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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86 students and interns from the three grades of geo-
graphy science major of a university,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 of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teaching are studi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teaching are: students themselves, university management, practice 
base and so on. The suggestion is: enhance students’ vocational training; establish a perfect in-
ternship and internship management mechanism; establish an internship school to guide teachers 
to encourage th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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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某大学地理科学专业三个年级86份见习、实习生的调查问卷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研究影响见习、

实习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影响见习、实习教学实践效果的因素有：学生自身、高校管

理、实践基地等．据此提出的建议是：增强学生职业素养培训；建立完善的见习、实习管理机制；建立

实习学校指导教师鼓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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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地方院校向应用技术型综合院校转型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同时进行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师

范教育同样需要打破原有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实践价值弱化的状况下，需要进行深入的师范教育改革。

在师范教育转型过程中教育实践是最具实践意义的教育环节，也是师范教育转型的关键[1]。因此树立协

同育人观念、完善运行机制，改革应用型高校的师范教育实践课程，突出应用的实践意义。地理科学专

业的培养目标为从事中学地理教育及相关学科的高级应用性人才，故该专业的就业目标比较明确，即各

级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是未来地理教师的预备队。 
教育见习、实习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重要实践环节，是师范学生教师专业化的起点。关于教育

见习、实习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蒋溢等对四川省四所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学生

教育实习前的教师意识、专业知识和师范技能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地理师范生存在角色意识

不强、情绪紧张、知识储备不够、不熟悉中学地理教材、师范技能水平较低等问题[2]。从学生的

主观评价分析了教育实习的学生个体存在的问题，反应了教育实践环节中受体的个人感知，该结果

对后续性的实践效果分析具有根本性的研究意义。分析了学生个人因素对实践教学效果的影响，而

相对于个人因素高校的管理及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也决定着实践教学的效果。郭保中认为高师范生

见习观察的深广度、思考的深刻性不够，应将教育见习提到学科教学论理论课之前开展，为学习教

学论提供感性认识，提高学科教学论课的教学效果；明确教育见习的目的要求，且见习任务作业化、

管理程序化，从而提高见习效果[3]。在单个因素影响的研究相对成熟后，从系统理论出发，综合

性的分析实践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也相对成熟。高杨等分析了当前高校地理科学专业教育实习

质量受学校重视程度、组织安排、基地建设、实施管理等方面影响，并提出应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加大实习基地建设和经费投入的建议[4]。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实习中高校管理因素及对

策。 
国外对实践教学的管理模式及基地建设较成熟，研究多从学生个体因素出发。Karadimitriou Kostas

对教育科学系实践环节进行研究，通过对 248 名学生和他们的书面作业的问卷收集数据。结果表明，学

生在合作研讨中收获颇多，而反思能力，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课题掌控能力不足[5]。相对于中国而言，

国外的教育实践的考核标准更为严格。例如德国对教师教育见习阶段的运作、准入条件、服务时间、任

务组成、理论学习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见习阶段结束时，见习教师还需参加第二次国家教师资格证

书考试[6]，为我国实践教学管理提供了借鉴。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将结合系统理论，将视角由学生或学校个体转移至教育实践所涉及到的多

个个体。将学生、高校及见习、实习基地三者有机结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质性分析和定量分

析结合的方法，分析见习和实习两种相关联的教育实践过程受影响的因素，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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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获取 

2.2. 问卷设计 

根据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前述研究，本文将影响教育见习、实习效果的诸多因素归结

为学生因素、高校因素及见习、实习基地因素三个方面。学生因素和高校因素多数是直接影响教育实践

效果的可控因素。见习、实习基地因素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差异性较大，短期内难以均衡，多属于不可

控因素。学生因素包括学生的职业信念坚定程度、实习期望、实习态度、专业基础以及实习前准备等方

面；高校因素包括学校对学生见习、实习前的培训、高校教师在实习过程中的指导、高校管理监督等方

面；见习、实习基地因素包括基地的教学条件、基地的管理、指导教师的指导及工作准入度等。吸收前

人的相关研究成果[1] [2]，结合研究工作实际，本文确定把职业信念坚定程度、实习期望、实习态度、专

业基础、实习前准备、高校对学生见习–实习前的培训、高校教师在实习过程中的指导、高校管理监督、

基地的教学条件、基地的管理、指导教师的指导及工作准入度作为影响地理科学专业效果的主要因素；

把能力提高和知识提高作为衡量教育实践效果的两个指标。 
最终形成的调查问卷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为样本统计特征指标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上述 14 个

调查因素的相关问题。问卷中每一项因素的影响程度，采用五级尺度进行度量。由调查对象根据实际情

况给予 1~5 分，分别对应极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很同意、极同意五个等级。 

2.2. 问卷发放 

为了保证问卷填写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研究团队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7 日，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

2011~2013 级进行过教育见习实习的同学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92 份，回收 88 份。通过仔细筛查，剔

除有明显错误信息的 2 份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86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3.47%。 

2.3. 研究对象特征 

调查对象的结构特征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以看出，样本中女生多于男生，生源地农村多于城市，

见习、实习学校所处位置为农村多于城市。样本符合地理科学专业实习生的基本结构，具有一定代表性。 
 

Table 1. Sample data structure features 
表 1. 样本数据组成结构特征 

  人数 百分比 

年级 

11 级 22 25.6 

12 级 33 38.4 

13 级 31 36.0 

性别 
男 21 24.4 

女 65 75.6 

生源地 
城市 11 12.8 

农村 75 87.2 

见习、实习学校 
城市 38 44.2 

农村 48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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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处理工具和统计方法 

本文应用 SPSS 17.0 的协方差分析法，以教学实践效果(能力提高和知识提高)为因变量，以其它 12
个变量(职业信念坚定程度 A1、实习期望 A2、实习态度 A3、专业基础 A4、实习前准备 A5、高校对学生

见习–实习前的培训 B1、高校教师在实习过程中的指导 B2、高校管理监督 B3、基地的教学条件 C1、基

地的管理 C2、指导教师的指导 C3 及工作准入度 C4)为自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经运算后(表 2)，提取出相关性最大的三个指标：职业信念坚定程度、高校管理监督、校外教师指导，

分别代表前述的学生因素、高校因素及见习、实习基地因素来进行本次研究。 

4. 实习总体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4.1. 职业信念对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 

从表 3 看出，79%的学生职业信念程度在 4 以上，说明大多数学生未来的职业定位是中学地理教师，

所以教学实践的开展针对性较强，实用性较大。职业信念坚定程度与教学实践效果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ρ > 
0.05)，p > 0.05***，说明职业信念坚定程度不同对教学效果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职业信念越坚定，教学

实践效果越好。 
 

Table 2. Data results of covariance analysis 
表 2. 协方差分析的数据结果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职业信念坚定程度 

组间 24.083 7 3.440 11.581 0.000*** 

组内 23.173 78 0.297   

总数 47.256 85    

高校管理监督 

组间 17.986 7 2.569 5.134 0.000*** 

组内 39.038 78 0.500   

总数 57.023 85    

校外教师指导 

组间 45.832 7 6.547 7.307 0. 000*** 

组内 69.889 78 0.896   

总数 115.721 85    

***p < 0.05.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belief on the effect of teaching practice 
表 3. 职业信念对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 

 职业信念坚定程度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双侧) 

教学实践效果 

1 0     

2 1 2.33    

3 17 2.54 0.455 26.896 0.000*** 

4 41 3.08 0.234   

5 27 3.35 0.276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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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校管理监督对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 

从表 4 看出，70%的学生认为高校管理监督力度在 3 以下，说明学生对高校的监管并不是很理解或

满意。通过运算可看出高校管理监督与教学实践效果为正相关关系，F 值为 22.68，故基于本研究的数据

可以看出，教学实践效果的改善可从提高高校管理监督方面入手，改善高校的管理机制，进而有效提升

教学实践效果。 

4.3. 校外导师指导对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 

从表 5 看出，72%的学生认为校外导师的指导满意度在 3 以下，说明学生对校外导师的指导不是很

满意。通过运算可看出校外导师指导程度与教学实践效果为正相关关系，F 值为 11.78，故基于本研究的

数据可以看出，教学实践效果的改善可从提高校外导师指导方面入手，改善校外导师鼓励机制，进而有

效提升教学实践效果。 

5. 教学实践效果各因素回归分析 

从表 6 看出，教学实践效果与职业信念、高校管理监督、校外导师指导三者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management supervision on teaching practice 
表 4. 高校管理监督对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 

 高校管理监督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双侧) 

教学实践效果 

1 0     

2 10 2.30 0.293   

3 50 3.19 0.315 22.68 0.000*** 

4 21 3.06 0.343   

5 5 3.19 0.181   
***p < 0.05. 

 
Table 5.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behaviors 
表 5. 校外导师指导对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 

 校外导师指导 N 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双侧) 

教学实践效果 

1 0     

2 15 2.64 0.554   

3 47 3.14 0.236 11.78 0.000*** 

4 17 2.99 0.353   

5 7 3.52 0.503   
***p < 0.05.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ous factors in teaching practice 
表 6. 教学实践效果各因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B 标准误差 Sig T 

教学实践效果 

职业信念 0.350 0.045 0.03** 7.740 

高校管理监督 0.093 0.060 0.07** 1.547 

校外导师指导 0.047 0.056 0.02*** 0.853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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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力职业信念>校外导师指导>高校管理监督，故在 79%的同学相对职业信念稳定的前提

下，提高校外导师指导效果为最有效提高教学实践效果的方式。可通过建设校外导师聘任制、校外指导

教师的激励方法、校外导师对见习、实习学生指导规范制定等实现。 

6. 措施及建议 

通过本研究的发现，主要控制 X 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本次调查出的主要控制教学实践效果的为：职业

信念、高校管理监督、校外导师指导三个因素最明显，所有具有针对性的提出以下建议：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职业信念，进行多方位的职业素质教育，并借助学校社团文化活动进行教师职业

教育，职业熏陶，进而提升职业信念的鉴定程度。 
高校加强管理和监督，教育见习、实习实践的运行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的保证，这些制度包括制定全

过程中的工作制度、指导教师工作制度、教育见习、实习之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制度。落实教育实践指导

教师责任制度。 
见习、实习基地应建立校外指导教师的岗位责任制度，明确校外指导教师的角色定位、职责要求、

工作内容、奖惩措施，并形成岗位责任制，加强校外指导教师的工作责任意识。同时也要参考和使用新

的教育管理方法，最终实现“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提升未来教师预备对的教学

实践能力。 

课题来源 

许昌学院教育研究一般项目(高校实践教学模式及运行机制创新研究——教育见习、实习、研习一体

化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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