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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教育部在“985 工程”高校率先编制和公

布 2010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012 年，教育部在

“211 工程”高校继续试点编制并发布 2011 年《本科

教学质量报告》。 2013 年，教育部按照属地化管理原

则，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完成本地区公办高

校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 本文选

取公布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 33 所师范大学①

进行文本分析，了解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开放体系和

教师资格制度改革后的现状、问题和特色。这 33 所师

范大学包括 2 所“985 工程”高校、7 所“211 工程”高

校，其余为省属师范大学，覆盖 22 个省（市）。
一、国家教师教育政策发展

师范大学的分类源于院校调整。 1952 年，教育部

制定了《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计划草案》，全国高等院校

调整全面展开，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分别调

整充实，从原有大学中调整、归类、合并出新的师范院

校。这一分类一直指导着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近半个

世纪。 经过调整，1953 年有师范院校 31 所［1］。
1999 年教育部颁布 《关于师范学校布局结构调

整的几点意见》， 指出：“坚持独立设置师范院校主体

作用，同时进一步拓宽中小学教师来源渠道，鼓励一

批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培养中小学教师”。 1999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师范学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

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中试办师范学院。”此后，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开放化

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 呈两种发展趋向：一是综

合性院校及其他非师范类院校涉足教师教育；二是各

类师范类院校面临竞争而发生转型。
为了保障中西部地区有充足的优秀师资，2007

年教育部在其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实行免费师范生

政策。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实施给部属师范大学的教师

教 育 打 了 一 剂 强 心 针 , 巩 固 了 其 教 师 教 育 的 地 位。
2011 年， 浙江和湖北两个省进行教师资格考试制度

试点，试行教师资格证“二合一”考试模式。 经过两年

的试点工作，2013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暂行办法》和《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
（教师〔2013〕9 号），确定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新

格局，教师资格考试由校考或省考变为国考，教师培

养质量进入国考衡量时期。
二、师范大学办学现状

1. 办学规模。 根据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普通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 14261
人［3］。 33 所师范大学中，2 所未公开在校生规模数据，
31 所师范大学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比普通本科院

校多 12240 人，仅青海师范大学低于全国本科院校平

均规模。师范大学全日制在校生数和本科生数最多的

师范大学的现状、问题与特色
———基于 33所师范大学 2013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分析

林冬华

摘 要：师范大学是普通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所师范大学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显示，师
范大学存在办学规模偏大、教学条件相对紧张、教学资源差异较大、非师范专业是办学主体等情
况。 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的问题折射出师范大学综合化转型、师范与非师范同质化培
养两个核心问题。 师范大学秉承教师教育的特色，但是其定位、培养目标、培养特色有待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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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江苏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
学，新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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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数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N=31） 部属（N=6） 省属（N=25）

全日制在校生数

最大值 43952 43952 36845
最小值 10719 25135 10719
平均值 26501 30203 25612

本科生数

最大值 32216 32216 21583
最小值 8127 9209 10719

平均值 19484 17576 19942

师范院
校合格

标准

师范院
校限制
招生标

准

2013 全
国普通本
科院校平

均值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N=31） 部属（N=6） 省属（N=25）

5000 3000 12537
最大值 32193 最大值 26231 最大值 32193
最小值 5192 最小值 10970 最小值 5192
平均值 13701 平均值 18785 平均值 12481

表 4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生）
师范院
校合格

标准

师范院校
限制招生

标准

2013 全国
普通本科院

校平均值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14 8 13.4

总体（N=30） 部属（N=6） 省属（N=24）
最大值 29.29 最大值 18.75 最大值 29.29
最小值 9.26 最小值 9.26 最小值 10.63
平均值 14.62 平均值 13.36 平均值 14.93

表 5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是西南大学， 全日制在校生数 43952 人， 本科生数

32216 人；青海师范大学最少，全日制在校生数 10719
人，本科生数 8127 人；总体平均值是 26501 人，本科

生数平均值 19484 人（见表 1）。 淮北师范大学、闽南

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沈

阳师范大学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比例高于 90%，
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则低于 50%。

33 所师范大学中，3 所未公开生师比数据，4 所

统 计 口 径 有 误，26 所 师 范 大 学 平 均 生 师 比 为 17.91
（见表 2），达到《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

行）》师范院校合格标准（以下简称合格标准），略高于

2013 年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平均值 17.7［5］。

师范大学本科专业数存在较大的差异。西南大学

本科专业最多（108 个），占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2012 年）》506 个 专 业 的 1/5；天 津 职 业

技术师范大学本科专业最少（43 个），约占 8%；33 所

师范大学本科专业平均值为 72，约占 14%，其本科专

业涉及的学科门类较齐全（见表 3）。 陕西师范大学本

科专业涉及学科门类 12 个，实现全覆盖。部属师范大

学学科门类都在 10 个及以上。 学科门类最少的是天

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7 个）。 部属师范大学没有公开

师范专业比例，省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比例最高为浙

江师范大学（41.7%），最低为南京师范大学（16.4%）。

表 1~3 显示， 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办学规模偏

大，97%的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

模高于普通本科院校。 生师比逼近合格标准，办学压

力较大。 学科门类相对齐全，但师范专业比例均未达

到 50%，非师范专业成为师范大学的主体。
2. 教学条件。 33 所师范大学中，2 所未公开生均

教学行政用房数据，1 所统计口径有误。 30 所师范大

学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略高于合格标准和 2013 全国普

通本科院校平均值。部属师范大学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平均值略低于合格标准和 2013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平

均值， 省属师范大学平均值略高于合格标准和 2013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平均值。 （见表 4）

33 所师范大学中，2 所未公开生均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 31 所师范大学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高

于合格标准和 2013 全国普通高校平均值。 部属师范

大学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的平均值比省属师范

大学平均值高 6304 元。 （见表 5）
3． 教学经费。 33 所师范大学中，除 3 所未公开，

其余各高校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差异巨大，部

属师范大学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平

均值是省属师范大学的 3.4 倍（见表 6）。 生

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最高的 5 所师范

大学依次是陕西师范大学（26838.82 元）、哈

尔 滨 师 范 大 学 （9354 元）、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7649 元）、东北师范大学（7643 元）、福 建 师 范 大 学

（6437.9 元）。
33 所师范大学中，5 所未公开本科专项教学经

表 2 生师比

师范院校
合格标准 ［4］

师范院校限
制招生标准

2013 全国普通
本科院校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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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N=26） 部属（N=5） 省属（N=21）

18 22 17.7
最大值 21.68 最大值 20.68 最大值 21.68
最小值 13.72 最小值 17.12 最小值 13.72
平均值 17.91 平均值 18.28 平均值 17.81

表 3 本科专业设置

总体 部属 省属

本科专业
总数

最大值 109（N=33） 109（N=6） 100（N=27）
最小值 43（N=33） 60（N=6） 43（N=27）
平均值 72（N=33） 74（N=6） 71（N=27）

本科专业
涉及的学

科门类

最大值 12（N=31） 12（N=6） 11（N=25）
最小值 7（N=31） 10（N=6） 7（N=25）
平均值 10（N=31） 11（N=6） 9（N=25）

师范专业
比例

最大值 41.7%（N=16） - 41.7%（N=16）
最小值 16.4%（N=16） - 16.4%（N=16）
平均值 26.9%（N=16） - 26.9%（N=16）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 部属 省属

生均本科教
学日常运行

支出（元）

最大值 26838.82（N=30） 26838.82（N=6） 9354（N=24）
最小值 47.5（N=30） 2641.26（N=6） 47.5（N=24）
平均值 4035.805（N=30） 9352.56（N=6） 2706.62（N=24）

表 6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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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

费，已公开高校中部属师范大学生均本科实验经费平

均值是省属师范大学的 6.7 倍（见表 7）。 生均本科实

验 经 费 最 高 的 5 所 师 范 大 学 依 次 是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3827.4 元）、华中师范大学（2717.2 元）、上海师范大

学（1142 元） 、西 南 大 学（1007 元） 、杭 州 师 范 大 学

（664.68 元）。

33 所师范大学中，除 5 所未公开数据，部属师范

大学生均本科实习经费平均值是省属师范大学的 1.8
倍（见表 8）。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最高的 5 所依次是新

疆师范大学（2689.63 元）、东北师范大学（1417 元）、
湖南师范大学 （1247.07 元）、 北京师范大学（1191.4
元，其中生均教育实习经费 1770.5 元；生均专业实习

经费 612.3 元。 ）、华东师范大学（636.79 元）。

表 6～8 显示， 师范大学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

支出、实验和实习经费差异很大，部分师范大学教学

经费处于较难维持日常教学或实践教学的状态。
4. 课程资源与教师教学投入。 33 所师范大学中，

23 所公开了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18 所公开了全校

开设课程总门次,部属师范大学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平均值是省属师范大学平均值的 1.6 倍，部属师范大

学 全 校 开 设 课 程 总 门 数 平 均 值 比 省 属 师 范 大 学 多

1577。 （见表 9）
本科生数与课程总门数/门次之比， 实际上显示

了课程资源学生选择度的问题。部属师范大学平均每

5.58 个学生享有 1 门课程，每 2.78 个学生享有1 个教

学班。 省属师范大学平均每 8.38 个学生享有 1 门课

程，每 3.75 个学生享有 1 个教学班。 本科生数与课程

总 门 数 之 比 最 优 的 5 所 大 学 依 次 是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4.14）、西南大学（5.01）、浙江师范大学（5.23）、吉林

师范大学（5.71）、湖南师范大学（6.55）。本科生数与课

程总门次之比最优的 5 所大学依次是浙江师范大学

（2.24）、华东师范大学（2.32）、杭州师范大学（2.35）、
新疆师范大学（2.53）、北京师范大学（2.54）。

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一系

列规范教授授课的文件。执行最好的师范大学有教授

100%为本科生上课， 接近三成的本科课程由教授授

课。 执行不够好的师范大学仅 13.9%的教授为本科生

授课，7.92%的本科课程由教授授课。 （见表 10）

表 9～10 显示，部属师范大学课程资源选择度大

于省属师范大学，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仍有待加强。
在师范大学办学规模偏大的情况下，各师范大学

在教学条件、教学经费、教学资源和教师教学投入几

大重要支撑条件上差异较大，部分高校教学条件和资

源等不支持办学规模。 一些学校甚至严重不匹配。
三、师范大学存在的问题

1. 文本陈述的问题。 33 所师范大学中，建校最早

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始建于 1902 年。最晚的是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始建于 1979 年。在 2014—2018 年，
这些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审核评估的对象。按照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6］ 对师

范大学陈述的问题进行了归类。 在六个一级指标（定

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
质量保障）中，师范大学自我陈述问题最多的部分是

培养过程（28 个），最少的是学生发展（6 个）。 二级类

别问题反馈最多的前 5 位依次为教学改革 （17 个）、
专业培养（12 个）、教师数量与结构（11 个）、实践教学

（7 个）、学风与学习效果（6 个）。 （见表 11）
2. 实质问题。 因为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对外公

开性， 师范大学在问题部分基于学校荣誉等考量因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 部属 省属

生均本科
实验经费

（元）

最大值 3827.4（N=28） 3827.4（N=5） 1142 （N=23）
最小值 17.98（N=28） 347.05（N=5） 17.98（N=23）
平均值 511.57（N=28） 1701.33（N=5） 252.93（N=23）

表 8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 部属 省属

生均本科
实习经费

（元）

最大值 2689.63（N=28） 1417（N=6） 2689.63（N=22）
最小值 9.23（N=28） 289（N=6） 9.23（N=22）
平均值 490.15（N=28） 753.8（N=6） 418.24（N=22）

表 9 课程资源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 部属 省属

全校开
设课程
总门数

最大值 6422（N=23） 6422（N=3） 3214（N=20）
最小值 1189（N=23） 2329（N=3） 1189（N=20）
平均值 2669（N=23） 4040（N=3） 2463（N=20）

全校开
设课程
总门次

最大值 9817（N=18） 9817 （N=4） 7821（N=14）
最小值 1189（N=18） 3624（N=4） 1189（N=14）
平均值 5949（N=18） 6084（N=4） 5911（N=14）

本科生数
与课程总
门数之比

最大值 11.51（N=23） 7.58（N=3） 11.51（N=20）
最小值 4.14（N=23） 4.14（N=3） 5.23（N=20）
平均值 8（N=23） 5.58（N=3） 8.38（N=20）

本科生数
与课程总
门次之比

最大值 10.33（N=17） 3.28（N=4） 10.33（N=13）
最小值 2.24（N=17） 2.32（N=4） 2.24（N=13）
平均值 3.52（N=17） 2.78（N=4） 3.75（N=13）

表 10 教授授课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

总体 部属 省属

主讲本科课程
的教授占教授

总数的比例

最大值 100%（N=31） 96.6%（N=6） 100%（N=25）
最小值 13.9%（N=31） 56%（N=6） 13.9%（N=25）
平均值 83%（N=31） 73.46%（N=6） 85%（N=25）

教授讲授本科
课程占课程总
门次数的比例

最大值 29.76%（N=20） 22.10%（N=4） 29.76%（N=16）
最小值 7.92%（N=20） 12%（N=4） 7.92%（N=16）
平均值 15.35%（N=20） 16.83%（N=4） 14.98%（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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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问题陈述

北京师范大学
1.学生学习动力不足 2.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不足 3.学生专业和课程选择机会少 4.国际交流程度低 5.教学方式方法和考核
评价方式单一 6.配套管理制度滞后，教学条件和资源缺乏等

华东师范大学
1.进一步落实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 2.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激发本科教育的新活力，深入推进通识教育精品课程建
设，聚焦专业层面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3.进一步构建三个中心（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大学生学业发展指导中心、教师
教育实验教学中心）联动机制，增强协同育人的合力

华中师范大学
1.教师队伍结构上仍然不尽合理，教师队伍在建设国际化、信息化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2.2013 年版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及执行过程中还存在部分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 1.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问题 2.教学评价和奖励机制问题 3.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 1. 非师范专业建设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 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还需加大 3.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

西南大学① 1.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质量有待提高 2.本科教学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首都师范大学
1.以信息化、国际化为主线，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机制变革 2.以研制“课程地图”、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为抓手，全面推动人才培
养改革深入 3.以课程群和教学团队建设为着力点，积极推进专业学科一体化建设

天津师范大学
1.师资队伍教学能力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2.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3.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下的保障机制有待进一
步完善

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

1.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端正学习态度 3.深入建设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辽宁师范大学
1.进一步加大教学经费投入 2.进一步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3.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 4.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

沈阳师范大学
1.进一步加强对专业的科学定位，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2.加大调整与改革专业结构力度，凸显专业办学特色 3.强化日常
教学管理环节，促进对教学质量立体化监控 4.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哈尔滨师范大学
1.专业改革与建设需要加强 2.教学资源、课程资源、教学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步伐需要加快 3.进一步加快师范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改革 4.在人才国际化培养方面，应尽快建立一批有影响、有信誉、有专业优势的国际友好合作院校，要全面引进国外优
质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与高标准的中外合作办学还有一定差距

吉林师范大学 1.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强化实践教学，突出能力培养 3.建立健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高管理效率

上海师范大学 1.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专业特色有待进一步凸显 2.人才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南京师范大学 1.精英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有待进步完善 2.本科人才培养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

江苏师范大学
1.继续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努力转变人才培养观念 2.新增本科专业实验条件有待加强 3.继续调整专业结构，适应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 1.专业建设有待纵深发展 2.课堂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3.实践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4.信息化建设有待拓展完善

安徽师范大学 1.距离高质量的课堂教学仍有差距 2.实践教学环节仍需进一步加强 3.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足等问题

淮北师范大学
1.各学科专业办学水平参差不齐，学科专业布局不尽合理，个别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明确 2.信息化建设还不能很好地满足教
学及其管理需求

福建师范大学
1.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不够 2.人才培养模式还比较单一，满足学生自主学习
和个性化发展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3.教师队伍结构还不够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4.本科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闽南师范大学
1.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2.经费投入需进一步增加 3.师资队伍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需要加大领
军人才的引进 4.教学条件建设还需进一步改善，需要推动数字化校园建设 5.专业结构与布局需进一步优化，主动对接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6.学生创业创新教育有待进一步深化 7.对外交流合作的层次有待提升等

山东师范大学
1.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有待进一步加强 2.专业建设、调整有待加强 3.教学资源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4.教学改革研究
有待进一步推进

曲阜师范大学 1.完善学校管理体制 2.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3.加强教育教学改革 4.积极拓展生源基地

河南师范大学 1.教师教育转型还不完全到位 2.学科领军人才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湖南师范大学 1.实验教学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 2.教学信息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华南师范大学
1.人才培养顶天立地的问题———创新型人才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应用型人才与行业产业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2.办学国际
化水平有待提高 3.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广西师范大学 1.师资队伍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2.学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

重庆师范大学 1.本科人才培养的综合性改革需要加强 2.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亟待创新

贵州师范大学
1.高校办学受体制、机制及环境影响大，制约因素过多，自主权发挥不够 2.办学经费紧张，压力巨大 3.高层次领军人才引进
困难 4.职称评定政策中，注重教学业绩的导向不明确 5.学校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6.学校师资队伍年龄结构
不尽合理，年轻教师比例偏大

青海师范大学

1.学风不良问题依然存在，学校各方面对学生学习的教育引导不到位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学风建设工作仍需加强 2.教师课堂教
学组织、操作不严肃、不规范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部分教师主动更新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的动力不足，课堂教学质量亟待
提升 3.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执教能力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教师进修、培训、学习工作仍需加强 4.教学管理的许多环节不
够规范，学校、院系两级教学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疆师范大学 1.人才培养教学模式进一步改革创新 2.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表 11 师范大学问题陈述

① 西南大学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分为校本部和荣昌校区两份报告，因为 2 份报告的数据不能简单叠加，本文中所使用的
是西南大学校本部的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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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2013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特色陈述

北京师范大学
1.全方位改革，大力推进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2.实施本科新生导师制，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变和个性化发展 3.实施本科生
课程助教制，促进教学建设与模式改革 4.开设新生研讨课，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
1.深化通识课和公共课改革，夯实人才培养基本面 2.完善教学机制体制，促进学生个性成长和多元发展 3.实施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让更多的卓越人才脱颖而出 4.优化卓越教师成长环境，强化人才培养的传统和特色

华中师范大学 1.弘扬“三博”文化，促进校园文化与教师教育融合 2.借力信息技术，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东北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合作”（U-G-S）模式（继续巩固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验区建设、加强“U-G-S”模式的多方协同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
1. 组织建设和申报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2. 成功申报 6 项国家教师队伍建设示范项目 3. 牵头成立西北教师教育联盟 4. 以赛
促教，做好免费师范生相关赛事工作 5.积极开展教师教育专题研究和相关学术活动 6.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及服务基础教育
相关工作

西南大学

实施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创新与改革实践：1.顶层设计教师专业发展一体化目标体系师教育“三段”（职前、入职与
职后 ）“五级”（初任教师、熟练教师、骨干教师、优秀教师与专家教师）2.整体规划“阶梯式”课程与"立体化"能力训练体系 3.探索
创建“UGIS”（高校、地方政府、教研机构、中小学校）一体化运行机制 4.自主研发“测学结合”教师专业能力测评系统 5.统整搭建
“区域共享”专业化资源大平台 6.积极创建“五大支持”保障系统

首都师范大学 1.瞄准信息化方向，推动课程建设转型升级 2.启动实训基地建设，关注师范生教学能力培养 3.教师队伍建设有成效

天津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特色：1.创新完善“学科专业教育+教师职业养成教育”教师教育培养模式 2.修订教师教育课程方案 3.加强精品课程建
设 4.实施“顶天立地”工程，把实习基地建设与服务基础教育相结合，发挥对天津市基础教育的引领作用，共建“教师教育协同创
新共同体”5.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

教师教育特色：1.创立“三性”（学术性、师范性、职业性）结合新模式，培养“双师型一体化”职教师资 2.实施“卓越职教师资培
养计划”，培养未来职业教育领军人才 3.服务西部发展急需，省校合作面向职教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

辽宁师范大学
1.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彰显师范大学办学特色。 着力推进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 深化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构建教师
教育实践一体化协同育人模式；加强师德教育和教师养成教育 2.发挥共青团作用，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

沈阳师范大学
1.持续开展“青蓝工程”，建立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长效机制 2.实施专业分型建设（行业紧密型、技能强化型、国际导向型、学
术拔尖型）等四种类型特色专业建设，引导专业的特色建设

哈尔滨师范大学 1.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 2.文化艺术特色 3.语言文化特色 4.自然科学特色

吉林师范大学

1.顶岗国培，合作共赢 2.师范见长，继承发扬。 学校以职业化取向与特色化培养为核心指向，注重培养学生"四实一创"的职业品
格。以“三树立”为主推动，以“三育人”为主措施，以“三平台”为主渠道，以“四拓展”“四结合”“四联动”为基本途径，以职业品格培
养引领职业能力培训，以职业能力培训促进职业品格培养，实现职业品格与职业能力培养的渗透融合 3.非师改革，效果突出。 确
立了地方高师院校非教师教育专业“4.4.5”人才培养目标

上海师范大学
1．卓越教师培养工作。 免费师范生培养改革提出将学生培养成“人文情怀、基础厚实、爱生善教、终身发展”的卓越教师的目
标已基本实现，“三高”（高培养标准、高学历、高比例海外学习）培养模式已经趋于成熟

南京师范大学
1.实施本科教学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大投入 2.坚持人才培养常态化监控，开展校内自我评估 3.加强研究性教学建设，提升教
师教学能力

江苏师范大学
1.积极探索卓越人才培养新体系，成效显著 2.推进“1+10”人才培养与就业一体化模式，实践教学取得新成果 3.注重课程建
设及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丰硕

浙江师范大学 1.构建了“目标引领、素能并重课堂互动层级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2.举办了首届全国师范院校生教学技能竞赛

杭州师范大学
1.教师教育和艺术教育传统特色得到强化 2.新兴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特色日益彰显 3.以生为本，学生选择权不断增加 4.教
师教学能力培养成效明显 5.教风、学风建设得到加强

安徽师范大学
1.教学运行规范有序，教风学风严肃端正 2.政策导向积极有效，本科教学地位不断强化 3.教学改革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
稳步提升

淮北师范大学 培养卓越教师，打造精品师范

福建师范大学 1.教师教育特色进一步彰显 2.形成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3.构建闽台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

闽南师范大学 1.地方政府统筹下“三位一体”教师教育改革试点 2.实施优秀闽南文化人才培养系列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
1.教师育特色鲜明。 形成了从本科教育到教育硕士、直至教育教学论博士培养的、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育系统，构筑了从学
前教育到小学初高中教育、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教育、直到博士后研究的优质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 成为全省同时拥有基
础教育、高等教育两个培养体系的唯一高校 2.学科专业优势突出 3.文化引领实力卓越

曲阜师范大学
1.推进名校工程建设，努力彰显人才培养的应用特色 2.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突显二次分流的人才培养特色 3.设学孔子故里曲
阜，呈现鲜明的传统文化育人特色 4.秉承教师教育传统，努力拓展教师教育优势与特色

河南师范大学 1.教师教育管理体制运行顺畅 2.教师教育教学内容丰富科学 3.教师教育实践基地功能完备 4.“双导师制”培养模式成效显著

湖南师范大学

1.实施“四个一”教学改革工程，促进本科教学内涵式发展。 2013 年，学校实施“四个一”教学改革工程，即每个学院选择一个专业
进行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一门精品课程，推出一堂教学示范课，对一门课程进行考核方式的改革；“四个一”教学改革工程的
实施，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集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方式于一体的本科教学综合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 2.完
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华南师范大学
1.形成“双线培养，多元发展”的本科教学体系 2.彰显“理论深厚，技能扎实”的教师教育培养特色（形成“五位一体”教师教育
培养机制）

广西师范大学 1.突出以教师教育优势学科为特色的办学定位 2.构建发展性与多选择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

重庆师范大学 1.区域化基础教育服务驱动的教师教育体系 2.全方位立体化实践育人模式

贵州师范大学 1.国培顶岗，合作共赢 2.竞赛推动，促进发展 3.校地（企）合作，协同创新 4.合作交流，开放办学

青海师范大学 1.开展顶岗支教实习 2.建立本科生联合培养模式 3.构建了现代高等藏汉双语教育模式 4.实施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新疆师范大学
1.德育为先，夯实人才培养的政治基础 2.突出师范特色，深化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3.以“双语教育研究”为平台，探索实践教学
新机制

表 12 师范大学特色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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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Universities
———An analysis on the 2013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Reports of 33 normal universities

素，以阐述高校的共性问题为主，个别学校提到教师

教育转型、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等师范大学的个性化

问题。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和专业培养等问

题实际折射师范大学综合化转型、师范与非师范专业

同质化培养两个核心问题。
师范大学综合化转型问题。 面对 1999 年以来高

校扩招和教师教育体系开放的双重压力 , 大部分师

范大学朝着综合院校的方向转型，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结构，适应市场需求培养多种应用人才，大力发展非

师范专业，扩大招生规模。 在大力发展非师范专业和

扩大招生规模的过程中， 师范大学面临教师教育定

位、师范与非师范平衡、资源重新配置等问题，这些问

题在培养过程中便凸显为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和

专业建设等问题。
师范与非师范专业同质化培养问题。师范大学多

年来的办学传统和优势是教师教育，他们在师范专业

发展和师范生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校内外资源和

经验，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或模式。
在非师范专业占师范大学主体的今天，师范大学如何

破除师范培养的惯性思维，避免非师范与师范同质化

培养，开拓非师范办学资源，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非

师范培养之路，是师范大学的难题。
四、师范大学的特色

公布特色的 32 所师范大学中，25 所陈述了以教

师教育为主体或跟教师教育相关的特色 （见表 12）。
从中发现，师范院校的特色有同质化倾向。同时，不同

的归属、不同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同的使命

与追求使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方面做出不同的探索。
在教师教育开放体系和教师资格制度改革的浪

潮中， 部属师范大学着重培养教师教育的引领者，他

们重点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因此主体朝

着教师教育完整体系综合性改革的方向发展。省属师

范大学既有追赶部属师范大学的部分，也有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部分，他们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实践能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因此存在教师教育完

整体系综合改革或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教学、协同培

养等教师教育培养关键点、 薄弱环节改革并存的局

面。 师范大学秉承了教师教育的特色，但是教师教育

的定位、培养目标、培养特色有待进一步彰显。
（林冬华，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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