4% 

实验法 122 4.2% 14.0% 

实习操作法 115 3.9% 13.2% 

参观法 105 3.6% 12.1% 

总计 2928 100.0% 336.6% 

3.2.5. 师范生期望理论课教师应该多采用的教学方法 
表 7 呈现了师范生期望理论课教师应该多采用的教学方法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期望理论课教师

多采用讲授法的师范生有 571 名，占总人数的 65.6%，期望教师多采用讨论法的师范生有 450 名，占总

人数的 51.7%，期望教师多采用情境教学法的师范生有 338 名，占总人数的 38.9%，还有 37.4%的师范生

期望教师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Table 7. What teaching methods do you expect theoretical teachers to use more 
表 7. 你期望理论课老师应该多采用的教学法 

教学方法 人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讲授法 571 17.9% 65.6% 

讨论法 450 14.1% 51.7% 

情境教学法 338 10.6% 38.9%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325 10.2% 37.4% 

演示法 296 9.3% 34.0% 

谈话法 230 7.2% 26.4% 

读书指导法 218 6.8% 25.1% 

实习法 181 5.7% 20.8% 

参观法 177 5.6% 20.3% 

意义学习法 146 4.6% 16.8% 

实验法 143 4.5% 16.4% 

发现法 111 3.5% 12.8% 

总计 3186 100.0% 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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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讲授法教学效果 
在对讲授法教学效果的调查中，有 37.7%的师范生表示讲授法的教学效果非常好，43.8%的师范生表

示讲授法的教学效果比较好。师范生在五个等级的得分均值为 4.17，标准差为 0.783，说明大部分师范生

认为讲授法的教学效果比较好。以学科为自变量，讲授法教学效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文科师范生的平均得分(3.94)显著低于理工科(4.34)和艺术、体育学科的师范生(4.33)，F = 49.832，p = 
0.000。 

4. 调查结论 

4.1. 师范生对于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比较高 

在有关大学课程的意义性和课程结构比例包括专业课、通识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的合理性的调查中，

绝大多数师范生表示课程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意义、结构比例合理，且整体得分的平均值均高于 4 分，

说明师范生对于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比较高。虽然师范生对于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比较高，但仍有可提升之

处。在进一步对师范生希望教师教育课程和通识课程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再增加相应的课程类型的调查

中发现，教师教育课程中的教师礼仪课、演讲与口才课和教学艺术课受到了师范生的广泛青睐。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师范生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更希望进一步提升自身修养和专

业素养。在通识教育课程中美学最受师范生关注，其次是逻辑学、中国哲学和现代文学。其中美学和现

代文学能够提升师范生的文学和艺术水平，丰富师范生审美体验，陶冶其情操，哲学和逻辑学能够启迪

师范生的智慧，拓展学生视野，形成严谨的思维方式[3]。 

4.2. 合作学习模式是最受教师和师范生的喜爱的教学模式 

通过调查发现，合作学习模式既是教师最常采用的教学模式，也是师范生最期望教师采用的教学模

式。合作学习是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学习，以团体成

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活动[4]。合作学习能够凸显以学生为主体的新课程理念，且相较于

探究式教学、范例教学模式和现象分析模式等其他教学模式更易于教师实施，教学效果也相对较佳，所

以受到了教师的广泛使用。同时，在有关师范生期望教师采用合作学习模式的原因的调查中，师范生们

纷纷表示合作学习不仅能够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课堂参与度，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

主体，还能促进大家学会分工合作，相互沟通交流，进行思维碰撞，互相弥补不足，共同进步，从而增

进同学之间的感情。由此可以看出，合作学习不仅能够提高学习效果，还能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师范生

对于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当他们成为一名教师时，也会将合作学习带进课堂。 

4.3. 讲授法是最受教师和学生喜爱教学方法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语言(主要是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师范生传授知识的方法，它是教学中最为常用

的教学方法[5]。讲授法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而繁荣，由于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一

直占据着课堂教学的核心地位[6]。但进入近代以来，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教育界对于

讲授法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认为其忽视师范生的主体性，枯燥乏味、与灌输、填鸭式教学无异，阻碍

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将其逐出大学课堂，让位于发现法、谈话法等新式的教学方法。然而即便如此，

讲授法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讲授法不仅是教师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还

是师范生最期望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同时师范生对于讲授法的教学效果也比较满意。结合后续的主观

题发现，师范生选择讲授法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点原因是：在师范生过往的学习生涯中教师的

教学多以讲授法为主，他们已经习惯了跟随教师的讲解，边思考边记笔记的学习方式，不希望教师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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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改变出，采用其他的教学方法。第二点原因是，教师使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知识更加系统连贯，逻辑

清晰，重难点突出，知识获取快速准确，效率高，且相较于其他教学方法更加简便，易于实施，适用性

强。正因为讲授法固有的优势，它才能够在庞大繁杂的教学方法体系中屹立不倒，在课堂教学中占据核

心地位。 

4.4. 文科师范生对课程设置与实施的满意度显著低于理工科和艺术、体育师范生 

通过对调查数据在学科上进行差异性检验发现，无论是在对教师采用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讲授法的

讲授效果方面，还是在大学课程设置(意义性、结构比例的合理性)方面，文科师范生的平均得分均显著低

于理工科师范生和艺术、体育师范生。这一情况可能是由学科特点所导致的。文科相较于理工科、艺术

和体育学科实践性较弱，教师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使用需要更高的教学水平，否则就容易陷入到空洞

的说理中，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所以教学效果也相对来说可能较差一些。同时由于文科知识的实用性

较差，在就业压力逐渐增大、大学生就业意识逐步提高的今天，文科师范生的课程设置满意度也低于理

工科和艺术、体育学科师范生也是有合理之处的。 

5. 建议 

5.1. 开设多样化的通识教育课程 

我国的师范生课程结构主要由学科专业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三个模块组成。梳理近

两年来 S 大学本科师范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显示其学科专业课程占比最大，通识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

课程占比相对较少；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安全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计

算机和外语等相关课程，人文社会类、自然科学类和公共艺术类课程大都被放在了选修一栏，且学分占

比很低。通识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师范生具有广博的文化背景，引导他们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关联，适应

社会发展对教师的职业需求[7]。而要达到成以上目标，通识教育课程在保证基础性的同时，涵盖面要广，

以学科专业课为着力点要涉及众多学科，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整合，进一步拓展师范生的学科视野，

以适应未来教育对综合性师范人才的需要。同时适当增加人文社会类、自然科学类和公共艺术类课程在

通识必修课中的比例，加强通识课程与学科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之间的整合，强化通识课程的学习，

促进师范生形成完成整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教学能力。 

5.2. 以学生为本优化教师教育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可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教育理论课应该突破传统以“老三门”(教育学、心理学和教

材教法)为主的课程设置思路，顺应教师教育改革趋势，以师范生的发展为本，合理优化教师教育课程，

使得师范生在掌握基础教学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升教学艺术和专业素养水平。具体

而言，可以在学期开始前对学生进行预调查，了解学生关于课程设置与实施方面的建议和需求，结合师

范生培养目标综合分析、合理采纳，开设相应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完善课

程设置，优化课程实施过程，进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实践性课

程中，实践性课程是培养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育实践智慧和高师院校培养目标落实的重要保证[8]。
为了有效发挥教育实践课的作用与功能，师范教育阶段应科学设置实践课程，适当增加教育实践课程比

例，分散实践时间，强化教育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教学体验与反思指导，将教育实践贯穿整个师范生学

习过程。“适量多次”的实践安排能保证师范生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增加实践教育的频率，同时增加其

在真实教育情境中常态化、系列化的实际体验[9]。另外，要打破理论课与实践课的二元对立，将二者有

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师范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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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的效果直接受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在有关师范生期望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和教

学方法调查中发现，各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都有不少师范生选择。说明只要能够运用得当，每一种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都能得到学生的认可，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作为教师，首先应该充分了解各种教学

模式和教学方法，认识到它们的优势和不足，因为只有在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选择合适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才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其次，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要以学生为本，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摸清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风格，了解班级学生的学

情，及时倾听学生的心声和建议，以一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然后，根据教学内容选择

合适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教学内容是学生学习的载体，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着各自的特点，需要教师采用

适配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才能将教学内容完美的传递给学生，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最后，除了

要考虑以上三点外，教师还应该考虑到实际教学条件和教学情境，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教学

情况充分发挥教学机智，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达到教育过程最优化。总之，教学模式和

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标准，需要教师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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