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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for trainee teachers is the skeleton of the curricu-
lum system, and can also reflect curriculum philosophy and value orientation. Design of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for trainee teachers plays a crucial supporting role of inducing 
related units in each district to carry out the curriculum and turn curriculum objectives into educa-
tional outcomes. The design of “PST”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for trainee 
teachers includes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urriculum, the elements to confirm the curriculum, the 
code of curriculum and allocation of credit hours. The design of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urriculum 
focuses on three dimensions of stratification,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s well as two aspects 
of compulsory and elective curriculum. T (time), P (phase) and S (substance) should be mainly con-
sidered during the design of basic framework of curriculum so that the elements of curriculum could 
be defined. Besides, the design should start from two points, both required and elective curriculum.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code makes the structure of curriculum flattened and embodied. The 
course code comes out in tabular form. And distribution of credit hours means to determine the 
study time of various curriculums in different training levels in pro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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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课程结构是其课程体系的骨架，是课程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设计见习教

师规范化培训课程的结构，对于推进区内相关单位顺利开展课程活动并将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起到

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PST”课程结构的设计，主要从课程的基本框架、确定

课程的元素、课程的代码列表和学时分配等角度来展开。课程基本框架的设计重点考虑分层、分段和分

类三个维度以及必修和选修两个方面的因素，确定课程的元素包括时间Tk (Time)、学段Pi (Phase)和核

心内容Sj (Substance)三个维度，课程的代码列表是将课程结构平面化和具体化，并将课程代码以列表形

式表达出来，学时分配是把不同培训层级的各类课程的学习时间按比例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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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是 2009 年上海开始研究和实施的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的简称，是针对师范院校或其他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在中小学(幼儿园)首次任教的新教师进行为期

一年的见习培训制度[1]。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见习规培”)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

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之间的重要衔接环节，是教师管理的制度创新[2]。 
见习教师在刚入职阶段会遇到很多问题与困惑，比如与老教师的交流问题、师生相处方法、学生的教

学指导问题、熟悉教材方面的问题、与家长等社会关系问题等[3]。见习教师的培训需求具有多样性，碎

片化的培训内容不能满足见习教师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正如费斯勒所说：“除非我们为新教师提供了恰

当的支持和帮助，否则职初期往往是纠正不良习惯的时期，而不是专业成长的时期，最终阻碍他们成为

有效的教师”[4]。新教师培训的核心任务是帮助新教师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促其自

觉发展专业能力，自主规划专业成长的路径，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因此，新教师培训课程设计的关键，

是有效推进“经验知识”的建构[5]。 
自 2012 年上海市颁布《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意见(试行)》以来，杨浦区开

展了“见习规培”支持体系的建构研究。其中，构建符合见习教师一般性认知基础、基于见习教师专业

发展需求的、具有区域特点的、科学的课程体系是构建“见习规培”支持体系的核心，而课程结构则是

其课程体系的骨架，是课程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 

2. “见习规培”课程结构设计的基础 

2.1. 部分国家初任教师培训的课程设计 

1、德国巴登符滕堡州的课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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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6 个月，德国巴登符滕堡州的见习教师主要在指导教师陪同下听课并递交详细的听课报告，

分析执教教师专业教学法的使用和教育学知识的运用，在指导教师的陪同下，见习教师要完成 2~3 节课

的教学任务。指导教师要求见习教师针对问题听课观察，可到教师进修机构选修个性化的培训课程。 
在第 7~18 个月，见习教师每月独立授课 10~12 节，独立测评教师能力的机构派出人员每 3 个月到见

习学校听见习教师上 3 节课，指出问题和改进方法。除此之外，见习教师要到州教师进修学院完成 105
个课时专业教学法和教育学知识的必修课程学习，重点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借助相关理论模型与

实践案例提升教学能力。州教师进修学院设置各类补充课程，提供全方位培训，见习教师可在指导教师

的建议下自主选择。 
在第 13~18 个月，除独立授课外，见习教师还要接受第二次国家考试，包括对整合专业知识和专业

教学法撰写毕业论文的测评和两门专业教学法、一项教育学、一项学校法的口试等。 
2、美国初任教师的课程[7]  
美国为初任教师开设定向课程，帮助新教师熟悉学生需求及就职学校各方面的政策、程序和课程安排；

为初任教师开展支持和辅助，遴选辅导教师给予新教师教学辅导、培养其专业教学行为并提供情感支持；

根据新教师特定的需要设定多种形式的训练课程，如安排教师听课、开展研讨会、学校间的观摩和教学

工作反思等；采用“新教师共同体”[8]的培训形式，由来自不同中小学的 15 名新教师定期共同参与 2 个

小时(连续 15 周)的不同主题研讨，研讨主题涉及班级经营、寻找教学资源和激发学习动机等方面。 
3、英国初任教师的课程[9]  
英国规定初任教师必须完成 3 个学期的入职培训，初任教师的学校设立专业指导委员会，有整体培训

计划，参与培训的人员包括学校董事会成员和地方教育部门官员等，每学期召开 2 次专业考察会议。培

训组织部门要先分析新教师的基本需要，包括初任教师胜任当前教学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圆满完成

入职培训工作的要求、新教师长期专业发展的个人目标。指导教师要整理和研究新教师完成发展目标和

培训标准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新教师的进步情况和反思的有效性制定下一步培训目标。 
4、加拿大西北行政区初任教师的课程[10] 

加拿大西北行政区初任教师在获得临时教师资格证的前三年要参加 50 个小时以上的专业发展培训，

涉及多层教学、教案设计、全纳教育、文化意识、课堂管理、学生评价、社区融入等课程内容。采用的

形式有地区指导，让初任教师明白任务和策略，了解地区课程、资源和教学中心，熟悉地区政策、文化

观念和行政区信息，由地区教育主管组织的社区指导，如向初任教师介绍社区历史，组织社区旅游，开

展狩猎、垂钓、野营等传统活动等。还有学校指导，包括了解学校政策、教学资源，接受资深指导教师

的专业建议和信息支持，参与执行相同年级或课程领域的学校教师团队计划，共同分担收集资源和准备

学习材料的责任并观摩优质课等。 

2.2. 部分国家初任教师培训课程设计的启示 

从部分国家初任教师的课程设计中可获得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设计应突出实践性 
正如美国学者古德莱德的分析，课程是一个动态的运作过程，在经历“观念层次”和“社会层次”之

后最终走向“学校层次”、“教学层次”和“经验层次”。基于实践取向来设置见习教师教育课程，突

出表现在不只是输出教育理论、教学技能等显性知识，更在于通过实践来揭示和发展其在知识、技能、

态度或信念等方面的默会知识，这样有利于见习教师将“观念层次”中的“教什么”转化为“教学层次”

和“经验层次”中的“怎么教”和“如何教好”，由基层学校提供的实践课程将为见习教师教育教学行

动能力的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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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计应体现针对性 
要想让见习教师群体的基础能力获得有效的整体提升，课程内容的设计应紧紧围绕教师发展的基本标

准、见习教师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区域、学校发展的特殊需求等方面来展开，这样就能比较有针对性地解

决大部分见习教师的困惑，满足见习教师专业发展的一般性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培训的规范性、

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见习教师通常在课堂经历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和育德体验方面普遍比较欠缺，

而这恰好是学校内涵发展和教师专业提升的核心内容，因此可针对这些方面来重点规划和设计必修课程。 
3、课程设计应彰显选择性 
见习教师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其专业发展的目标，还表现在学习方式、思想意识、个人情感和学习能力等方

面。因此，见习教师教育课程设计除了要关注共性问题，还要关注个体差异，要突破课堂教学和集中训练的课

程教学范式的局限，添加更加开放、多元和可选择的课程，促使见习教师获得充分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区教

师进修学院和基层学校应分工合作，根据见习教师任教的不同学科、不同学段以及特别的需求来设计和提供个

性化的选修课程，尤其是进修学院，应着力为存在个体差异的见习教师补充丰富、有益、可选的学习资源。 

2.3. “见习规培”课程结构设计的实践基础 

1、政策支持 
国家、市、区层面均在政策上对“见习规培”予以支持，区教育局设立“见习规培”专项资金，培训

经费基数为平均每年每位见习教师 1.2 万元，按 2:6:2 的分配比例分别下拨至区教师进修学院、培训(基地)
学校和聘任单位，并在区域整体教育综合改革中设立核心研究项目。 

2、组织管理 
区教育局成立“见习规培”工作领导小组，区教师进修学院设立课程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培训

(基地)学校和聘任单位设立校“见习规培”领导小组，安排指导教师开展组团式带教，形成了局、院、校

的联通互动机制，并依托市、区专业发展学校的校本研修平台，整合市区优秀教师力量，合力推进课程

体系构建。 
3、培训师队伍 
“见习规培”的培训师包括区域和基层学校两个层面。区域层面主要由高校专家、区教育局职能部门

负责人、有影响力的名师、教研员、区学科带头人、区骨干教师等有成熟经验的教师担任培训师；基层

学校的培训师主要由学校领导、校内的优秀骨干教师担任。区域层面还通过组建基层学校培训师研修团

队，提升培训师在诊断、分析、设计、开发和组织等方面的培训能力。 
4、课程资源 
依托高校和市区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名师资源，重点设计和开发集中面授培训的师德素养课程；依

托培训(基地)学校和聘任单位个性化的校本研修成果，创建可供分享的“见习培训”和“跟岗培训”的实

践体验课程；依托市区远程教育平台和高校远程教育网优化见习教师自主学习课程资源，并通过网络学

习交流活动，促使见习教师分享教育教学成功经验，提升信息素养和教育科研能力。 

3. “见习规培”的课程目标 

在设计“见习规培”课程体系的过程中，杨浦区能基于区域整体教育综合改革的理想和现实、见习教

师专业成长现状和特点，以“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分层分类”为原则，统整市区层面、培训(基地)学校

和聘任学校层面的课程资源，构建基于见习教师发展需求且符合见习期教师实际发展情况的课程体系。

具体的课程目标如下： 
1、通过听讲座、互动交流等集中培训，突出师德素养培育和教育教学专业知识技能训练，形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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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教学行为规范，树立事业心和责任感。 
2、通过在培训学校(基地)的见习期培训，强化在优秀团队中浸润式的实践体验，了解教师常规工作

内容，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增强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 
3、通过在聘任单位的跟岗培训，逐步融入学校文化，熟悉教育教学环境，提升教书育人的基本素养

和实践能力，适应教师专业岗位。 

4. “PST”课程结构的设计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PST”课程结构的设计，主要从课程的基本框架、确定课程的元素、课程的

代码列表和学时分配等角度来展开的。 

4.1. 课程的基本框架 

“见习规培”课程学习的期限将近一学年，一般从每年的 8 月底至次年的 6 月底。课程框架的设计重

点考虑分层、分段和分类三个维度以及必修和选修两个方面的因素，围绕课程目标，建立了如图 1 所示

的课程基本框架。 
分层是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见习规培”分成由区教师进修学院组织的岗前集中培训、其它时 

 

 
Figure 1. Curriculum framework of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for trainee teachers of 
Yangpu district 
图 1.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课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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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集中培训、由培训(基地)学校组织的见习培训和由聘任学校组织的跟岗培训四大层级组成，具体时间

分布如表 1 所示。 
分段是指按照见习教师受聘单位所在的学段，分为中学(包括高中和初中)、小学和幼儿园三大部分。 
分类是指按照课程的类型，分成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必修课程是每位见习教师必选的课程，按照内

容可分为职业感悟与师德修养、课堂经历与教学实践(保教经历与实践能力)、班级工作与育德体验(班级

工作与育儿指导)以及教育科研与信息素养(保教研究与信息素养)。选修课程是指基于见习教师个性化需

求的、可选择性学习的课程，其主要内容围绕课程目标，并在必修课程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补充的课程，

主要包括自主阅读、网络学习和考察体验。 

4.2. 确定课程的元素 

由图 1 可知，每一门课程对应一个小长方体，小长方体的长、宽和高分别对应三个维度的元素，它们

分别是：“见习规培”的时间 Tk(Time)、见习教师受聘单位所在的学段 Pi(Phase)、“见习规培”的核心内

容 Sj(Substance)，其中，k、i、j 的值分别可取 1、2、3、4，具体的含义可以用图 2 来表示。例如 P1的含义

为 i = 1 时对应的学段，即幼儿园；而高中学段则用 P4来表示。再如 S2的含义为 j = 2 时对应的“见习规培”

核心内容，即课堂经历与教学实践(保教经历与实践能力)，而班级工作与育德体验则用 S3来表示。 
确定“见习规培”的课程元素，分别从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这两类情况来说明。对于必修课程，从学

段 P、“见习规培”的核心内容 S 和“见习规培”的时间 T 三个维度来刻画；对于选修课程，则不用考

虑学段的因素，只从“见习规培”的核心内容 S 和“见习规培”的时间 T 两个维度来描述。 
1、必修课程 

 
Tabl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for trainee teachers of Yangpu district  
表 1.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时间分布 

序号 培训层级 组织单位 时间分布 

1 岗前培训 区教师进修学院 每年 8 月底(开学前) 

2 见习培训 培训(基地)学校 每年 9 月至次年 1 月 

3 跟岗培训 聘任学校 每年 2 月至 6 月底 

4 其它集中培训 区教师进修学院 每学期都有安排，一般每月 1~2 次 

 

 
Figure 2. The meaning of “PST” curriculum dimension 
图 2.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PST”课程维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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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确定每门课程的三个维度分别用三维坐标系中的坐标轴 P、S、T 轴(具体含义见图 3)来表示的话，

则每门必修课程(Curriculum)可以抽象为一个三维空间中的点，其坐标为 Cijk(Pi, Sj, Tk)，由这三个维度确

定的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课程简称为“PST”课程。 
例如在图 3 所示的课程解析示意图中的 C444(P4, S4, T4)即表示高中阶段在其它集中培训时的教育科研

与信息课程。再比如，C231(P2, S3, T1)则表示小学阶段在岗前培训时的班级工作与育德体验课程，等等。 
2、选修课程 
选修课程则不考虑学段的因素，只考虑分层和分类两个维度，“PST”课程即自然缩减为“ST”课程，

其解析图如图 4 所示：若用平面坐标系中的 S 轴(核心内容)和 T 轴(培训时间)来表示的话，则每一门 
 

 
Figure 3. Analysis of the “PST” compulsory curriculum 
图 3.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PST”必修课程解析图 

 

 
Figure 4. Analysis of “ST” elective curriculum 
图 4.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ST”选修课程解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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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程(Curriculum)可以抽象为平面上的一个点，其坐标为 Cjk(Sj，Tk)。比如，图 4 中的点 C23(S2，T3)
表示在聘任学校跟岗培训阶段的网络学习课程，点 C12(S1，T2)表示在培训(基地)学校见习培训阶段的自主

阅读课程。 

4.3. 课程的代码列表 

前文重点对“见习规培训”课程的空间结构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将所有的“见习规培”课程平

面化和具体化，并将代码以列表形式表达出来。课程代码的确定，可使课程管理者利用网络平台整体把

控课程开发的重点和节奏；可使培训(基地)学校和聘任学校较好地结合校本特色，聚焦课程目标和课程基

本要求，有针对性、选择性地作出课程设计和规划；可使课程学习者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课程，明确学习

目标和学习内容，促进学习者有效达成学习目标和评价学习效果。 
1、必修课程 
根据确定必修课程的三个元素，可以列举出 64 门(4 ×4 ×4 = 64)必修课程，每个学段各 16 门(4 × 4 = 16)。

其中，8 门为区域层面负责的岗前和其它时间集中培训课程，4 门为培训(基地)学校负责的见习培训课程，

还有 4 门为聘任学校负责的跟岗培训课程，于是可以用表 2 列举出所有的必修课程代码 Cijk。 
2、选修课程 
根据确定必修课程的两个元素，可以列举出 9 门(3 ×3 = 9)必修课程。其中，岗前培训层级的课程、

见习培训层级的课程、跟岗培训层级的课程各有 3 门，可用表 3 来列举出所有选修课程的代码 Cjk。 

4.4. 学时分配 

2011 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对所有新任教师 
 
Table 2. Code list of the “PST” compulsory curriculum 
表 2.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PST”必修课程代码列表 

Pi 

(学段) Tk        Sj 
S1 

师德感悟 
S2 

教学实践 
S3 

德育体验 
S4 

科研信息 

P1 

(幼儿园) 

T1(岗前集中) C111 C121 C131 C141 

T2(见习培训) C112 C122 C132 C142 

T3(跟岗培训) C113 C123 C133 C143 

T4(其它集中) C114 C124 C134 C144 

P2 

(小学) 

T1(岗前集中) C211 C221 C231 C241 

T2(见习培训) C212 C222 C232 C242 

T3(跟岗培训) C213 C223 C233 C243 

T4(其它集中) C214 C224 C234 C244 

P3 

(初中) 

T1(岗前集中) C311 C321 C331 C341 

T2(见习培训) C312 C322 C332 C342 

T3(跟岗培训) C313 C323 C333 C343 

T4(其它集中) C314 C324 C334 C344 

P4 

(高中) 

T1(岗前集中) C411 C421 C431 C441 

T2(见习培训) C412 C422 C432 C442 

T3(跟岗培训) C413 C423 C433 C443 

T4(其它集中) C414 C424 C434 C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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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岗前适应性培训，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培训时间不少于 120 学时”。为了有序推进

“见习规培”，有必要把不同培训层级的各类课程的学习时间按比例确定下来。从前文的课程结构分析

可知，对每一个学段而言，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总量为 25 门(16 + 9 = 25)，其中必修课程占比约为 64%，

选修课程占比约为 36%，而“见习规培”的学时总量为 120 学时，按此比例，可将必修课程的总学时设

定为约 80 学时，选修课程的总学时设定为约 40 学时(实际提供的选修课程课时数大于 40 课时)。对于每

个学段而言，平均每门课程所占学时为 4~5 学时，具体分配情况见表 4。 
参考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的课程类型，岗前培训层级一般适合安排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师

德素养类课程，其它集中培训层级则适合安排必修的知识技能类课程，见习和跟岗培训层级则适合安排

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实践体验类课程。 
对于师德素养类课程或知识技能类课程，通常规定 45 分钟为 1 学时，半天为 4 学时，则每门师德素

养类课程或知识技能类课程学习时间约为 180~225 分钟；对于实践体验类课程，则规定 1 学时的师德素

养类课程相当于 2 小时的实践体验类课程。按照这样的法则，可计算出每个学段见习教师在不同培训层

级学习课程的学时数和折算后的培训学习时间，如表 5 所示。 
 
Table 3. Code list of the “ST” elective curriculum 
表 3.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ST”选修课程代码列表 

Tk            Sj 
S1 

自主阅读 
S2 

网络学习 
S3 

实践考察 

T1(岗前) C11 C21 C31 

T2(见习) C12 C22 C32 

T3(跟岗) C13 C23 C33 

 
Table 4. Allocation of “PST” curriculum credit hours 
表 4.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PST”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课程总量(门) 课程量占比 学时总量 平均每门学时 

必修课程 16 64% 80 

约 4~5 学时 选修课程 9 36% 40 

合计 25 100% 120 
 
Table 5. Allocation detail of training hours 
表 5. 杨浦区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时间分配细目表 

培训层级 课程类型 课程总量(门) 学时数 折算时间 

岗前培训 

师德素养课程(必修) 4 16~20 

约 3.5~4.5 天 师德素养课程(选修) 3 12~15 

小计 7 28~35 

其它集中培训 知识技能课程(必修) 4 16~20 

 
约 2~2.5 天 

(详见说明 1) 
 

见习培训 

实践体验课程(必修) 4 16~20 
约 56~70 小时 
(详见说明 2) 实践体验课程(选修) 3 12~15 

小计 7 28~35 

跟岗培训 

实践体验课程(必修) 4 16~20 
约 56~70 小时 
(详见说明 3) 实践体验课程(选修) 3 12~15 

小计 7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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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的说明 1：其它集中培训是由教师进修学院组织的知识技能类课程培训，约 2~2.5 天，即每学

年共安排 4~5 个半天(12~15 小时)。而每学期一般有 20 周，除去开学、长假、期中和期末等不适合安排

集中培训的时间外，一般可以安排的有效集中培训时间约每学期 14 周，两个学期共 28 周(7 个月)左右的

时间，所以一般是每个月安排 1 次集中培训，每次培训时间为 2 小时左右。 
表 5 中的说明 2：在培训(基地)学校的见习培训主要是指在带教导师指导下的教学、德育和科研等实

践体验类课程学习，以每天指导学习 45 分钟来计算，一周 5 天共 225 分钟(3.75 小时)，若以一学期 16~18
周为有效培训时间来计算，则总共培训时间为 60~67.5 小时，在表 5 所述区间内。 

表 5 中的说明 3：在聘任学校的跟岗培训主要是指在结对教师指导下的教学、德育和科研实践体验类

课程学习，以每天指导学习 45 分钟来计算，一周 5 天共 225 分钟(3.75 小时)，若以一学期 16~18 周为有

效培训时间来计算，则总共培训时间为 60~67.5 小时，在表 5 所述区间内。 

5. 结论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PST”课程结构设计是在尊重见习教师的学习基础和专业发展需求、尊重区

域发展的理想和现状的前提下，由课程管理者、课程专家、骨干教师、见习教师代表等组成的课程团队

在充分的研讨、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上，对“见习规培”课程体系所开展的顶层规划和架构。 
“PST”课程结构设计根据分层、分段和分类的原则，从见习教师参与培训学习的时间 T(Time)、见

习教师受聘单位所在的学段 P(Phase)和“见习规培”的核心内容 S(Substance)等维度，对“见习规培”课

程进行科学的解构和分析，有效促成了具有规范、有序、普适、实践、可选、浸润等基本特点的课程体

系的建构。它便于课程管理者统整和分配课程资源，便于课程开发者和实施者把握课程内涵，有针对性

地设计和落实培训，便于见习教师有选择性地参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学习和课程评价活动，引领区

域内见习教师在知识、能力和情感等方面的专业素养提升。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PST”课程，对于提高“见习规培”的专业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的

意义，对于推进区域、培训(基地)学校和聘任学校等相关单位将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以及课程实施活

动的顺利开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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