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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格教学架起了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之间的桥梁，展现出快速提高教学技能的强大力量。微格

教学的出现帮助师范院校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教师培训体系，现已成为师范院校培养未来教师的

必修课程。随着微格教学的推广，应用中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为了了解微格教学在师范院校的实施

情况，本研究借助问卷调查法调查了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借助访谈法访谈了师范院校微格教学的指导教

师，收集了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掌握了师范院校微格教学的现状。发现了教师、师范生和软硬件环

境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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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teaching has built a bridge betwee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howing a powerful force to rapidly improve teaching skills. The emergence of mi-
croteaching has helped normal universities gradually form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teacher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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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system, which has becom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normal universities to train future teach-
er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icroteaching, the problems in application are gradually reveal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teaching in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normal students in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 was used to interview the instructors of microteaching 
in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blems of teachers, normal students and software and 
hardware environment are found,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se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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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灌输式教学方法已难以满足当前人才培养的需求。新的教育观念对教师

的教学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出现了许多提升教学技能的方法，其中就包含微格教

学。微格教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Dwight Allen 博士提出，随后便受到教育界的极大关注，并在世界各

国师范生的培养中得到广泛应用[1]。微格教学是一种将完整的教学过程分解为几个阶段，对每一阶段中

需要掌握的教学技能进行有针对性练习的训练模式[2]。20 世纪 80 年代，微格教学被引入国内，经过行

业内学者的共同努力，微格教学在提高教学技能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3]。微格教学不仅为师范院校开

设教学技能训练课程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还为师范院校开展教学技能训练指明了方向。 
关于微格教学已有的研究，孟宪凯回顾了微格教学引入中国 20 年间的发展历程，对微格教学的影响进

行了梳理，帮助师范培养工作者加深了对微格教学的认识[4]。黄映玲等从学生角度分析了微格教学技能评

价环节的现状，发现评价存在方式单一、评价标准偏于定性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5]。 
目前微格教学已在大部分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培养中被加以应用，也有学者对其应用现状进行了研究，

发现应用中存在课时少、师资队伍不完备等问题[6]。但现有研究的发表时间较早，微格教学在不断发展，

教师和学生在变化，目前微格教学在师范院校的应用情况是怎样的？师范生和教师对当前微格教学持何

种态度？这些都是值得调查和思考的内容。 
本研究意在借助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摸清微格教学在师范院校的应用情况，评价应用效果，帮助师

范院校认清现状以更好地开展微格教学。 

2. 调查方案 

师范生是微格教学的主体，教师是微格教学的主导者，调查微格教学实施情况需从这二者入手。由

于师范生数量大且较为分散，教师数量少且较为集中，因此对师范生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教师采用访谈

法。 

2.1. 对师范生的问卷 

借助问卷旨在了解微格教学是在何环境下如何开展的，以及师范生在微格教学各阶段的真实表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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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基于此，在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编写了问卷。问卷分为四

个维度：个人信息、师范生对微格教学的认知情况、微格教学课时与场所、师范生参与微格教学的情况。 
个人信息：考虑到性别、年级和专业可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问卷中设置了个人信息维

度。师范生对微格教学的认知情况：师范生对微格教学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和对微格教学的认同度，都

能反映师范院校微格教学的开展情况，因此设置了这一维度。微格教学课时与场所：微格教学的总课时、

理论课与实训课的比例以及开展微格教训的场所，是影响师范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将课时

与实训场所纳入调查维度。师范生参与微格教学的情况：师范生参与微格教学的真实情况是调查主要内

容，问卷中将这一维度细分为微格教学前、中、后三方面。 
问卷设计完成后，借助 IBM SPSS Statistics 23.0 进行了初步效度分析，结果显示部分题目的相似性

较高，因此对部分题目进行了修改。完善后，进一步进行了分析和检验，数据显示问卷的效度系数值为

0.814，大于标准值所要求的 0.8，问卷效度较好。 

2.2. 对教师的访谈 

访谈对象为师范院校有微格教学经验的教师。借助访谈旨在了解微格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情况，以

及教师是在何种环境下如何开展教学的。基于此，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编写了访谈提纲。访谈包括五个

维度：微格教学课时、教师开展微格教学的环境、师资配备情况、教师实施微格教学的情况、教师实施

评价的情况。 
微格教学课时：课时数是了解师范院校对微格重视程度的指标之一，这一维度将从教师角度了解师

范院校微格教学的课时安排情况。教师开展微格教学的环境：良好的微格教学环境是保证教学顺利开展

的重要因素，借助教师客观真实的反馈能了解师范院校微格教学的环境建设情况。师资配备情况：考虑

到师资队伍健全与否会影响师范生的学习质量，因此在访谈中设置了这一维度。教师实施微格教学的情

况：从教师角度了解微格教学过程的细节，是摸清微格教学实施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实施评价的

情况：评价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评价的实施情况是帮助掌握微格教学实施现状的必要方面之一

[7]。 

3. 方案实施 

实施方案时根据问卷法和访谈法的特点选择了不同的实施方式，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3.1. 问卷 

山东省日照市 F 校在培养师范生方面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开设了众多师范类专业，且 F 校多年前

就已将微格教学作为师范生的必修内容，以上均满足本次问卷调查的需求，该校师范生是理想的调查对

象。又因不同年级师范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深度不同，能更全面地反馈微格教学的真实应用情况，因此

选取 F 校各年级师范生为问卷调查对象。 
线上发放问卷具有时空灵活，发放收集效率高，数据分析简便的特点。因此本调查借助线上平台发

放并收集问卷。线上共发放问卷 23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07 份。为了验证收集到的调查问卷的数据是否

可信，在调查问卷收集完毕后，利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3.0 对本次调查所用问卷的信度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本次问卷所得数据的信度系数值为 0.858，大于标准值所要求的 0.8，说明本次研究的所用问卷

和所得数据的信度质量高。 

3.2. 访谈 

F 校教授微格教学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符合访谈的要求。考虑到任教年限和学历背景可能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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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结果，因此在 F 校教授微格教学的教师队伍中，选取了任教年限和学历背景不同的三名教师作为访

谈对象。 
教师 1：大学本科学历，教授微格教学六年。 
教师 2：研究生学历，教授微格教学三年。 
教师 3：研究生学历，教授微格教学四年。 
访谈采用线下形式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访谈过程中对访谈内容录音并对重点内容进行了文字

记录。访谈结束后结合录音及文字记录对每个问题的回答进行了整理。 

4. 数据分析 

从不同维度对问卷和访谈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借此理清微格教学实施的现状。 

4.1. 问卷分析 

结合问卷设计，从四个维度对结果进行分析： 
(1) 师范生对微格教学的认知情况。师范生对微格教学的认识情况包括：是否了解什么是微格教学以

及对微格教学的认同程度。在回答是否了解微格教学时，只有 6.28%的师范生表示对微格教学非常了解，

其他师范生对微格教学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师范生虽然都参与了微格教学，但却对其没有清楚的认识，

其背后原因值得思考。在回答对微格教学的认同程度时，分别有 24.15%和 50.24%的师范生表示非常认同

和比较认同微格教学，可见师范生群体对微格教学的认同度较高。 
(2) 微格教学课时与场所。课时数与实训场所的建设情况能反映师范院校对微格教学的重视程度。有

69.08%的师范生表示微格教学的总课时小于 20，有 66.18%的师范生表示微格教学实训课比例小于 30%，

这表明微格教学总课时和实训课占比都较少。关于微格教学实训场所，57.49%的学生选择了普通教室，

25.6%的学生选择了专门的微格教学实训室，可见目前师范院校微格教学实训室场所专业化情况并不理

想。 
(3) 师范生参与微格教学的情况。微格教学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微格教学前。师范生参与微

格教学前应评估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情况，问卷对师范生的自我评估情况进行了调查。只有 8.21%的师范

生表示非常清楚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这表明微格教学前师范生的准备工作欠佳。微格教学中。

师范生在微格实训中会经常使用教学设备，问卷对师范生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多数师范生表示能较

为熟练地使用教学设备，只有 10.14%的师范生表示无法熟练地使用教学设备。微格教学后。有 41.55%
的师范生表示会在课后进行教学技能训练，29.47%的师范生则表示不确定。微格教学后的练习能巩固学

习成果，有 75.37%的师范生希望在课后也能得到老师的指导。 
(4) 微格教学的评价情况。及时客观的评价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48.79%的师范生表示指导教师基本会观看每个师范生的实训过程并做出评价，但也有 22.22%的师范生表

示不确定。师范生互评。分别有 55.07%和 25.6%的师范生表示比较希望和非常希望开展生生互评。通过

以上可以看出师范生对评价的迫切需求，师范院校应给予评价环节更多重视。 

4.2. 访谈分析 

依据访谈提纲从五方面对访谈结果进行了分析： 
(1) 微格教学课时。教师表示微格教学的总课时一般为 20 到 30 课时，理论课课时与实训课课时比例

大约为 7:3。这与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总课时数基本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问卷和访谈结果的可

信性。师范生反映出的微格教学实训课占比少的问题也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 
(2) 教师开展微格教学的环境。教师表示学校配备了专门的微格教学实训室，但由于师范生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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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室数量少等原因，实训很难在实训室中开展。师范生一般会被安排在有多媒体设备的教室进行实训。

教师还表示教室的多媒体设备存在老旧、缺乏维护等问题，给师范生的使用带来了困难。 
(3) 师资配备情况。教师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教学经验丰富。教师表示在教授微格教学前曾经受过

培训，任教后则基本没有接受过培训。教师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培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4) 教师实施微格教学的情况。通访谈可知，教师对教学环节的熟悉度较高，且能较为清晰地说出各

教学环节的实施要点。但教师也表示因为实训时间短，实训师范生数量多，会出现无法兼顾全部师范生

的情况。 
(5) 实施评价的情况。教师表示现在较为欠缺的是师范生对教师的评价，师范生可能会碍于面子不愿

给予教师评价。教师则希望能从师范生处得到真实客观的评价以改进教学。 

5.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分析发现微格教学实施中存在问题与不足，现从教师、师范生、软硬件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 

5.1. 教师方面 

教师方面的问题与不足总结为三点： 
(1) 资源更新速度滞后。师范生在接受问卷调查时表示教师常无法及时更新教学资源。教师提供资源

是学生学习的抓手，借助教师提供的资源师范生能利用课前时间预习，为正式学习做铺垫。陈旧的资源

无疑增加了师范生学习的难度，甚至可能误导师范生。 
(2) 点评难以惠及全体师范生。师范生和教师均表示因为实训课时间短、任务重等原因，实训过程中

教师常无法对每一位师范生做出评价。教师的评价是保证学习效果的最有效途径之一。缺乏教师点评的

师范生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高，学习过程中的关注感也难以得到满足，这将对师范生的学习效果产生

消极影响。 
(3) 课后指导帮助针对性弱。调查显示课后并非全部教师都能提供指导帮助。师范生对课后的指导和

帮助表示出了极大的需求。课上教学的结束不代表教师教学的结束，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不应受到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 

5.2. 师范生方面 

师范生的问题与不足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准备工作片面化。在进行问卷调查时许多师范生表示参加微格教学前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了

解不深入，也并未对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判断。课前准备环节的缺失会减慢课上教学进度，

使教学任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 实训效率有待提高。微格实训中存在着师范生注意力不集中，各实训环节的衔接松散，实训效率

低的情况，这使得师范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训任务。实训效率的高低与师范生的学习效果间存在

着紧密联系，实训效率低，最终的学习效果也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3) 学习成果巩固意识弱。有半数以上师范生表示微格实训结束后可能不会进行巩固训练。课上时间

短，任务重，单凭课上时间师范生很难完全消化吸收全部内容。课后若不进行及时巩固，极有可能出现

遗忘知识，技能生疏的情况。 

5.3. 软硬件环境方面 

软硬件环境的问题与不足总结为以下两点： 
(1) 训练场所需进一步完善。通过数据分析可知，许多师范生进行微格教学实训的场所是普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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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微格教学实训室在师范院校的建设情况并不乐观。普通教室与微格教学实训室存在着许多差别。专

门的微格教学实训室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并有专员管理，能为师范生提供精良的教学设备和规范的训练

环境，这些都是普通教室无法达到的。因此微格教学应当在专门的训练场所中开展。通过阅读文献资料

可知，许多师范院校的微格教学实训室建立时间早，其中许多设备已不能满足如今要求，这部分师范院

校应当及时更新维护实训室的设备的情况。广大师范院校应当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加强此方面的建设。 
(2) 重视程度有待加强。由访谈结果可知教师只在任教前接受过专业培训，任教后则基本没有接受过

培训。师范院校应当为教师提供学习前沿知识，更新教学观念的机会，帮助教师在思想和知识技能上始

终契合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保证师范生学习内容的有效性。 

6. 对策 

针对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分别从教师、师范生以及软硬件环境方面提出了对策。 

6.1. 教师对策 

为更好地实施微格教学，从教师角度提出了三点对策： 
(1) 拓宽知识视野，及时更新教育资源。教师应当关注学科动态，了解学科前沿知识，拓宽知识视野，

提供并及时更新优质的教育资源供师范生学习[8]。微格教学实训前，教师应当帮助师范生了解微格教学

的相关概念，建立对微格教学的整体认识。微格实训中，教师应当根据实训情况为师范生补充学习资源，

便于学生调整实训进程。微格教学后，教师应当为师范生提供补充资源，为师范生课后自主学习提供便

利条件[9]。 
(2) 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全程指导与评点。教师指导和帮助的对象应当是全体师范生，不应出现部分

师范生无法获得教师点评的情况。微格教学前教师应当指导师范生进行课前预习工作，教学中教师应当

帮助师范生发现自身的问题，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后教师应当根据师范生的实训情况给与个性化的建

议，以此作为师范生课后学习的依据。 
(3) 延伸教学时空，丰富课后教学活动。师范生非常希望教师能在课下多组织教学活动，提供深入学

习的机会。因此，教师应当延伸教学时空，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后活动，使师范生在课下也参

与教师组织的活动，在学习知识，提升技能的同时增进与教师的情感，让课后活动成为连接教师与师范

生的又一纽带[10]。 

6.2. 师范生对策 

为帮助师范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从师范生师角度提出了三点对策： 
(1) 做好课前准备，明确微格实训内容。在微格实训开展前，师范生应当明确每次微格实训的教学目

标和内容，对实训有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师范生应对自身预习情况有清晰的把握，以便科学分配课堂的

时间和精力。 
(2) 利用课后时间，及时巩固学习成果。微格实训结束后，师范生应当及时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将

学习过程延伸至课堂外。学习过程只局限在课堂内是远远不够的，学习成果不经及时巩固效果会大打折

扣。实训后师范生应回顾实训过程，反思总结实训的不足和收获，查缺补漏。有余力的学生在巩固学习

成果之余还应当根据自己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进行拓展学习，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教学

技能。 
(3) 加强师生沟通，共商解决策略。师范生是微格教学的主体，对微格教学有着切身感受，对教学过

程中的问题较为敏感。教师作为微格教学的引导者，往往要面对许多学生，很难体味每一位师范生的教

学感受。目前，在微格教学实践中，师范生往往因碍于面子等原因，主动与教师交流的意愿较弱。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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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长时间延续教学中的问题，从而影响教学体验和学习效果。因此，学生应当调整好心态，主动与教师

沟通和交流，及时反馈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师生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教学过程不断得以优化和

完善，使微格教学进入良性循环，从而持续推动微格教学绩效的提升。 

6.3. 软硬件环境对策 

为改善微格教学的实施环境，从软硬件角度提出了两点对策： 
(1) 改善教育环境，建立新型训练场所。随着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出现，智慧教室

逐渐取代传统微格实训室成为各大院校开展微格教学的场所。智慧教室与传统的微格实训室相比更具人

性化和智能性，增强了师范生与教学环境的互动性。对于还未建设微格教学训练室的师范院校应当借鉴

其他师范院校的经验，尽早建立智慧型训练场所[11]。已经建立微格教学实训室的院校也应当根据技术水

平的发展情况更新实训室内的设施设备，不可抱有一劳永逸的思想停滞不前。 
(2) 调整课程结构，加强指导教师培训。师范院校应当重新审视微格教学的课程结构，结合本校相实

际情况，调整微格教学中理论课与实训课比例，为师范生提供更多实训的时间[12]。师范院校还应当给予

微格教学足够的重视，加强对微格教学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13]。 

7. 结束语 

微格教学作为师范院校培养师范生的重要课程之一，是增加学生训练机会、提升师范生教学技能的

强有力工具之一。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开展访谈，摸清了微格教学的实施现状，发现教师方面存在着

资源更新速度滞后、点评难以惠及全体师范生、课后指导帮助针对性弱的问题，师范生存在准备工作片

面化、实训效率有待提高、学习成果巩固意识弱的问题，软硬件环境方面存在着训练场所需进一步完善、

重视程度有待加强的问题。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了教师应当拓宽知识视野、及时更新教育资源，面向全体

学生、提供全程指导与评点，延伸教学时空、丰富课后教学活动；师范生应当做好课前准备明确微格实

训内容，利用课后时间、及时巩固学习成果，加强师生沟通、共商解决策略提升对策；软硬件环境方面

应当改善教育环境、建立新型训练场所，调整课程结构、加强指导教师培训。期望借此帮助读者了解目

前师范院校微格教学现状，改善师范生提高教学技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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