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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教育实习的目标定位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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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培养体系的必修课程，不仅对于师范生建构教育实践知识、奠基专业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改进教师教育质量具有独特的价值。近些年来，各高校积极推动教育实习改革，延长教

育实习时间，加强教育实习规范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教育实习由于目标定位模糊不清，因而存在课程

内容不明、协同机制不畅、实习基地不足、教师指导不力等诸多问题。因此，师范生教育实习改革不仅要明确

教育实习对于师范生体认教师专业伦理价值、建构教育教学实践知识、增强教育教学胜任能力、生成教育教学

实践智慧等方面的目标定位，而且要树立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实习观、创新教育实习协同机制，优化教育

实习教师队伍、改进教育实习评价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改进师范生的教育实习，而且有助于提升教师职前培

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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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Teacher Candidates

CHEN Shi-jian，LIU Feng-ni

(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of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practic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teacher candidates，which plays an irre-
placeable role in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teacher candidates． However，due to the vaguely defined course attributes and
unclear goal orientation，there exist many problems in education practice，such as low course status，poor coordina-
tion mechanism，insufficient practice bases，poor guidance by teachers，etc．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
discover the value of education practice in constructing practical teaching knowledge，laying a foundation for 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etc． Therefore，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clarify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reform． These goals should include consolidating teachers’professional
ethics，constructing practical teaching knowledge，enhancing teaching competence，and generating practical teaching
wisdom etc． ．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the practice concept of“Theory in Practice”，innovat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eaching practice，optimize the team of trainee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education
practice． This will not only helps improve the education practice，but also help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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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培养体系的必修课程，对

于师范生的培养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

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明确将“教

育实习”作为师范专业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也特别强调，“以实

践为导向优化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师范生教育实

践不少于半年”。［1］近些年来，各高校积极推动教

育实习改革，延长教育实习时间，加强教育实习规

范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教育实习由于课

程属性模糊、目标定位不清，因而存在重视不够、
机制不畅、基地不足、指导不力等实际问题，教育

实习依然是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一道软肋，这不

仅制约了教师职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影响

了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入开展教育

实习目标定位和实践路径研究，对于推进教育实

习改革，落实师范专业培养目标具有直接的现实

意义。

一、师范生教育实习的价值意蕴

实践知识是教师专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师范生除了

学习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以外，还必须

具备从事教育教学的实践知识。教育实习无疑是

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增强实践知识不可或缺的重要

课程。“教育实习不仅是教师教育中‘无争论余

地’的必要因素，而且在职前教师教育过程中具

有‘画龙点睛’之效”。［2］显然，师范生教育实习对

于保障师范生的培养质量和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 一) 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建构教育实践知识

的核心课程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虽然彼此关联，但却保

持着不同的逻辑和特定的“张力”。正如动态知

识观所认为的，知识最终是在使用中获得意义、效
果和价值，并随着我们对它在共同的世界中的适

合性的检验而发展变化的。［3］师范生在教育实习

之前已在高校系统学习了教育理论知识，但对于

教育实践知识却知之甚少，而且教育理论知识与

教育实践之间缺乏必要的情境性联接。师范生只

有亲身经历和体验真实的教育教学实践场景才能

加深对教育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师范生通过

教育实习将教育理论知识与教育实践相融合，进

而将教育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再将教育

教学实践行动与教育理论知识进行有效联接，不

仅可以增强对教育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而且

能够形成对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只有当师范生

个人的教育知识与公共的教育知识实现了有效的

联接与转化，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一般性与偶然性

之间的有机联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才可以真

正地走向融合，教育实践知识才能真正建构起来

并不断丰富和拓展。为此，西南大学从 2006 级开

始把教育实习纳入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所有

师范专业中全面实施一个学期的教育实习。事实

上，教育实习可以帮助师范生有效地融合教育理

论知识和教育实践知识，这种融合既为教育理论

知识提供发挥价值和意义的情境，又使教育实践

成为教育理论知识进一步发展的资源，进而为师

范生建构教育实践知识奠定必要的基础。
( 二) 教育实习是师范生体认教师专业发展

的奠基课程

教育实习是将师范生置于真实而全面的教育

教学场境，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不是被动地接收

和学习专业知识，而必须主动参与到教育教学实

践活动之中，既要将知识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实

现专业知识向教学知识的转化，又要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进行教学知识生产，形成教育教学认知和

能力的提升。实际上，师范生通过参与教育实习

过程中丰富的实践活动，获得了包括课堂观察、教
学辅导、班级管理和校本教研等各种现场经历，既

实现了专业知识的统整与转化，又形成了教育教

学的实践能力。同时，师范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

通过频繁地接触和深入地了解教师和学生，亲身

体验教师的角色，真切感受教师的责任，完整地体

验教师的职业生活，从而建立起关于教师职业最

初的印象、理解和认知。美国学者罗森伯格( J．
Ｒothenberg) 和哈默( J． Hammer) 曾对两组实习教

师在实习前后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

果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结果发现实习后实验组对

于教学的想法更为丰富，更能把自己的教学与学

生的学习联系起来［4］。2014 年以来，西南大学每

年都对国家公费师范毕业生进行追踪调查，从毕

业师范生的反馈信息看，教育实习在每次调查中

都被列为影响他们专业发展最重要的职前培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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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范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教师教

学和学生发展的最初专业体验，对于师范生关于

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解和认知无疑具有奠基性的作

用，可以为师范生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因此，教育实习被认为是帮助师范生树立专

业理想和提升专业素能的最佳途径，是职前教师

培养中具有奠基意义的课程。
( 三) 教育实习是师范生联接基础教育的桥

梁课程

随着教师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师教育已由一

次性、终结性的职前教育转变为持续性、终身性的

教师教育。［5］师范生培养体系必须建立教师职前
培养与职后教育的有效联接，从而实现基于“需

求导向”的教师培养和“反向设计”的体系建设。
教育实习正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为

师范生联接基础教育搭建必要的桥梁。教育实习

虽然是师范生从事教育教学的初次实践，但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对师范生培养质量的系统考查和全

面检验。通过教育实习，师范生不仅可以知晓自

己在专业学习方面的不足，了解自己在教育教学

能力方面的缺陷，而且可以同实习学校教师进行

实际的对比，找到自己同教师之间存在的差距，从

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强烈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师

范生了解基础教育的发展要求，增强他们对自身

学习的反思，而且有助于教师培养院校与基础教

育的密切联系，促进师范生培养的改进与完善。
同时，对于师范生培养院校而言，通过教育实习既

可以了解基础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变革走向及其对

教师培养的最新需求，又能够获得师范生培养质

量的信息反馈，不断改进和完善教师的培养体系，

从而更好地保障教师培养既满足教师职业发展的

质量要求又符合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

基础教育教师的职后发展而言，教育实习创造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联接机制和发展平台，从而促进

教师职后的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又给师范生

的教育实习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从而改进师范

生的培养质量。因此，教育实习不仅有助于教师

职前培养的持续改进，而且有利于教师职后的专

业发展，对于教师教育的持续改进和质量提升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师范生教育实习的目标定位

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实现个体专业化的必要保

障，是师范生奠基教师专业发展的“催化剂”。然

而，当前师范生教育实习的目标定位较为模糊，高

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教育实习的实际效果，难以实现教育实习的应有

价值。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师范生教育实习

的目标定位，从而为教育实习提供必要的方向性

引领。
( 一) 体认教师专业伦理价值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实践，因为教育通常

是通过人影响人的方式来达到促进儿童发展的目

的，它与实践行动背后个体的伦理高度相关。因

此，教师专业伦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构成要

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

“人的每一种技艺与研究、实践与选择，都是以某

种善为目的”。［6］教师的专业性首先是以道德要

求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师范生教育实习不能基

于自身的喜好而独自做出决定，而是应该追求

“善”的价值取向和符合教师专业伦理要求。教

师专业伦理涉及诸多方面，其核心是从教的理想

和信念，它内置于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以一

种隐性的方式对教师的实践行为起着导向作用。
教师只有在正确的伦理价值引导下才能不断探究

与改进自身行动决策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逐步

成长为以“善”为行动导向的关心儿童成长和充

满道德责任感的伦理型教师。因此，我国的师范

专业认证标准明确要求师范生要“认同教师工作

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
正确的价值观”，并对师范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
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虽然师范生在大学里已学习了教师职业道德

等相关的课程，对教师专业伦理有一定的理性认

识，但教师专业伦理往往深藏于复杂、多样而生动

的教育教学情境之中，只有深入到真实的情境之

中才能真正理解和体认其价值。在教育实习中，

师范生通过真切地感受教师的职业生活及其传递

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品质，加深对教师职

业的理解，增强职业信心和责任感，从而培养坚定

的从教信念; 通过亲身体验和参与教育教学过程，

体会培养人的道德使命和伦理责任。因此，教育

实习要让师范生真正融入教师群体之中，真正体

验教师专业生活，真正感受教师专业品性，从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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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教师专业伦理价值，进而形成教师专业意识和

树立乐于从教的理想信念。
( 二) 建构教育教学实践知识

通常而论，教师所拥有的知识既包括理论知

识又包括实践知识，理论知识常常是外显的，具有

较强的公共性，而实践知识常常是内隐的，往往是

基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和个性特征。教师的专业素

养不仅取决于外显的理论知识，而且来源于内隐

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

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对自己

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7］主要是

通过与教育实践中问题情境的互动和同伴之间的

互动而获得，具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虽然理论

知识和实践知识都是教师专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知

识基础，但两者具有不同的使命，前者的任务是让

教师明白哪些知识有用，而后者的任务则是让教

师明确如何将这些有用的知识合理地运用到教育

教学实践之中。因此，实践知识是一种“行知合

一”的理性能力，它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判断

力、选择力、创造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践知识

因其“内隐性”和“缄默性”的特征使其无法像理

论知识那样可以通过教师传授或理论解析而获

得，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以及

与长期以来实践它的人进行交流才能获得。正如

陶行知先生所指出的，“真知识是思和行相结合

而产生的，通常是从‘做’的实践经验中得来”。［8］

因此，教育实习要开展“教学研讨”、“案例分析”、
“活动分析”等情景式教学形式，给师范生营造丰

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情境，让师范生围绕课堂上的

事实和现象，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和困惑，反思教育

教学的经验与改进，并通过与指导教师及其同伴

的交流互动，形成具体的行动策略，从而帮助师范

生内化与建构实践知识。
( 三) 增强教育教学胜任能力

教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必须拥有扎

实的实践胜任能力。“教师专业发展既有赖于专

业知识的充实和专业情意的培养，更有赖于专业

技能的提高; 没有专业技能的培养，专业知识就无

法得到运用，专业情意也无法得到表达”。［9］通常

而论，教师的胜任能力包括动作胜任力和心智胜

任力两个方面，其中动作胜任力是在一定的思维

调节下将一系列外显动作以合理完善的方式组织

起来以顺利达到活动目的的动作能力。心智胜任

能力则是一种调节和控制心智活动的经验，是通

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心智活动能力。［10］不

管是动作能力还是心智能力，都不可能完全从理

论课程学习中获取，也不可能由教师自然而然地

发展起来，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反复的练习与实践。师范生在教育实习

中深入开展教学实习、课外活动实习、班主任实

习、管理实习和教研实习等多方面的教育教学实

践，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与积累，在真

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反复练习，在指导教师和同

伴的指导下不断修正和改进，从而形成特定的教

育教学胜任能力，并不断得到有效的强化。大量

研究表明，教育实习不仅对于师范生强化语言表

达能力、板书书写能力、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起到积

极作用，而且是师范生生成课程开发、课堂管理、
教育研究以及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等教育胜任能力

的最佳途径。师范生正是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勇于

实践，在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动作能力，

在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过程中不断完善

心智能力，为师范生增强教育教学胜任能力和成

为合格教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 四) 生成教育教学实践智慧

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以

“善”的伦理价值为导向，通过对教育教学情境的

感知、辨别与顿悟做出合理的选择和适宜的决策，

从而创造性地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一种专业

素养或能力，是教师不断走向卓越的潜在力量。
实践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主要不是从理论知

识的学习中得来的，而是与具体的实践相联系。
教育实习给师范生提供了教育教学实践的机会，

从而为师范生创造了生成实践智慧的基本条件。
但长期以来，教育实习在“理论应用”实习观的影

响下，师范生的培养更多囿于课堂上教育理论知

识的学习和教育教学技能的训练，师范生很容易

成为“知识的容器”和“教学技术员”，教育实习被

视为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实践智慧常常受

到忽视。诚然，教育理论知识和教育教学技能是

师范生生成实践智慧的重要基础，但拥有知识和

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合理地运用到复杂多变的教育教学情境

之中并能有效地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复杂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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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实践智慧虽然离不开实践知识和实践

技能，但实践智慧既不同于实践知识也不同于实

践技能。实践知识是实践智慧的“知识保障”，主

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实践技能是实践智慧的

“能力保障”，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实践智

慧则起统摄作用，主要解决在遇到复杂多变的教

育教学问题时“怎么科学决策和有效行动”的问

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对于师范生而

言，他们只有将专业理论知识、教育教学技能同教

育教学直接经验相融通，才能在教育教学情境中

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教学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和

适宜的决策，并在不断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转化

和生成实践智慧。因此，教育实习应当对师范生

的实践智慧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师范生在教育

实习过程中生成的实践智慧或许只是初步的和不

系统的，但这可以为师范生未来的专业发展和走

向卓越奠定潜在而重要的基础。

三、师范生教育实习的实践路径

教育实习作为教师职前教育的必修课程，不

仅需要基于师范生的培养要求明确教育实习的目

标定位，而且还要根据教育发展对教师提出的时

代要求，顺应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聚焦当前

教育实习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树立科学的教

育实习观，创新教育实习机制，夯实教育实习教师

队伍，改进教育实习评价方式，从而保障教育实习

目标的实现和教育实习质量的提升。
( 一) 树立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实习观

科学的教育实习观是指导教育实习活动的重

要基础，其核心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传

统的教育实习受到教师教育能力本位和技术理性

主义的影响，注重师范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教育

教学技能的训练，教育实习被视为检验师范生理

论和技能的“环节”，体现出“理论应用”的实习

观。因此，教育实习不仅时间普遍较短，大约 6 至

10 周，而且往往安排在理论课程学习之后并与理

论课程相分离。这样的实习观不仅造成了教育理

论与教育实践的断裂，而且教学过程中师范生大

多处于被动的模仿状态，没有有效地调动师范生

的主体性。随着人们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的深

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理论应用”实习观存在的

诸多弊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建构和实

施新的教育实习观，不仅明确规范教育实习的时

间分量，而且不断强化教育实习中理论与实践的

相互融合，将阶段式教育实习拓展为融合式教育

实习。法国的教育实习分为感知实习、协同实习

和责任实习三个层次，实习时间占总学时的三分

之一; 美国的教育实习分为助手教师和实习教师

两个层次，时间为 18 周左右; 英国特别强调中小

学校对教育实习的作用，强化中小学校的直接体

验，［11］加拿大突出教育实习课程的中心地位，将

专业课程与教育实习课程交错安排，强化理论与

实践的交相融合，［12］芬兰的教育实习贯穿师范生

学习的始终，教育实习与理论学习交叉进行，着力

培养师范生的反思能力。［13］树立理论与实践相融

合的实习观，有助于规范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

关系，一方面，理论知识的学习为师范生教育教学

实践提供了必须的知识储备和必要的理论视野，

另一方面，理论时刻处于实践之“内”，它在实践

活动中内隐地发挥作用，实践主体不只是被动地

为理论所控制，而是参与“理论”的构建。［14］师范

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不是基于理论指导或者经由

他人告知从而被动地思考如何在实践中进行理论

运用以及如何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而是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主动地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运用理

论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甚至探索

改进教育教学的方法和路径。由此，师范生可以

改变“基于理论和前人经验”的学习，学会用批判

的视角审视和反思教育教学实践，从而形成更加

主动的专业体验、更加清晰的教育假设、更加生动

的意义建构、更加坚定的教育信念。
( 二) 创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教育实习机制

师范生教育实习并非师范生培养院校能够独

立完成的内部事务，而是需要借助于多方力量和

资源才能顺利实现，是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的一项

合作性事业。因此，必须建构高校、地方政府、中

小学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教育实习协同机制，

使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校结成紧密共同体。但

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由于不同主体分属不同社会

结构领域，在思想、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或冲突，难以走向深度的协同。为保

证教育实习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西南大学从

2013 年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教师教育协同

发展实验区，探索高校、地方政府和中小学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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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体”的教育实习协同机制，形成发展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共同负责教育实习的目

标、计划、组织、指导与评估。一方面，明确规定参

与主体的目标与责任，协同的各方主体进行分工

协同，既各有侧重又协同高效的实施，从而形成教

育实习的管理合力和资源整合; 另一方面，遵循互

惠原则，明确不同协同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

及其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形成优势互补，实现互

惠共赢。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于协调、统筹教

育实习中各方的关系，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

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高校作为协同培养机制

的核心主体，负责教育实习过程管理和选派优秀

的指导教师以及为教育实习提供理论指导、专业

咨询以及培训、讲座。中小学校作为教育实习的

核心场域应承担为师范生提供见习、实习的基地

和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选派优秀的教师参与教

育实习指导工作，与高校教师一起协同考核评价。
同时，还要发挥高校职前教师教育效果的检验功

能，及时反馈师范生职前教师教育的实施成效与

存在问题，助力高校不断改进教育实习工作和提

高师范生培养质量。为了保障教育实习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在领导联合体的统筹领导下建立教育

实习指导中心，实施研究、指导、组织和评估的一

体化管理。从研究方面而言，主要是基于师范生

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科学研制教育实习的目

标、内容与组织形式; 指导方面主要是负责教育实

习全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指导与改进; 组织方面主

要是负责教育实习的具体安排、人员联系和工作

协调; 评价方面主要是负责教育实习的资料数据、
交流研讨和成绩评价。建立“一体化”的领导机

制和指导机制不仅能够促进教育实习的制度化和

规范化，而且能够保障教育实习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
( 三) 优化双师联动的教育实习指导队伍

教育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对于保障教育实

习的质量至关重要。为了建立“双师联动”教师

队伍，西南大学从 2013 年探索实施“双证双聘”
制度，高校和中小学协同建立“双证制”，同时签

订教师“双聘”聘任合同，从而在高校和中小学之

间架设起师资整合的平台。由于教育实习是师范

生在高校和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下进行的教育教

学实践，高校和中小学校指导教师是师范生教育

实习中缺一不可的两支重要指导力量，因此，既要

建立稳定的“双师型”教育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同

时又要建立“双师联动”指导机制，确保师范生教

育实习全过程的有效指导。［15］首先，严格教育实

习指导教师的遴选。改变以往由学校随机性指派

指导教师的方式，从高校、地方教研机构、中小学

校选聘一批热心于教师教育并保证有充足时间的

优秀教师担任教育实习指导教师，这些教师不仅

要求在专业知识、沟通、督导等方面有较强能力，

还必须具备先进的教学观念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确保能够制定教育实习指导方案、给师范生提供

正向的专业指导、为教育实习的有序开展提供师

资保障。其次，注重教育实习指导教师的持续培

养。高校与中小学共同制定培训项目以及制定教

育实习指导教师手册。对于指导教师的培训内容

既要针对师范生教育实习的目标，也要满足指导

教师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能的需要。第三，建立研

究共同体开展联合教研。高校与中小学教师建立

研究共同体，开展联合教研和课题研究，不仅有助

于“双师联动”指导机制的落实，有利于实习学校

教师的专业发展，而且能够指导师范生的教育教

学研究，促进师范生形成科研思维和提升教研水

平。
( 四) 探索发展取向的教育实习评价方式

教育实习评价作为教育实习的重要环节，是

检验师范生教育实习效果的重要依据，对教育活

动具有导向、反馈及矫正的功能。当前，我国高校

对师范生教育实习课程的评价，通常采用定性评

价和定量评价两种方式，内容涉及课堂教学、班主

任工作和教育调查等方面。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对师范生的教育实习能力起到鉴定和督促作用，

但由于评价标准过于笼统、评价主体单一、忽视过

程评价等影响了教育实习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影响了教育实习的质量［16］。针对这些问

题，需要改进教育实习的评价方式，探索建立发展

取向的评价方式。首先，建立教育实习发展性评

价标准。对师范生教育实习的发展目标及其相应

的发展程度进行清晰的描述，帮助师范生尽可能

多地了解评价标准及其评价规则，熟悉教育实习

需要达到的实习目标和完成的实习任务，明确自

己的努力方向，不断改进自己的行为表现，从而发

挥评价的导向功能。其次，实行教育实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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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高校可以组建由大学指导教师、实习学校

指导教师、实习生、实习同伴共同构成的多元的评

价主体。不同的评价主体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和教

育教学经验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实习的不同方面及

其具体表现进行多样化评价，这样不仅有利于促

进评价主体自身的专业发展，并且保证评价更加

真实和全面。第三，加强教育实习评价的过程性

反馈。教育实习的评价要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

价并重，依据实习任务分阶段对师范生的表现给

与评价，并定期召开线上讨论会，通过协同评价使

其不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从而发挥实习评价的

反馈、调节和促进作用，使教育实习评价更具有发

展性。第四，建立师范生教育实习档案袋。档案

袋可以将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所有表现材料进

行集中呈现，如课程教案、教学日志、教学活动后

的反思、授课视频以及指导教师对师范生指导与

评价的记录等，不仅让教育实习的评价有了师范

生自己的声音，并且保证指导教师在最终成绩评

定时有充足客观的证据支撑以便给出全面、综合

的评价。基于过程与表现的评价方式，可以调动

师范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从

而更好地实现教育实习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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