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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稿）





简 介

郑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技能测试标准（简称标准）共包含 4 个一

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101 个测试点。师范专业学生参加本技能测

试认证需提供 13 至 16 份测试材料（也可分项测试），具体如下：

1.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2.一节课的教学录像视频或一个 15 分钟课堂教学片段；

3.楷书字体书写的一板粉笔字（一首唐诗或绝句）、一页钢笔字

（100 个）、一张毛笔字（20 个）；

4.一节 PowerPoint 制作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5.一个知识点的微课视频；

6.一个 15 分钟的说课视频；

7.一个体现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教学设计方案；

8.一节课的评价文档（word 或 pdf 格式）；

9.一节课的反思文档（word 或 pdf 格式）；

10.一份班集体建设方案文档（word 或 pdf 格式）；

11.一份个别学生教育案例文档（word 或 pdf 格式）；

12.一份班级沟通合作的案例文档（word 或 pdf 格式）；

13.一段时长 5 分钟的沟通合作案例情境视频；

14.一篇教学研究论文或教学研究课题申报书（word 或 pdf 格式）；

15.一份助学课件或者学习设计方案；

16.一份创客/STEM 课程设计方案、操作指导书和课程案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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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技能测试标准体系

1 教师基本技能训练

1.1 教师口语技能

（1）普通话水平（2）一般口语交际（3）教师职业口语

1.2“三字一画”技能

（1）粉笔字（2）钢笔字（3）毛笔字（4）简笔画

1.3 现代教育技术技能

（1）多媒体课件制作（2）微课制作

2 教学技能训练

2.1 教学设计技能

2.2 教学实施技能

（1）说课 （2）讲课

2.3 教学评价技能

2.4 教学反思技能

3 班主任工作技能训练

3.1 集体教育技能

3.2 个体教育技能

3.3 沟通合作技能

4 卓越教师技能训练

4.1 教学研究技能

4.2 学习设计技能

4.3 创客/STEM 教育技能

4.4 课程思政教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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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技能测试标准表

标准表包括：1.二级指标所包含的测试方面及测试点；

2.学生要提交的测试材料或证明材料；

3.考官评测时的参考标准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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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基本技能训练（35 分）

（一）教师口语技能

1.普通话水平

1 个测试点（普通话），学生提交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普通话
1.语文教师，二级甲等（87分及以上）。

2.非语文教师，二级乙等（80分及以上）。
2

2.一般口语交际

5 个测试点（朗诵、课堂讲解、互动评说、课堂辩论、话题讲述），

学生提交 15 分钟课堂教学片段的教学录像。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朗诵
1.语言表达流畅，基调把握准确，情感处理得当。

2.能运用一定的朗诵技巧。
1

课堂讲解

1.观点明确，结构完整。内容较新颖深刻。

2.语言表述较正确清晰，情感处理较得当，态势语运用

较合理。

1

互动评说
1.听得清，听得懂，记得较准。

2.评说能切中要害，表达清楚流畅，语言条理清晰。
1

课堂辩论
1.反应敏捷，观点正确。

2.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反驳有力，逻辑严密。
1

话题讲述 话题表述符合规定情境，表达得体，语言流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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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职业口语

3 个测试点（教学口语、教育口语、职业口语），学生提交资料

同上（15 分钟课堂教学片段教学录像）。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教学口语

1.教态大方自然，语言规范严谨，表达流畅，表意明确。

2.根据教学需要，语气、语调、语速有变化。

3.教学口语具有启发性、鲜明性、易受性等特点。

4.体现不同教学环节用语和不同学科用语的特色。

1

教育口语

1.语言具有针对性、诱导性、说理性和感染性。

2.在偶发事件时，教育口语应变性强。

3.熟悉教育口语的表达技巧，表达得体流畅。

1

职业口语
1.熟悉教师职业口语特点，评价具有针对性。

2.语言表述逻辑性强，重点突出。
1

（二）“三字一画”技能

1.粉笔字

5 个测试点（字体、点画、偏旁、结构、章法）。测试方式：10

分钟时间内，指定单字书写，以抄写五言绝句唐诗的形式进行考核。

用楷书书写指定单字于测试黑板上。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字体 笔划顺序正确，无错字，符合国家汉字规范的要求。 0.5

点画 点画形态准确美观、富于变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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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旁 偏旁部首位置准确，布局合理。 0.5

结构 单字重心平正，结体匀称。 0.5

章法
空间分布匀称，斜正和疏密对比富于美感，书写流利，

节奏明显。
0.5

2.钢笔字

5 个测试点（字体、点画、偏旁、结构、章法）。测试方式：20

分钟时间内，指定单字书写最常用的 100 字；用楷书在给定的方格纸

上书写单字。（标准表同上）

3.毛笔字

5 个测试点（字体、点画、偏旁、结构、章法）。测试方式：20

分钟时间内，指定临摹楷书，选 20 字；在给定的米字格纸上书写，

格子大小为 5×5cm。（标准表同上）

4.简笔画

5 个测试点（准确性、艺术性、技巧、创新、时间）。测试方式：

5 分钟时间内，指定人物、动物和物体为内容，命题两幅，自选一幅，

现场作画于测试黑板上。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准确性 主题思想明确，图形准确、构图合理。 0.5

艺术性 线条流畅，充分表达艺术的形式美。 0.5

技巧 笔画简练，自如地运用简笔画技巧。 0.5

创新 创意鲜明，作品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感染力。 0.5

时间 作画流利，节奏明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形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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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教育技术技能

1.多媒体课件制作

4 个测试点（教育性、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测试方式：

学生根据本人提交的教学设计方案，提供一份多媒体课件。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教育性

1.内容选取符合教学大纲要求，体现预定教学目标。

2.内容要求精炼，突出重点，深入浅出，易于接受。

3.内容及表现形式具有吸引力，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2

科学性

1.内容表达准确、规范，无科学性错误。

2.图片、动画能够正确反映科学原理、模拟客观事实。

3.举例符合教学情境、准确真实。

2

技术性

1.根据教学内容使用文字、图片、图表、音频、动画、

视频等丰富的多媒体资源。

2.根据需要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内容

进行适当地编辑。

3.能够根据需要，恰当对课件中的对象设置动画播放

效果。

4.课件结构完整，页面应包括首页、目录、过渡页、

内容页、结束页。

5.页面的切换形式多样，简洁明快，使用切换声音，

音量要适当。

3

艺术性

1.界面布局合理、整体风格统一，导航清晰简捷。

2.色彩搭配协调，视觉效果好。

3.文字运用规范、简洁、明了；字体和字数要适当，

确保最后一排学习者能够看清楚；重要语句应采用粗

体、斜体、下划线或彩色鲜艳字，以便明显区别。

4.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契合教学主题，和

谐协调，配合适当。

5.各种媒体制作优良：构图合理，图像清晰，色彩鲜

明，音色优美，动画流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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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课制作

5 个测试点（微课选题、微课内容、微课结构、制作技术、教学

效果）。测试方式：学生提供一个知识点的微课视频。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微课选题

1.选题具体明确，大小适当。

2.选题针对性强，能找准教学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疑

点。

1

微课内容

1.内容科学，不能出现知识性错误。

2.安排合理，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3.主线清晰，逻辑性强，难易适当，讲解透彻。

1

微课结构

1.结构完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2.片头有知识背景和目标介绍，如有必要应配上字幕，

片尾有知识小结。

1

制作技术

1.制作技术选用合理，画面清晰，图像稳定，影音同步

性和流畅性好。

2.视频格式应为适合网络播放 MP4 或 WMV 格式。

3.视频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10分钟，以精短又能完成教学

任务为佳。

4.分辨率 720P 以上，受测者本人出镜讲授。

1

教学效果

1.视频画面清晰美观，语言流畅通顺，发音标准清晰，

观看感受良好。

2.教学过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启发引导性强，有利

于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教学目标达成度好，有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促进学

生思维提升和能力提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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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技能训练（50 分）

（一）教学设计技能

教学设计

8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个课时的完整教案（同说课和讲课的内

容）。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教材分析 教材分析准确，先修知识点衔接合理。 1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关注点合理，分析透彻，体现因材施教的设

计原则。
1

教学目标 目标定位合理、具体明确、表述准确，具有可操作性。 1.5

教学方法 教法选用合理、有效、适用，灵活多变，协同互补。 0.5

教学媒体 教学媒体选用得当，使用正确合理。 0.5

教学过程

基本教学环节完整、进程安排合理，重点突出，注重

教学互动，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

4

板书设计 布局合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有启发性，有美感。 0.5

文档格式

结构完整，布局合理，格式美观整齐；

文字、符号、单位和公式符合国家标准规范；语言清

晰、简洁、明了，字体运用适当，图表运用恰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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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施技能

1.说课

7 个测试点，学生录制提交 15 分钟的说课视频。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说教材学情

教学内容阐述清楚，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正确，准

确把握教材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说清学生特点和已

有知识水平。

1

说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全面、明确、恰当；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理论依据充分、合理。
2

说重难点 教学重点、难点确定准确，分析比较透彻。 1

说教法学法

教法描述清晰，选用适当；符合教学对象的要求；

教学手段新颖、有效。学法突出自主探究、合作学

习，体现多元化学习方法。

1

说教学过程

教学程序结构完整，教学环节流畅、层次清晰，有

理有据，重点突出，难点得到有效突破；教法、学

法得到落实；有效实现教学目标。

4

说板书设计 对板书进行合理的评析。 0.5

教态举止 教态自然大方，举止得体。 0.5

2.讲课

9 个测试点，学生录制提交 15 分钟的课堂教学片段录像（要求

体现测试点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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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导入新课

1.紧扣新课内容设计导入环节。

2.简洁明了针对性强。

3.具有启发性、趣味性。

4.时间安排合理，不挤占新课时间。

2

新课讲授

1.语言规范、简明、生动。

2.重点突出。

3.时刻关注学生的反馈信息。

4.要与板书、体态语相配合。

5.努力做到新旧知识的联结。

5

巩固新知

1.结合新课，设计巩固新知方式。

2.选用多样化练习形式。

3.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度，强化互动；

4.关注学生学习效果。

2

课堂小结
1.帮助学生梳理思路，强调教学重点。

2.小结讲解透彻，加强由课内向课外延伸。
1

课堂板书

1.精选内容，重点突出。

2.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3.形式灵活，布局合理。

3

课堂提问
1.合理设计问题，能够面向全体学生提问。

2.提问要明确，态度温和。
2

运用辅助工

具能力
恰当运用教学辅助工具及材料 1

教师素质

1.普通话标准。

2.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

3.板书无错字，字型优美。

4.教态自然大方。

2

课堂组织与

管理

1.课前强调纪律，点名。

2.课堂提问。

3.课堂气氛的调节，强调人文关怀。

4.巡视指导及偶发事件处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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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评价技能

教学评价

5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对系统随机提供的 15 分钟教学录像的评

价文稿。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多元化

教学评价标准多元化：

教学思想（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面向全体、因材施

教）；

教学目标（理解课标要求、符合学生特点、渗透教学

过程）；

教学内容（科学准确、处理得当、熟练自如）；

教学方法（逻辑性强、启发性强、实用性强）；

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促进能力发展）。

1

建设性

理解授课人的教学设计意图；针对问题提出建设性改

进策略，对策合理有效、切实可行；帮助教师提升教

学水平。

1

激励性
尊重教师劳动；调动教学积极性；公正科学评价；提

升教师自信心。
1

组织管理

教师应关注学生上课时的反应；

教师教学的态度、言行对学生行为的影响；

教师对学生体现的人文关怀。

1

文稿 观点正确，突出重点，表述准确，简洁明了。 1



12

（四）教学反思技能

教学反思

5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对系统随机提供的 15 分钟教学录像的反

思文稿。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目标达成
1.教学目标是否达成。

2.实际教学效果与备课设想的差距。
1

教学方法
1.教法的成功之处与存在问题。

2.教学步骤与方法调整的原因。
1

学习方法 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指导是否到位，如何改进。 1

教学重建

1.通过教学实践悟出什么道理，在教学中就某个问题有

什么新体会，学生行为给了什么新的启示等。

2.对某些不足之处有什么更好的策略；对某些教学环节

的改进有什么更好的设想。

1

文稿 反思文稿格式恰当，行文流畅，表达清晰。 1

三、班主任工作技能（15 分）

（一）集体教育技能

集体教育

5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份班集体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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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班级工作

计划制定
计划合理、全面，具有层次性。 0.5

班干部

选拔培养

1.选拔方式合理、多样。

2.培养方法科学合理，全面。
1

班规制定 班规具体、明晰、全面，合理合法。 0.5

班风培养 培养方法、手段科学合理。 1

班会活动的

组织
掌握组织与指导班会的基本步骤。 2

（二）个体教育技能

个体教育

4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份 800-1000 字的个别学生教育案例。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案例描述
聚焦学生，问题鲜明；情节完整，客观真实；案例有

教育意义。
1

案例分析

能概述案例中的主要问题；能找准案例问题的根源；

原因分析较为透彻，有自己想法；分析能结合理论知

识，且符合学生实际。

1.5

案例思考 以生为本，教育建议具体，有启发性。 1.5

案例写作
案例题目清晰，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文通句顺，语

言简洁，易于理解。
1

（三）沟通合作技能

沟通合作

4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段时长 5 分钟的沟通合作案例情境模拟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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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沟通目的 明确沟通任务和内容，语言表述准确。 1

沟通原则
尊重、理解沟通对象，能向沟通对象客观陈述事实，

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
1

沟通方法
方法恰当、多样，能把握细节与对方心理，具有信息

的获取、传递、分析和处理能力 。
2

沟通效果 效果较为明显，基本达到预期的目的。 1

四、卓越教师技能（20 分）

（一）教学研究技能

教学研究

4 个测试点，学生根据系统中随机提供的 15 分钟的教学录像，

研究教师教学问题，提交一篇教研论文。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教学目标

研究
分析教师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达成度。 1

教学内容

研究

1.研究和分析教师讲授教材内容，对于学生为主体的体

现。

2.研究和分析教师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3.正确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合理的改进办

法。

2

教学质量

研究

科学分析本节课教师有效提高这节课的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
1

学生能力

培养研究

研究和分析本节课教师是如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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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设计技能

学习设计

5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份助学课件或者学习设计方案。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以学习者

为核心
整个设计以学习者为核心而非以教师为核心。 1

意义学习

设计

整个设计让学习者觉得是有意义的，学习者在进行有

意义的学习。
1

协作学习

设计

整个设计让学习者之间能够相互协作，体现团队协作

精神。
1

探究学习

设计

整个设计方案让学习者有探究的空间，有利于培养创

新思维。
1

移动在线

学习设计

整个设计方案体现信息时代特色，可以让学习者进行

移动在线学习。
1

（三）创客/STEM教育技能

创客/STEM 教育

4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份创客或 STEM 课程的设计方案、操作

指导书和课程案例作品。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创新能力

创新性：作品为原创，设计新颖、创新点突出。

独创性：技术实现上有创意，项目由学生独立或学生

团队合作完成。

研究性：项目研究有一定深度，有一定的科学与技术

研究工作量。

1.5



16

融合性：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有机地融为一体。

实践性：项目创作灵感来自于生活，旨在解决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具有实践性。

项目设计

制作技能

作品结构：设计合理、巧妙。

制作工艺：工艺流程设计正确，可操作性强，体现节

能、环保、性价比高。

安全保障：项目无安全隐患，作品安全稳定。

艺术渲染：作品外观表现力强，制作精细，具有一定

的艺术性。

研发报告：作品研发报告完整、规范（包括项目简介、

国内外类似研究调研、技术方案、实验过程等）。

过程记录：活动过程记录、原始数据记录等材料完整、

详实。

2

项目展示

交流能力

作品介绍：作品介绍完整、科学、规范，能反映对创

意的深入理解。包含设计的创新点、制作过程、关键

技术、实现工艺及应用前景。

操作技能：演示操作安全、可靠，操作熟练规范。

重复验证：可多次重复演示。

1

团队协作

能力

团队分工明确，团队成员均参与项目全过程，清楚项

目技术细节。项目成果由团队成员集体合作完成。
0.5

（四）课程思政教育技能

课程思政教育

3 个测试点，学生提交一份 15 分钟课堂教学录像。

测试点 参考标准 分值

教学内容

挖掘专业教学中课程思政的个性化元素，课程思政做

到“润物无声”。

1.课程思政的内容与专业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实现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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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显性与隐性、局部与整体的结合。

2.教师风范融入“课程思政”建设，教师一言一行，都

蕴含着德育的元素，就是生动教育素材。

教学方法

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同频共振，培养学生完美人格与

远大理想。

1.遵循知识规律、德育规律与教学规律，将三者有机统

一。

2.做到“做人”与“做学问”相统一、“教书”与“育

人”相统一。

2

教学效果

防止课程思政走过场，流于形式，要具有丰富的政治理

论含量，激发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1.亲和力：课程思政有“有温度的”，让学生感受到被

理解和被支持，从而发自内心接受课程思政内容，形成

方向感；

2.针对性：课程思政准确“把脉”学生的思想动态，对

时代方位、人生格局和个人价值等形成更加科学的认

知，坚定理想信念。

3.获得感：课程思政具有“有生命力的”，能够转化成

为激发学生不断自我提升的持续动力，将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给”转化为学生的“得”，学生有了实实在在

的“得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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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标准是在刘济良教授带领下，由郑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技能训

练专家委员会集体研制而成。教师教育技能训练中心在这里向标准研

制核心成员表示感谢，他们是：

陈国维 陈光磊 杜慧敏 李 菲 张广华 王 东 刘颂华

曹艳荣 胡春丽 王念利 贺常平 王智红 李焕勤 杜志强

标准研制过程中，中心面向全校师生广泛征求意见。范冬冬、白

雪、王少卿、冯建瑞等各学院教材教法教研室老师提出了很多宝贵意

见和建议，向他们表示感谢。

陈国维教授邀请了国内部分教育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核，并根据专

家的审核指导意见，进行了完善修改，形成此稿。在此对专家们的辛

勤付出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是：

华中师范大学 雷万鹏 陕西师范大学 胡卫平

海南师范大学 易连云 河南师范大学 宋 晔

信阳师范学院 朱桂琴

向所有关心支持标准研制的领导、同行、老师、同学表示感谢！

希望您们在标准试行过程中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

编者

2018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