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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

ẵᶓ ׅ ᶓ  ő   ‾ ‾ κ

őбᵎ ṍ‾ ő ᴧϖΥᶅ¢

一、指导思想

Ằҍּו‾ ᶚ ő ד ṧϖ őẅ

ỉ ¡ ₑ ‾ו ‾ ῢј őᶳᾳᶳ

▲ ᶓ ő ԋő ԋḲő ԋ ő

κ ἀ ᶓ л ő ≤ּἀ

ṍו ὄӦ ‾ ᵒ ṵ ҙ¢

二、认证理念

“ ¡Ѱӊׅ ¡Ҫ Ḳ₭” ᾘϖ ¢

ő ᴘ ᶓ ҝѸҝлẵ ő ᶓ

‾ ¡ ♪Ҡἀ ‾ ŠѰӊׅ ő ᴘ

ᶓ ו Ị ׅ őᵓ ᶓϧ Ỹ

ő ῝ ᶓ л ŠҪ Ḳ₭ő ᴘᵓ ᶓ

‾ ₭ ᶚ ¡ ỌҠ ῝őИ ῝₅Ị

‾ Ḳ₭ő ᴮ ᶓ л Ҫו ¢

三、认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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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ᵿвỉῑ Ђ ő Ự

ẵὃő ᾙẅ ᴧőẵᶓ Ҡ ő▲

₅ őẅ♅ ו ő κ ỌҠו

ẵᶓ ᾭ ₅ ו ¢

2. е ₭¢‾ еἀ ᾳ‾ е ῒ

Ӄ ᴘőҸᶳᵿὰ ὄ‾ Ẍᾙẅ ő ҝ

ῄ¡ ¡ᶳṰ ¡ᶳ ו ᾙ ő κ ᶓ

Ṱ ▲ ¢

3. ὄṍ ¢ ṍ  ᶚ ו

ő ׅ▲ ᶓ Ẍő ᴮ

Ҫ Ḳ₭ᾙ ő κ ¢

4. ᵟ ᶚᶅ¢п ѷ ῢј ₅

ἂ¡ ῢј ₭ ◦џ ₅ἂ¡ᴧ ᶳ ᴧ ᵎ ₅

ἂ¡ ├ ῑџ ₅ἂיᵟ ᶚᶅőᵟ ᵇ¡

ᵟ ″ῢј ῝ ᶓ ‾ Ꞌ¢

四、认证体系

ᶓ ᾳῢј ş

װ ᾳᴧ ᶓ Υ ᾘϖ ῢј¢ ‾

‾ ῢј ő ᾘ ֞ ו┼ ᶓ Υ ῢј

ᾙ őᵓṥשṥ ᶓ Υ ᾘϖ Ꞌ ᴮ ῢјő

ӊ║ ᵇῢј ᵎοṔő ‾ ẫе ṵῢ

ẫ ┼ő ᾀ ṵ Ḏ ¢

ᵽᾳᴧװ ᶓ ‾ ἂṟЂ ¢ ‾

Ђ ἀ‾ ‾ ♪ҠЂ ő ᴮ‾ ‾ 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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ᵿ ő ὄ‾ ‾ ἀ♪Ҡ Ђ֚ҝő Ҫ Ḳ₭

ᾙ őκ ᶓ ‾ ỉῑἂṟЂ׆֚ ¢

װ ᾳᴧ ᶓ ‾ Ђ ¢

  ᾘ Ѱӊו л ἀ ו Ҫ Ḳ₭

ᾙ ő ḽҀ‾ ‾ ỉΈ ₭ Ђő ԋ ő

ő֝ Ђḹő ‾ ‾ ỉΈו ἀ

↕ ¢

五、认证标准

₅ἂ ỉ‾ ‾ Έőʂ ᴧ ‾ ¡ ‾ ¡

‾ ¡ ‾ ¡ ‾ י Ђ ő ▲

ᶓ Ṱ ᾘϖו ┼¢ ‾ ¡ ‾ ¡

‾ Ђ  ḫ ő ‾ ¡ ‾

Ђ ᵿв¢

六、认证对象及条件

1. װ ᾳ

ⅎ‾ е ϐ͡ו ṍי ᶓ ϖ♅ ἀ

ⅎ‾ е ו ṍי ỉⱦ‾ ♅ ¢

2. ¡ᵽװ ᾳ

¡ᵽװ ᾳ ¢ ₡ ϧ ו

ṍי ᶓ фῒװᵽᾳ Š ₡ ϧ

И Ọװᵽᾳ ו ṍי ᶓ ő ф

ῒװ ᾳ ¢ṤЈΥ Ѹ¡ ᾀ ♠ᵇṍו ᶓ

♠  фῒװ 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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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证组织实施

1. ‾ еᵿв ᶓ Υᶅ Ђ ő Ӄ

ᴘ¡ ׅῢᴼ Ṱ őḨ е ṍ ầ Ṱ

Š ᾳ‾ е Ḩ ϖש ᶓ Ṱ ő₅

ἂשᶚ Έ Ꞌ ᴨϖש ᶓ ᶚ͡őο‾

е‾ Ṱ ϐ͡Ἢ ¢

2. ‾ еṍי‾ ‾ Ẍ ō ῷҚ̄ Ẍ °Ŏ

║ ᶓ Ṱ őε+ װ ᾳῢ

ј¡װ ᾳ ἀ е ṍ ᵽᾳװו ő ‾

‾ ῢј ő ỉῑ ᶓ ῑⱳő ṵ

‾Šיׅ Ẍᾙẅ ᾳ‾ е ő║

ḱ ᶺװוᵽᾳ Ṱ ¢

3. ‾ еҝ ῑ ᾀőḨ Ṱ ẵὃו

őɔ Ҥ֬ ᶓ ‾שṥו Ẍᾙẅ₭

ᴧőḨ ₅ ו ᴧő ₅ ו őḨ

ᵓ Ṱ ו ׅἀ΅џי¢ ῑ ᾀ Ә

Ẍ ¢

ṥ ᶺ ┼ Έ ו ῑ ἀ ₅

ᾙ ¢

八、认证程序

װ ᾳп ┼пᾬᶚ őᵓ ᶓ Υ

ᾘϖ ₭ ѷ ὄῢј¢װᵽ¡ ᾳп ῑ₭ ѵ◦

џᶚ őᵓ ᶓ ‾ Ꞌ₭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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Ҡ ε+ ¡ ¡к Ỹ¡ ѵ◦џ¡₅

¡₅ ᴧ¡ Ḳ ṍי 7Ṥ⁶ᵍ¢

1. װ ᾳ

ṍ ͝ ο ᶓ ầ ┼ ¢ Ẍ

‾ ‾ ῢј őᵓ Υ Ỹו ┼₭ ῢ

ј¡ ╤ἀᶳ őИ ỉ‾ ẫ ¡ ỉṍי‾

ō Ŏ ┼₭ Ϡᵓő ṥᾳῢј Ђ

ѷ ő ҝṥ ῢјοṔ¢

2. ᵽᾳװ

ᶚש¢ ᾳ‾ е ו

‾ Ẍᾙẅ † ¢ е ṍ Ẍ

† ¢‾ Ẍᾙẅ ┼  ₭ Ỹő Ỹ

Ọו ő₭ ⁶ᵍ¢

¢ṍ ┼ Ђ ▲ Ṱ ő͝

ο ầ ┼ ő И † οṔ¢

к Ỹ¢‾ Ẍᾙẅ ῑᵓ οṔἀ

┼ᶳ οṔי ầк ₭ Ỹ¢ Ỹ Ọו ő₭

ѵ◦џ⁶ᵍ¢

ѵ◦џ¢‾ Ẍᾙẅ  ѵ◦џ ῑ ¢ ῑ

οṔἀ ┼ᶳ οṔᾘӓ ő Ọ ᵇᶠ

¡ ♪◒♪¡◦џ ᶠ¡џ ╟¡ᾬ ᶚי ő

Ј ₆ϧ ‾ Ꞌőᵓ ֚ҝ Ђ Ꞌ

ӊ ő ṍ ᶑד◦џ  ¢

₅ ¢‾ Ẍᾙẅᵓ ѵ◦џ ῑ 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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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₅ ᴧ¢‾ Ẍᾙẅ ₅Ịο‾ ẫе

Ἢő †‾ е ῑ ᾀ ᴧ¢ ₅ ᶳ “ Ọő

6 ”“   Ọő 6 ”“б Ọ” ¢

₅ ṷв¢

Ḳ ṍ¢ṍ ┼ οṔ₭ Ḳő͝ †

ḲοṔ¢‾ Ẍᾙẅ ῑᵓ ḲοṔ₭ џő

б †ᾑ ḲοṔ џбἂṟő ¢

3. װ ᾳ

¢ḋἂ ו  ṍ ⅎ‾ ẫе

Ἢő♠ Ẍ † ¢ Ẍ ┼

 ₭ Ỹő Ỹ Ọו ő₭ ⁶ᵍ¢

¢ṍ ┼ Ђ ▲ Ṱ ő͝

ο ầ ┼ ő И † οṔ¢

к Ỹ¢ Ẍ ῑᵓ οṔἀ ┼ᶳ

οṔי ầк ₭ Ỹ¢ Ỹ Ọו ő₭ ѵ◦

џ⁶ᵍ¢

ѵ◦џ¢ Ẍ  ѵ◦џ ῑ ¢ ῑ

οṔἀ ┼ᶳ οṔᾘӓ ő Ọ ᵇᶠ ¡

♪◒♪¡◦џ ᶠ¡џ ╟¡ᾬ ᶚי ő Ј

₆ϧ ‾ Ꞌőᵓ ֚ҝ Ђ Ꞌ ӊ

ő ṍ ᶑד◦џ  ¢

₅ ¢ Ẍ ᵓ ѵ◦џ ῑ 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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₅ ᴧ¢ Ẍ  ₅Ịο‾ е‾ Ṱ

Ἢő †‾ е ῑ ᾀ ᴧ¢ ₅ ᶳ “ Ọő

6 ”“   Ọő 6 ”“б Ọ” ¢

₅ ṷв¢

Ḳ ṍ¢ṍ ┼ οṔ₭ Ḳő͝ †

ḲοṔ¢ Ẍ ῑᵓ ḲοṔ₭ џő б

†ᾑ ḲοṔ џбἂṟő ¢

九、认证结果使用

₅Ị ѕ ᴧ¡ ¡ⅎᶮ ¡ ֮

¡ṍ◦ οי ṵḎ ἀ╨ѕф◦¢

Ọװᵽᾳ ו ᶓϧ ő♠ ṍ

‾ ṟ◦ Ṱ ¢ ṍ ṧ┼‾ еầ ῒ

ᶓ ‾ ו῾   ő ῄὃ¡ ‾͡¡

♪ ♪ῆ ¡ ₅ ◦Ỹי ו ᶓϧ

‾ ő֧͡־ Ọ ṟҠ ᴧ ᶓϧ ‾ו

‾ ῾ ő ἂṟ¢

Ọװ ᾳ ו ᶓϧ ő♠ ṍ

‾ ṟ◦ Ϣ ἀ Ṱ ¢ ṍ ͝ ỉῑ

ầ ▲ ♪Ҡ¡ ♅ ♪Ҡō ᵸ ᶳ ‾ ᾘ

ӓ♪ҠŎἀ‾ ‾ ♪Ҡיő ᶓϧ ͝ ᶓ

л ᶚ͡ ẵᴧ♪ҠИҝᾥἂṟ¡֚׆ϧ ő

Ϣ ἂṟ¢ ṍ ṧ┼‾ еầ ῒ ᶓ ‾

ו῾   ő ῄὃ¡ ‾͡¡ ♪ ♪ῆ ¡

₅ ◦Ỹי ו ᶓ ‾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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Ọ ṟҠ ᴧ ᶓϧ ‾ו ‾ ῾ ő

ἂṟ¢

十、认证工作保障

▲ ᶓ Ṱ б ἁᶮ

¢‾ е ᶓ װ ᾳῢјἀװ ᾳ Ṱ ▲ו

ṵⅎᶮκ ő ᾳ‾ е ϖש ᶓ װ

ᵽᾳ Ṱ ▲ו ṵⅎᶮκ ¢

十一、争议处理

ṍ ᵓ ₅ ő♠ ׆ ₅ Ἢ 30Ṥ

Ṱ ῑ ᾀ ӊ ő

ӊő Җ őИ ṵ ầ Ҫк ¢ ӊ ő

₅ ¢

ῑ ᾀ Ἢő ᾭ ▲ ᴘџőИ

׆ ו 60ṤṰ ӊӘ  ¢

十二、认证纪律与监督

Ṱ ΰҪṷ ¡ṷ ¡ṷ▲ו ő “ ằ ”ő

Ṱ  ‾ ¡ ἀ ᾀוῢᴼ¢

‾ е‾ Ṱ ἀ Ẍ ῢᴼ ő ᵓ

ᶓ Ṱ ו ᶑ ἀ├ο¢

ḫ ş1. ‾ Ђ

2. ‾ Ђ

3. ‾ 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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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一级）

µ ‾ Ђ ōװ ᾳŎ¶ ỉῑᵓ ‾

Υ ᾘϖו ő ┼ỉῑ‾ ᶅẵἀ ‾

Ђ ¡‾ ‾ ♪ҠЂ ᴧ¢

ϖЂ ṍי ‾ ♅ϖו ᶓ

¢

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Ҡ

‾

1 ‾ ‾ ♪Ҡ ᶳ[1]
ϰ ♪≥10 ᶳ

ᶳ≥14 ᶳ

2
ᾀ ♅ ♪Ҡ

ᶳ ᶳϠ
≥10%

3
♅ ♪Ҡ ᶳ

ᶳϠ
≥50%

ἂ

῾

4 ‾ ῾ ῦ [2] ≥18

5
‾ ῾ᾘש

Ϡ [3][4]
≤20:1

ᵒ

6 Ϡ[5] ≤18:1

7 ♅♪Ҡ ‾ ‾

8
║ ṍᾳ Қ‾

‾ Ϡ [8]
≥ ╫

9 ║ П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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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 Ϡ [9]

10
Ῠ ‾ ‾ ‾

♪Ҡ‾ Ϡ [10]
≥20%

Ҫ

 

11

‾ ѷ ӊ ╫

Мꜝ ᵭ ᶮ ἀ

Ϡו [11][12][13]

≥13%

12 ╫‾ ѷ ӊ ≥ ╫

13 ╫‾ ῾ⅎᶮ[14] ≥ ╫

14 ╫‾ [15]

≥30ї

6Ṥ ϐ

♅‾к≥1

15

ṟ‾ ¡ Ὰ ¡

Ὰ ¡ ♅ ‾

‾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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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二级）

µ ‾ Ђ ōװᵽᾳŎ¶ ỉῑᵓ ‾

‾ ἂṟו ő ┼ỉῑ‾ ᶅẵἀ ‾

Ђ ¡‾ ‾ ♪ҠЂ ᴧ¢

ϖЂ ṍי ‾ ♅ϖו ᶓ

¢

一、培养目标

1.1 [ Ђᴧ ] Ђ Ằҍּו‾ ᶚ ő ỉ

ῑ¡ש ᾘӓ‾ Ḳṝᵿ ἀ‾ ᵒ  ֞ ő

ỉῑ‾ ‾ ầ ѕ őḋἂ Υ ᴧ ¢

1.2 [ Ђ Ớ] Ђ őᶑ ᶓ ϧ

Ἢ 5 ᾀἀ ᵿו ő ő

И ẇ ᶓ ¡‾ ¡‾ ẫ ᾭ ầᶚ

₆ἀ ¢

1.3 [ Ђ ῝] ᴧ ᵓ Ђוἂ ₭ ῝őИ

ẇṧ┼ ῝₅Ịᵓ Ђ₭ ϰ ᴨ¢ ῝ἀ ᴨỌ

Ҡ ầᶚф ¢

二、毕业要求

ṧ┼ ‾ Ђ ő ᴧ ¡ṷ▲וϧ

¢ϧ ẇ ҙ ЂőИ ᶓ ỌҠ

ᶳ₆ ¢ Ọ ῝ ϧ ¢ҝ֚ו

ᴧוϧ Ớḵ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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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ד

2.1 [ [ẵᶓד ῾ ᾀ Ỹ ῝ Ẫő ₭ᵓ ỉ

ᾀ ו ¡ ¡ ἀ Ḿ ¢

Ằҍּו‾ ᶚ ő ד Ᾰ ¢ ‾

║ẵᶓőדב ᶅ ‾ ő ҝ ¡

דב я¡ ¡ ͗ Ựו ¢

2.2 [‾ Ὂ] ║ ԅ‾ ő ‾ Ṱ ו ἀ

ő║ ᾜᾨו Ḿ¡ᵊ ו ᵇ¡ ῝ו Ẫ¢║

ר ἀ♅ ℮ ő ṟőḩ ͗ ¡ ő

Ṱ ¡ ő Ӫ ṟ¡ ¡Ӧ ¡

᷾ ỉו ¢

 ᾀ‾

2.3 [ ♅ ] ‾ ᾘϖו♅ ¡ᾘϖ ἀ

ᾘϖᾺ ő ₆ ♅ ᾘϖ ἀᶚᶅ¢ ₆ ‾

♅ ו♅ ő ₆ ‾ ♅ ᾀ ו῾ őᵓ

♅ ầ ᴧו ₆¢

2.4 [‾ ] ‾ ῾ ő ẇ ┼ ‾ ♅♪Ҡ

Ђ ő ᵓ ᵿ ἀ ♅ ᴄő ♅‾

ἀ Ὰ ő₭ ‾ ῄ¡ ἀ ῝őᾐה‾

ő║ϐ‾ ᾘϖᾺ ő║ Ӊгו‾ ἀ ᴧו‾

∏ ¢

 ᾀ

2.5 [Θᾳ ׅ] ד ő ₆ ד

ᶚᶅ¢ Θᾳ  Ṱו ẵ ἀᾘϖᶚᶅ¢ ẇ



- 13 -

Θ Ṱ ῾ őф ד ἀ  ◓‾ ‾י ᾍᴮ

ו ׅőᾐהᾜᾨ ¢

2.6 [ ἂ ] ₆ ᵿ ἀ ҝ‾ ẵ ¢

₆ ♅ ῝ ő ẇ ᾙ₅ἂ ♅‾ ₭ ᾍᴮ¢

₆ ὄἀ‾ ᾍᴮו Ớἀᶚᶅőф

‾ ἀ ᾍᴮőᵓ ₭ ‾ ἀ ׅ¢

 ᾀᵿ

2.7 [ ᾀᶑ ] ║ ᵿ ¢ ₆ỉ

ᾘӓ‾ Ḳṝᵿ ᴮ ő ẇ ֥ἀ‾ ᵿ

ő₭ ἀ ẵὃ¢Ӊг ᶑ ᶚᶅἀᾺ ő

║ ᴧӦ ő ᶚᶅő ᾀᶳ ἀ₆╨

‾ ‾ ¢

2.8 [ẁ ἂ ] ₆ Ṿ ו ő║ ᵒ

℮ ő ẁ ἂ Ὰ ő║ Ἲ ἀἂ ¢

三、课程与教学

3.1 [♪Ҡ ] ♪Ҡ ḋἂ ‾ Ђ ἀ‾

‾ ♪ҠЂ ő ẇ ҙϧ ֚ҝ¢

3.2 [♪Ҡ₅ẅ] ♪Ҡ₅ẅ ‾ ¡ ♅ ‾

‾ ‾ ᾙ₅ἂŠ ♪Ҡ ῾♪Ҡ¡ϰ ♪

♪ ἂ ¢ṥ ♪Ҡ ᶳϠ ֺő ‾ ♪Ҡ ו

ᾀ ♅ ♪Ҡ ᶳбמ ᶳו 10%ő ♅

♪Ҡ ᶳбמ ᶳו 50%ő‾ ‾ ♪Ҡ֚׆‾ ‾

♪ҠЂ ẵᴧו ᶳ ¢

3.3 [♪Ҡ ] ♪Ҡ ᾘӓ ¡♅ ¡ ῾ ő



- 14 -

· ᾀ Ỹ ῝ Ẫ¡ ‾ד ᾙ ♪Ҡ‾ ¢

‾кő ♅ ő ♪ҠḲṝἀ‾ ∏

ҝỊ¡ ‾ ‾ ͡ őИ ẇ₅ἂ ᶓ

Ꞌᾭ Ṫ ¡ ♪Ҡ ¢

3.4 [♪Ҡ ] ♪ ‾ ỌҠ ᾘӓו

¢ ┼ϧ ᴧ♪Ҡ Ђἀ‾ ֞ṇő‾ ¡‾

ᶚᶅ¡◦Ỹ ᶚ Ҫ♪Ҡ Ђו ¢ ẇ ֺ

͡ ‾ ¡ ∏‾ ¡ ѵ‾ ᶚי őἂ

Ὰ ő ṍ ᶓ Ị¢♪ ‾ ¡♪ ׅἀ♪

ו ῦᶳ ἂ őᾺ ♪Ҡ Θ‾ ő ҝ ᶓ

ἀ¯ ὅ°יԅ‾ᾘϖṲ¢

3.5 [♪Ҡ ῝] ᴧ ῝♪Ҡ ἂו ἀ♪Ҡ Ђ

ҝᵇőИ֚ו ẇṧ┼ ῝₅Ị₭ ᴨ¢ ῝ ᴨỌҠ

ầᶚф ¢

四、合作与实践

4.1 [ ] ‾ᶚש е ἀ 

¡ ᴧ ᴘ¡ἂ Ṿ “ו ” ᾙ őᾘϖ

ҝ‾ ¡ ¡ ∏ἀḎ ὄוἂ Ṿ ¢

4.2 [ᾘש ] ‾ ῾ᾘש ᵓ ᴧő ẇ ṵἂ

‾ו ῾ὐ⅞ἀ ׅő ᶓ ‾ ῾ ¢

20Ṥ б 1Ṥ‾ ῾ᾘ[4]ש¢

4.3 [ ῾‾ ] ῾‾ ő ῾ἀ‾

῾ ᾙ₅ἂ¢‾   ¡‾ ¡‾ Ằ őỚḵ

ד ¡‾ ῾¡Θᾳẫ ῾ἀ‾ őИ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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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ὐ⁹ ᾙ ¢‾ ῾ ῦ ῄб [2]¢

ᾬ ‾ őκ ᶓ ῦו ♪ ¢

4.4 [ׅ ᵒ ] ṍ ‾ ‾ Ṿ ׅ

‾ “ו῾ ׅ ” ᵇ¢ ¡ ¡ ῝ἀ Ҫ‾

῾ ׅ‾ ו ᵇ ֖ ¢“ ׅ ” Ҹ ő ᵓ ᴧő

ő ¢

4.5 [ẫ ῝] ‾ ῾ẫ  ẵᶓő ẇᵓ ᴄὐ

⁹ ῢⱦ¢ ‾ ῾ ῝ Ḳ₭ ᵇ¢ ┼ ầ

Ђ őᵓ‾ ῾Ѕ ₭ ῝¢

五、师资队伍

5.1 [ ₅ẅ] ‾ ₅ẅ ẇ ϖ ‾

ἀᵿ ו ő Ϡбṍ 18:1[5]ő ¡П ‾

Ϡ Λбמ 60%[9]őṍᾳ Қ‾ Ϡ бמ ╫

[8]ő ᶓ ♪¢  ‾ ‾ ♪Ҡ‾ ő

♅♪Ҡ ‾ ‾ б 2 [7]¢ᾘӓ‾

Ῠ ‾ Ự¡ᵒ ᴧő ‾ ‾ ♪Ҡ‾ Ϡ

бמ 20%[10] ¢

5.2 [ ] ṍ ‾ ẵᶓőדב Ѕő

ӝ ‾Š ϖ¡ ᴧ‾ő║  ♪ו ‾ ¡

Ὰ ἀ ‾יׅ ‾ Š ◦ő €

ő║ ᴧו ἀ ∏ ¢║ ҝἀ Ἢ

ᵿ ὄ ׅ ő ẇ ׅ ᶓ ᵿ 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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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等 

五个文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推进师范生免

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

度，教育部研究制定了《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试行）》《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学

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中等职业教育专

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

教师厅〔202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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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等五个文件，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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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政法司、基教司、职成司 

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4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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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一、师德践行能力 

1.1 遵守师德规范 

1.1.1【理想信念】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能够

在教书育人实践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职业理想，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1.2【立德树人】 

 理解立德树人的内涵，形成立德树人的理念，掌握立德树

人途径与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实施素质教育，依据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教学，培育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 

1.1.3【师德准则】 

 具有依法执教意识，遵守宪法、民法典、教育法、教师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教育实践中能履行应尽义

务，自觉维护学生与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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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涵养教育情怀 

1.2.1【职业认同】 

 具有家国情怀，乐于从教，热爱教育事业。认同教师工作

的价值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新人；了解中学教师的职业特征，理解教

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与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创造条件帮

助学生自主发展。 

 领会中学教育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认同促进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的理念。 

1.2.2【关爱学生】 

 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

人，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关注学生成长，保护学

生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习发展的权利，保护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独立性和选择性，关注个体差异，相信每名学生都有

发展的潜力，乐于为学生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1.2.3【用心从教】 

 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认真履行教育教学

职责与班主任工作职责，积极钻研，富有爱心、责任心，

工作细心、耐心。 

1.2.4【自身修养】 

 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有较强的情绪调节与

自控能力，能积极应变，比较合理地处理问题。 

 掌握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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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审美能力。 

 仪表整洁，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符合教师礼仪

要求和教育教学场景要求。 

二、教学实践能力 

2.1 掌握专业知识 

2.1.1【教育基础】 

 掌握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能够遵循中学教育规律，结合

中学生认知发展特点，运用教育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

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2.1.2【学科素养】 

 了解拟任教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掌握学科的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体系结构与思想方法，能分析其对学

生素养发展的重要价值，理解拟任教学科的核心素养的内

涵。 

2.1.3【信息素养】 

 了解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掌握信息化教学设备、

软件、平台及其他新技术的常用操作，了解其对教育教学

的支持作用。具有安全、合法与负责任地使用信息与技术，

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

育教学的意识。 

2.1.4【知识整合】 

 了解拟任教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学习科学相关知

识，掌握学科教学知识与策略，能够结合社会生活实践，

有效开展学科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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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融合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掌握随班就读的基本知识及

相关政策，基本具备指导随班就读的教育教学能力。 

2.2 学会教学设计 

2.2.1【熟悉课标】 

 熟悉拟任教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理解教材的编写逻辑

和体系结构，能够正确处理课标与教材的关系，具有依据

课标进行教学的意识和习惯。 

2.2.2【掌握技能】 

 具备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与相关学科实验操

作等教学基本功，通过微格训练学习，系统掌握导入、讲

解、提问、演示、板书、结束等课堂教学基本技能操作要

领与应用策略。能依据单元内容进行整体设计，科学合理

地依据教学目标及内容设计作业，并实施教学。 

2.2.3【分析学情】 

 了解分析中学生学习需求的基本方法，能根据学生已有的

知识水平、学习经验和兴趣特点，分析教学内容与学生已

有知识经验的联系，预判学生学习的疑难处。 

2.2.4【设计教案】 

 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理解本课（单元）在教材中的地位以

及与其他课（单元）的关系，能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和学情

分析确定恰当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重点，设计学习活动，选

择适当的学习资源和教学方法，合理安排教学过程和环节，

科学设计评价内容与方式，形成教案与学案。 

2.3 实施课程教学 



 5 

2.3.1【情境创设】 

 能够创设教学情境，建立学习内容与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

激发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2.3.2【教学组织】 

 基本掌握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的形式和策略，能够科学准

确地呈现和表达教学内容，控制教学时间和教学节奏，合

理设置提问与讨论，引导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达

成学习目标。 

2.3.3【学习指导】 

 能够依据学科特点、中学生认知特征和个体差异，指导学

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注重差异化教学和个别

化指导，帮助学生针对学习重点与难点进行有效学习。 

 知道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资源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和学

习体验方面的作用，合理选择与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和个性化学习体验。 

 能够运用课堂结束技能，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归纳、

总结，合理布置作业。 

2.3.4【教学评价】 

 树立促进学生学习的评价理念，理解教育评价原理，掌握

试题命制的方法与技术。能够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作业反馈

等实施过程评价，初步运用增值评价，合理选取和运用评

价工具，评价学习活动和学习成果。 

 能够利用技术工具收集学生学习反馈，跟踪、分析教学与

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形成基于学生学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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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诊断和改进教学的意识。 

三、综合育人能力 

3.1 开展班级指导 

3.1.1【育德意识】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以及中学

生思想品德发展的规律和个性特征，能有意识、有针对性

地开展德育工作。 

3.1.2【班级管理】 

 基本掌握班集体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的方法。熟悉教

育教学、中学生成长生活等相关法律制度规定，能够合理

分析解决教学与管理实践相关问题。 

 基本掌握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的方法。能够利用

技术手段收集学生成长过程的关键信息，建立学生成长电

子档案。能够初步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开展班级指导活动。 

 熟悉校园安全、应急管理相关规定，了解中学生日常卫生

保健、传染病预防、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等相关知识，掌握

面临特殊事件发生时保护学生的基本方法。 

3.1.3【心理辅导】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了解中学生身体、情感发展的特性和

差异性，基本掌握心理辅导方法，能够参与心理健康教育

等活动。 

3.1.4【家校沟通】 

 掌握人际沟通的基本方法，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拓宽师生、

家校沟通交流的渠道和途径，积极主动与学生、家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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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进行有效交流。 

3.2 实施课程育人 

3.2.1【育人理念】 

 具有教书育人意识。理解拟任教学科课程独特的育人功能，

注重课程教学的思想性，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正确价值观、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3.2.2【育人实践】 

 理解学科核心素养，掌握课程育人方法和策略。能够在教

育实践中，结合课程特点，挖掘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将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与品德养成相结合，合理设计育人

目标、主题和内容，有机开展养成教育，进行综合素质评

价，体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 

3.3 组织活动育人 

3.3.1【课外活动】 

 了解课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知识，掌握相关技能与方法，

能组织中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3.3.2【主题教育】 

 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学会组织主

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对中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四、自主发展能力 

4.1 注重专业成长 

4.1.1【发展规划】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具有终身学习与自主发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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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动态和发展情况，制定教师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4.1.2【反思改进】 

 具有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素养，初步掌握教育教学反思

的基本方法和策略，能够对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

自我诊断，提出改进思路。 

4.1.3【学会研究】 

 初步掌握学科研究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用以分

析、研究教育教学实践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与方法，具有撰写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的基本能力。 

 掌握专业发展所需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能在信息技术

环境下开展自主学习。 

4.2 主动交流合作 

4.2.1【沟通技能】 

 具有阅读理解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

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掌握基本沟通合作技能与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社会实

践中与同事、同行、专家等进行有效沟通交流。 

4.2.2【共同学习】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掌握团队协作的基本策略，了解

中学教育的团队协作类型和方法，具有小组互助、合作学

习能力。 

 



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吉大办发〔2020〕13 号

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关于印发《吉首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校部机关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学校制定了《吉首大

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实施方案》，经校务会研究同意，现将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6 日



吉首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实施方案

高等院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是全面提高教师教育专业育人质

量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健全师范专业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

为切实做好我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创

新，全面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 号）

和湖南省教育厅有关师范专业认证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抓住

国家和我省振兴教师教育的契机，坚持做优做强教师教育，坚持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专业认证理念，坚持“一践行、三学会”的高标准、

严要求，全面保障和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造就一

批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二、认证理念

师范专业认证的理念是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学

生中心，强调遵循师范生成长成才规律，以生为本，配备教育资

源、组织课程和实施教学；产出导向，强调以师范生学习效果为

导向，对照师范毕业生核心能力素质要求，评价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持续改进，强调对师范类专业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



程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学改进，推动师范类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持续提升。

三、认证体系和标准

（一）认证体系

师范类专业实行三级监测认证：

第一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办学基本要求监测。依托教师教育

质量监测平台，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师范类专业办学监测机制，对

师范类专业办学基本状况实施动态监测，为学校出具年度监测诊

断报告，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监管依据，为社会提供质量信

息服务。

第二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合格标准认证。以教师专

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引领，推动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

强化教师教学责任和课程目标达成，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保证师

范类专业教学质量达到国家合格标准要求。

第三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卓越标准认证。建立健全

基于产出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运行有效的质量持续改进机制，以赶

超教师教育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以评促强，追求卓越，打造一

流质量标杆，提升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认证标准

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等专业认证标准是开展师范

类专业认证工作的基本依据。

（三）认证结果



认证结论分为“通过（有效期 6 年）”“有条件通过（有效期

6 年）”“不通过”三种，认证结果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经费

投入、用人单位招聘、高考志愿填报等提供服务。通过二级认证

的师范专业，可由学校自行组织教师资格证考试的面试工作；通

过三级认证的师范专业，可由学校自行组织教师资格证考试的笔

试和面试工作。

四、工作目标

根据《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进一步凝练专业特色，优化

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动师范类专业内涵建设。采取先行试点、

逐步实施、全面推广的模式，2023 年前完成所有师范类专业的

二级认证。到 2025 年，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达到三级认证标准，

师范类专业服务区域基础教育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湖南省

中小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示范性标杆单位。

五、组织机构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坚持“学校统筹、学院主体、全员参与”

的原则，建立校院两级组织机构，确保认证工作有序开展。

（一）学校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分管教学副校长

任副组长、其他校领导为成员的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

以及分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学院为成员单位

的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小组（下设项目建设组和学院认证工作小

组）。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教务处，教务处负责人兼任办

公室主任，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师范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主要包括：领导和统筹学

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确定认证工作思路，制定认证工作方针、

政策，研究部署和全面协调各专业认证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检查、

督促、指导各专业的认证工作；研究解决认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决策认证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审定学校认证方案、阶段任务等主

要材料；确定专业认证工作中的重大建设项目和整改方案。

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的职责主要包括：在师范类专业认证

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负责专

业认证工作的组织和运行，协调各项目建设组和全校各职能部门

之间的工作；组织各专业开展校内自评自建工作；研究提出需要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校务会、党委会讨论决定的重要

问题；及时汇总评建情况，研究和协调解决专业认证过程中发现

的各种问题。

（二）学院成立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师

范专业的认证工作。组长由学院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教学工

作的副院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成员由专业负责人、

专业骨干教师、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负责人、学工团委负责人等

组成。

学院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的职责主要包括：组织制定学

院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方案，成立若干专项工作小组，统筹做好专

业自评自建工作；对照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分阶段落实《自评

报告》撰写、支撑材料汇总、教学设施保障、实习实践基地管理、



现场考查安排等工作。

（三）学校成立师范认证工作专家小组。成员由校学术委员

会、教学委员会，师范类认证专业有关骨干教师组成，主要负责

指导专业开展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优化课程体系设计、受学校委

托开展认证过程中阶段性检查、提出师范类专业认证有关意见和

建议等。

六、工作安排

（一）启动开展。根据湖南省教育厅认证工作安排，组织师

范专业提交认证申请；召开认证工作动员会，组织宣传发动，邀

请认证专家和已认证专业做专题辅导报告和经验分享，进一步明

确认证的工作理念、目标任务和工作流程。

（二）自评自建。参与认证相关学院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

组建专项工作组，列出任务清单，明确任务分工，并重点做好如

下几项工作：

1、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师范专业认证要求，通识课中

的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 10%、学科专业课

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50%和教师教育课程学分达到教师教育课程

标准的要求，构建与毕业要求、培养目标相对接的课程体系和培

养方案。

2、修订课程大纲。按照毕业要求、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

支撑关系和达成目标要求，科学制定每门课程的课程大纲。

3、建设实践基地。按照每 20 个实习生不少于 1 个教育实习



基地的标准建好实习基地，其中示范性实习基地不少于三分之一。

4、建设师资队伍。按照师生比不高于 18:1、硕博士学位教

师不低于 60%、高级职称比例高于学校平均水平、学科教学论教

师不少于 2 人、基础教育一线兼职教师占教师教育课程教师比例

不低于 20%的要求，建立一支结构优、素质高的教师队伍。教师

教育课程教师要熟悉基础教育教学工作，并能指导中学教育教学

工作，且每五年至少有一年基础教育服务的经历。

5、提高就业质量。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低于学校本科毕

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 80%，

且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6、撰写《自评报告》。要对照认证指标完成《自评报告》撰

写、佐证材料支撑。学校将分阶段开展专题培训，组织专家对认

证有关材料和环节进行检查指导。

（三）提升推进。相关学院根据阶段性检查结果和专家意见，

进一步修改完善自评报告，凝练专业特色优势；对照认证标准和

材料清单，汇总完善自评报告支撑材料和专家案头材料；加强校

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和管理，做好毕业生访谈和问卷调查统计

工作。

（四）认证预演。学校组织专家入校进行认证预演，通过开

展自评答辩、资料查阅、实地考察、听课看课、师生访谈等，对

认证准备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检查。相关学院对照认证指标和

专家意见建议，再次整改提升，完成自评报告和附件材料系统提



交工作。

（五）专家入校。召开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协调会，制定学

校层面的工作方案，各相关学院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校院协同做

好专家进校考查各项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相关学院应高度重视师范类专业认证

工作，要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成立材料准

备、后勤保障、考察接待等专项工作组，有序推进师范类专业认

证工作。

（二）加强宣传发动。相关学院要加大宣传动员力度，通过

研讨会、培训会、新媒体平台等途径，强化学院认证主体责任，

提升专业教师、学生及相关管理人员对专业认证理念与内涵的理

解，在学院内部营造“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作氛围。

（三）加强协同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任务重、跨时长，

相关学院要围绕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总目标，制定学院层面的工

作推进方案，细化各阶段工作任务，统筹学院教学、团学、行政

等队伍力量，从人员、经费、条件等各方面全力保障师范类专业

认工作有序开展。

（四）加强标准引领。认证专业应紧紧围绕“五个度”，按照

认证标准对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

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等 8 个方面进行梳理

总结，对标修订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优化课程体系，开展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跟踪调查及反馈，整理教学档案与支撑材料

等，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改进，切实达到自评自建的目

的。

（五）加强特色凝练。各师范专业要结合长期办学的历史积

淀和特色优势，在专业的自评报告中进行总结凝练，要强化师范

生职业素养和执业能力培养特色，突出我校师范专业的独特优

势，力求“一专一特”，避免千篇一律。

八、工作保障

（一）组织保障。在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基础

上，各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师范类专业培养学院要确定专人负责

对接师范专业认证工作，统一接受领导小组办公室调度和协调。

（二）经费保障。学校设立师范类专业认证专项建设经费，

对每个获批受理的师范专业划拨 30 万元专项经费；学校将对照

认证标准加大师范专业经费投入，使师范专业教学日常运行经费

占生均拨款和学费总和的 15%以上，生均教学日常支出、生均教

学实践经费支出高于学校平均水平。

（三）条件保障。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师范类专业教学技能实

训平台和教师教育训练中心建设，满足师范生“三字一话”、微

格教学、实验教学、远程见习需要。相关学院应抓好校外实习基

地特别是示范性实习基地建设。

（四）政策保障。学校将根据《吉首大学教学奖励办法》，

对通过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的学院绩效给予一定奖励。对通过认



证的师范专业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省级一流专业建设项目，在

教学成果、教改立项、教学团队等项目中予以倾斜支持。

附件：1、吉首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计划安排表

2、吉首大学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任务分解表

3、**学院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实施方案

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6 日印发



附件 2

吉首大学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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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ῤ ȁ ȁ ᴇ ̃Ȃ

3. ⱬ ᴇ ̂ ᴇ ‰ȁ

̃Ȃ

4. ᴆ ԍ ⱬ Ῑ ’Ȃ

5. ⱬ Ῑ Ȃ

6. ̆ ӟ Ȃ

Ⱶ

ᵀҬ

̂ ̃

ԋ



9.

ֲ

ԅ Ҭ Ῑ Ȃ

ֲᴇṿ̆

ֲ ꜚȂԅ ꜚ

ֲῤ ̆ ҍ Һ

ꜚ̆ Ȃ

1. Ῑ Ҭ῏ԍ ֲ Ῑ ҙ ῤ Ȃ

2. ȁ ῏ ‰ ֲ

Ῑ Ῑ̆ ȁ ῏ ῤ ȁ ῏ ꜚ Ҭ ᵣ

̆ ӟҬӟ ֲ ȁ ⱬ ᴇ Ȃ

3.Ғҙ ӟ ֲ ↕̆

Ҭ ȁ ҍ ֲ ꜚ ᵣ ȁ

῏ Ȃ

4.Ғҙ ҙ╠ ֲ Ῑ ‰ȁ

Ⱳ ̆ ᴇ № Ȃ

5. ֲ Ῑ Ȃ

Ⱶ

ᵀҬ

̂ ̃

ԋ

ᴪ 10.

ᴪ

ΐ ӟҍҒҙ Ȃԅ ῤ

ꜚ ̆ ף

̆ ӟ ҙ

⅞Ȃ∆ ̆ΐ ѿ

⇔ ̆ ∞ ̆ ᴪ№

‗ Ȃ

1. Ῑ Ҭ῏ԍ ⱬ Ῑ ҙ ῤ Ȃ

2. ᵣ Ҭ̆ Ғҙ ȁ ῤ ꜚ ȁ

’̆ ȁ ̆ № ᶛ

῏ Ȃ ῏ ‰

ȁ ῤ ȁ ῏ ꜚ ᴋⱵ ̆ ӟ

ᴇ Ȃ

3. ᵬҙ ᵬ ȁῈ ̆ ȁ ӥ ȁ

̆ ̆ ℮ ҉Ὲ Ȃ

4. Ḇ ӟḤ ҍ ҺҒҙ ȁ ꜚ └

ȁ ̆ ҍ ҹ Ȃ

5.Ғҙ ꞉ ⌠ ֜ ȁ֜ ȁ ȁ

ḱ └ ҍ ̆ ҍ ’ Ȃ

6. ҍ ⱬ ԍ ‗ ꜚ

ᶛ ̆ ⱴ ῤ ꜚ ȁ ᴪ ꜚȁ

ץꜚ ⇔ ⇔ҙ ꜚ ӥҍ Ȃ

7. ӟ Ύ ῏ Ȃ

8. ҙ ̂ ̃ ῏ Ȃ

9.Ғҙ ⱬ ‰ȁ Ⱳ ̆ ᴇ

№ Ȃ

10. ⱬ Ῑ Ȃ

Ⱶ

ᵀҬ

̂ ̃

ԋ



11.

ᵬ

ӟ῍ ᵣ ᵬ ΐ̆ ᵬ

̆ ᵬ ̆ΐ ԑꜛ

ᵬ ӟᵣ Ȃ

1. Ῑ Ҭ῏ԍ ᵬ ⱬ Ῑ ҙ ῤ Ȃ

2. ῏ ‰ ̆ ҍ ᵬ ⱬ

Ῑ ⌠ ȁ ῤ ȁ ῏ ꜚ ᴋⱵ Ҭ

̆ ӟ ᴇ Ȃ

3. ꜚҬ ᵬ ӟ ꜚ ̆

ᴇ ῏ Ȃ

4.Ғҙҹ ᶫ ⱴ ӟ῍ ᵣ ꜚ└ ̕

ⱴ ῍ ᵣ ꜚ ᵣ

Ȃ

5. ̆ ҍҬ ȁ ȁ ֲ ԑ

ꜚ֜ ꜚ ̕ ҍҬ ꜚ

ȁ ȁ №֣ȁ ↓ ᵬ ӟ ꜚ

Ȃ ῤ ῏ ꜚ ᴇȂ

6.Ғҙ ҍ ᵬ ⱬ ‰ȁ Ⱳ

̆ ᴇ № Ȃ

7. ҍ ᵬ ⱬ Ῑ Ȃ

Ⱶ

ᵀҬ

̂ ̃

ԋ

ҍ

12.

Ҭ Ғҙ ‰

‰ ̆

╠ ̆ ҙ Ȃ

1.Ғҙֲ Ῑ Ȃ

2.Ғҙ Ȃ

3.Ғҙ ̂ Һ ̃ ҍ ҙ ῏

Ȃ

4.Ғҙ ⅞Ȃ

Ⱶ

ᵀҬ

̂ ̃

ԋ

13.

ᵣ ȁ Ғҙ ҍ

̕ ҍ

ȁ ḱ ҍ ḱ Ȃ

№ ᶛ ̆ Ҭ ֲ

ᴪҍ Ῑ №Ҍᵞԍ №

10%̆ Ғҙ №Ҍᵞԍ №

50%̆ ⌠

‰ № Ȃ

1.Ғҙ ľѿ ȁ҈ ᴪĿ ҙ ῏ Ȃ

2. ҍ ȁ ḱ ҍ ḱ ’Ȃ

3.ֲ ᴪҍ Ῑ ȁ ῏

’Ȃ

Ⱶ

Ҭ

ᵀҬ

̂ ̃

ԋ

14. ῤ
ῤ ȁ ȁ ̆

ᴪҺӈ ᴇṿ ȁ

1.Ғҙ ̆ ȁ ῤ Ȃ

2.Ғҙ Ȃ

Ⱶ
ԋ





ҍ

18.

̆ ᶫ

ӟ ̆

Ȃ 20 ҩ ӟ Ҍ ԍ 1

ҩ Ȃ

1. Ḥ ȁ ׃ ̆ 4 Ғҙ

ӟ ᴇ ῏ Ȃ

2. ҍ ῍ ȁ

ӟ ῏ Ȃ

3. ҍ └ ȁҍ ᵬ

῏ Ȃ

Ⱶ ԋ

19.

ᵣ Ғ̆ҙ

Ȃ ӟȁ ӟȁ

ӟ ̆ ᵣ ȁ ȁ

̆ ҍῒז

Ȃ Ҍ ԍѿ

Ȃ Ҭ ӟ̆Ḡ

ӟ ҉ Ȃ

1.Ҭ Ⱳ Ȃ

2. ӟȁ ӟȁ ӟ ῒז ꜚ ̆

ȁ ῤ ȁ ȁ ῤ ȁ ȁ № ‰

Ȃ

3.Ҭ ⅞ȁ ῤ ᴆȁ

Ύ ῏ Ȃ

4. 4 ᴇ ῏ Ȃ

Ⱶ

Ҭ

ԋ

20. ᴝ

ҍᴨ Ҭ ῍

ľ Ŀ└ Ȃ ȁ

ȁ ᴇ └

ҍ Ȃľ Ŀ ̆ ̆

̆ ̆ ֲ̆ Ȃ

1.ľ Ŀ└ ῏ Ȃ

2. 4 ľ Ŀ Ύ Ȃ

3. ľ Ŀ ᵬ ⅞ȁ ᵬ ȁ ᴇ ῏

Ȃ

4. ľ Ŀ ῏ Ғҙ ꜚ ῏ Ȃ

ԋ

ֲԊ

Ⱶ

ᵀҬ ̂

Ҭ ̃

21. ᴇ

ҹ ̆

Ȃ ᴇҍ

└ Ȃᶭ ῏ ‰̆

ᴇȂ

1.Ҭ ᴆȁ Ⱳ ȁ ӟ Ύ ῏ Ȃ

2.Ғҙ Ȃ

3. ‰Ȃ

4. ӟȁ ӟȁ ӟ ῒז ꜚ Ҭ

ӟ ̆ אל ȁ ӟ ȁ ȁ

ȁ ȁ Ἕȁ Ȃ

5.Ғҙ Ҭ

̆ ῤ ӟ ᴇ

ȁ ῏ Ȃ

6. № Ȃ

7. ȁ ῤ ȁ ῒז≠

῏ ᵬ̆ ҍ ҙ ῏ ȁ ’̆

Ⱶ ԋ



’ Ȃ

8. ḱ ḱ Ȃ

ᴝ

22.

Ғᴋ Ғҙ

̆ Ҍ ԍ 18:1̆

ȁ ᵝ ѿ Ҍᵞԍ 60%̆

ᶛҌᵞԍ ̆

ғҹ ҉ Ȃ

ῒ̆Ҭ ҍ ↕҉

Ҍ ԍ 2 ֲȂ ѿ Ὶ

ȁ ᴝ ̆

ᶛҌᵞԍ 20%Ȃ

1. Ғҙ Ύ̂ ȁ ↓₮̃Ȃ

2.Ғҙ ȁ ῏ Ғᴋ ȁῚ

ȁ ȁ ץ̆’ ҍ ȁ

ȁ ᵬ Ғҙ ’№ ῏ Ȃ

3. ᴝ ⅞ ᴆҬ Ὶ ⱬ

ᴆȁ└ ΐᵣ Ȃ

4. Ҭ ѿ ᴨ ᴋῚ ᴋ ȁ ᵬ

ȁ ’ ῏ Ȃ

5.ҒҙҒᴋ ȁῚ ᴇ ‰ ῏№ Ȃ

ֲԊ

ᵀҬ ̂

Ҭ ̃

Ⱶ

Ҭ

ԋ

23. ⱬ

ҙ ̆ҹֲ ̆

ᴰ ץ̕ ҹ ȁץ ̆ΐ

ȁḤ ӟ

ⱬ̕אלԍ ̆Ҥ ̆

ΐ ѿ ⱬȂΐ

╠Ῑ ѿᵣ ⱬ̆

ҍ ҙ ⅞Ȃ

ҒҙҒᴋ ȁῚ

ΐ Ȃ

1. 3 Ғҙ ⱴ ҉ץ ̆

ӟ ȁ⇔ ҉ץ Ȃ

2. 3 Ғҙ ⱴ ȁḤ

῏ Ȃ

3.ҒҙҒᴋ 3 ȁ ȁ ᵬҍ ȁ

Ȃ

4. 3 Ғҙ №

῏ Ȃ

5.ҒҙҒᴋ ҙ ⅞ȁ ҙ Ғҙ

ᵬ ῏ Ȃ

6.Ғҙ ҙ ⅞ȁ ’ ᵬ ῏ Ȃ

7.Ғҙ ⱬ ⅞ȁ ’ȁ ᵬ

῏ Ȃ

ֲԊ

ԋ

Ⱶ

ᵀҬ ̂

Ҭ ̃

Ҭ

24.

Ҭ Ғҙ

‰ȁ ‰ Ҭ

ᵬ̆ ѿ Ҭ Ⱶ ̆ῒҬ

ҍ ΐ ȁ№ ȁ

‗Ҭ ⱬ̆

ѿ Ȃ

1. Ғҙ ľ 1 Ҭ ᵬ Ŀ ̆

⅞ȁ ȁ ꜚ ȁ ᵬ ⅞

῏ Ȃ

2. 3 Ғҙ ῀Ҭ ᵬ

Ȃ

3.Ғҙ ҍҬ ᵬ Ȃ

4. 3 ץ ѿ ᵝ №̆ѿ ℮ ȁҬ

ԋ

Ⱶ

ֲԊ



℮ ℮҉ץ ңҩ Ȃ

5. 5 Һ ҉ץ ̆ ȁ

ȁ ⅞ Ȃ

6. 5 ҉ץ ̆

Ȃ

7.Ғҙ ‰ Ȃ

8. ₮ ῏Ғҙ └ ’ Ȃ

25.

└ ᴝ ⅞Ȃ

ḱ└ Ȃ Ғҙ

̆ ꜚȂ №

ᴇ└ ̆ └ ҍ

ᴇ ‰̆ ᴇ

ҍ № ȁ Ȃ

Ҭ ľ Ŀľ ԑ Ŀľ ᵝ

ԑ Ŀ ῍ └Ȃ

1.Ғҙ ῏ Ȃ

2.ҒҙҒᴋ ȁῚ ȁ ᶏ

’ Ȃ

3.Ғҙ ֲ Ῑ ’Ȃ

4.ҒҙҬ Ғҙ Ῑ ’̆ Ҭ Ғҙ Ῑ

└ȁꜛ └ ᴪ ῏ Ȃ

5. Ҭ ľ Ŀľ ԑ Ŀľ ᵝԑ Ŀ

῍ └ Ȃ

6. Ҭ ᴝ ⅞ ῏ Ȃ

7. Ғҙ Ῑ └ ’ Ȃ

8. № ᴇ└ ȁ ᴇ ‰ ץ̆

ᴇ ᶏ ’Ȃ

ֲԊ

ᵀҬ

̂

Ҭ ̃

ԋ

Ⱶ

Ҭ

ᴆ

26. Ḡ

Ғҙ Ῑ ̆

₮ ҍ

῀ӊ ᶛҌᵞԍ 13%̆

₮Ҍᵞԍ ̆

₮Ҍᵞԍ Ȃ

ӥ ‰

‗ Ȃ

1. 4 ȁ‗ ῏ Ȃ

2. 4 Ҭ ῏Ғҙ ₮

₮ ‗ ῏№ Ȃ

3. ȁ ӥ ‰ ’ ῏

Ȃ

Ⱶ

ԋ

Ⱶ

Ҭ

֟

ӥ

27. Ḡ

Ῑ Ȃ

Ҭ Ғҙ ҙ ̆

ľ҈ ѿ Ŀȁ ȁ

ȂḤ

1. ҙ ȁᶏ └ ̆ ᶏ

῏ Ȃ

2.Ḥ ’ └ ̆ ᶏ ῏

Ȃ

3. ȁ ֟ ȁ └ ̆ ᶏ

Ҭ

Ҭ

ԋ

Ⱶ

֟



Ḥ Ῑ Ῑ Ȃ

ȁ ȁ ῍֣ └̆ Ḃ

ᶏ Ȃ

῏ Ȃ

28. Ḡ

Ғҙ Ῑ ̆

ҹү ̆ᶏ Ȃ

ӥҌ ԍ 30 ΎȂ Ҭ

ᴨ Ҭ ᶛ ̆

ῒҬ Ҭ ‰ 6

ӟ Ҍ ԍ 1 Ȃ

1. ’ └ ῏ Ȃ

2. ӥȁ ӥȁ ‰ ᶏ

’ ῏ Ȃ

3. ᴨ Ҭ ᶛ ȁ ҍ

ᶏ ’ ῏ Ȃ

4.Ҭ ῏Ғҙ ӥ ȁ ӥ ץ ῒ

῏ Ȃ

ӥ

Ҭ

Ⱶ

ԋ

Ḡ

29.Ḡ ᵣ

Ḡ ᵣ ̆ Һ

Ȃ Ḡ ̆

ᴋⱵ ̆ ẫῃ̆ ᴋ⌠ֲ̆

ҙ Ȃ

1.Ғҙ Ḡ ᵣ ῏ ᴆȁ ҍֲ ’

Ȃ

2.Ғҙ Һ ‰ȁ └ ץ ’

῏ Ȃ

3. Һ ‰ └ ᴇ

῏ Ȃ

ᵀҬ
ԋ

Ⱶ

30.ῤ

└̆

Һ ҍ ᴇ̆

Ḡ ҙ Ȃ

1.Ғҙ └ ῏ Ȃ

2.ᵣ Ғҙ ᴝ ᵬ ’ ῏ Ȃ

3. ֲ Ῑ ᵬ ᵀ ῏ Ȃ

4. Һ └ ῏ ᴆȁ└

Ȃ

5.ᵣ ҙ ҍ ȁ ҩҺ

’ ῏ Ȃ

6. Ғҙ └ Ȃ

ᵀҬ
ԋ

Ⱶ

31. ᴇ

ҙ ץ└

ȁ ≠ ῏ ҍ

ᴪ ᴇ └̆ Ῑ

ᴇȂ

1. 3 Ҭ ȁ ≠ ῏ ҍ ᴇֲ Ῑ

῏ Ȃ

2. ҙ ῀ 3ĺ5 ҙ ’№ ȁ 3 ҙ

№ Ȃ

3. ᴇḆ Ғҙ ῏ Ȃ

4. ֲ ᵝ̂ ȁ Һ ̃ ȁ Ȃ

5. ҙ └ ῏ Ȃ ҙ ȁ

ҙ Ȃ

ԋ

Ⱶ



32.

ῤ ᴇ № ̆

ᶏ № ̆

ꜚ Ῑ Ȃ

1. ῤ Ḥ Ȃ

2. ῤ ᴇ ’ ῒ ᴇ № ῏ Ȃ

3. Ғҙ № ῒזᵠ Ȃ

4. Ғҙ ȁ Ῑ ȁ ҙ ῃ ҍ

Ȃ

5. ᴇḆ ᵬ ῒ ῏ Ȃ

6. ҍ ᴇḤ └ ῏ Ȃ

ᵀҬ ԋ

Ⱶ

33.
└ ̆ ׆

ȁ Ȃ

1. Ȃ 3 № ȁ ⌠ ȁ ѿ

№ Ȃ 3 ȁ ȁ

ᴇ ’ѿ Ȃ 3 ȁ

Ȃ

2. Ȃ Ғҙ ᴇ 3

Ⱳ Ȃ 3 Ғҙ ᴰ ᵬ ῏ Ȃҍ

Ὲ Ῑ Ȃ

3.Ғҙ ꜚ Ȃ 3 Ғҙ ꜚ̂ ῀ȁ ₮̃ Ύ

№ Ȃ

4. ҽ Ȃῒז Ғҙ ҽ ⱬ Ῑҽ

Ȃ

ԋ

Ⱶ

34.

ԅ ̆ⱴ № ̆

Ὶ ῍ ҍҩ Ῑ

ҍ └ ̆ҹ ᶫ

Ȃ

1. ̔

̂1̃ ҩֲ Ȃ

̂2̃ ⱴ ȁ ≠ԍ Ῑῒ Һ ⱬ

ꜚ ῏ Ȃ

̂3̃ῒז ԍ ҩ≢ ̂ ҉

֜ ȁ ȁ ȁ ̃Ȃ

2. ̔

̂1̃Ғҙ Ȃ

̂2̃ Ғҙ № Ȃ

̂3̃ ᴇ ᵣ Ȃ

̂4̃ Ғҙ ץ ӟ № Ȃ

̂5̃ Ὶ ῍ ҍҩ Ғҙ Ῑ ҍ └

Ȃ

̂6̃ ḱ ’Ȃ

ԋ

Ⱶ



35.

ҍ Ⱶᵣ ⱴ̆

̆ ҹ ᶫ

ȁ ӟ ȁ ҙ ȁ ҙ⇔ҙ

ȁ ẫ ̆

Ȃ

1. ̔

̂1̃ ⇔ ⇔ҙ Ȃ

̂2̃ ẫ ҍ № Ȃ

̂3̃ ȁ⇔ ⇔ҙ ȁ ẫ ῏

ӟ ӟ֟₮ Ȃ

̂4̃ ῏ Ȃ

2. ̔

̂1̃ ҍ Ⱶᵣ ’ ῏ Ȃ

̂2̃ Һᴋȁ ȁ

ẫ ’Ȃ

̂3̃ ȁ⇔ ⇔ҙ ȁ ẫ ῏

ץ̆’ ⱵҬ ȁ ҙ Ҭ ȁ⇔ ⇔ҙ ҍ

’Ȃ

̂4̃ҹ ᶫ ȁ ȁ ӟ ȁ ҙ

ȁ ҙ⇔ҙ ȁ ẫ Ⱶ ῏ Ȃ

̂5̃ Ⱶ 3 Ⱶ ᵬ ᴋԊ

’Ȃ

̂6̃ ᵬ ץ └ ᵬ ’ҍ ῒז

Ȃ

ԋ

Ⱶ

36. ҙ

ᴇ └̆ ӟ

’ Ḡ̆ ҙ ⌠ ҙ

Ȃ

1. ̔

̂1̃ ҙ ’Ȃ Ύ̆ № ̆

ᵣ ҙ№ Ȃ

̂2̃ ҩֲ ῏ Ȃ

̂3̃Ὶ ҙ ҍ ᴇ

Ȃ

̂4̃ ל Ȃ

̂5̃ ӟ ȁ ӟ ӟ ῏

Ȃ

2. ̔

̂1̃ ҙ ᴇᵣ ҍ Ⱳ ῏ Ȃ

̂2̃ ҙ ‰ ᴇ ῏ Ȃ

̂3̃ № ҙ ῏ Ȃ

̂4̃ ҙ ῃ ӟ ’ ᵀ └

Ⱶ
ԋ



῏ ̂ ȁ ӟȁ ӟȁ ҙ ȁ

ҍ ̃Ȃ

37. ҙ

ҙ ∆ ҙ Ҍᵞԍ

ҙ ҙ ̆

ӥ ᶛҌᵞԍ 75%̆ғҺ Ԋ׆

ᵬȂ

1. ̔

̂1̃ 3 Ғҙ ҙ ҙ ’ ץ̆ ҙ ∆

ҙ ҍ ҙ ҙ ῏ Ȃ

̂2̃ 3 Ғҙ ҙ ̂ ῀ ѿ ̃

Ҭ ӥ̂ ̃ ’ ץ̆ ҙ

ӥ ᶛ ῏ Ȃ

̂3̃ 3 ҙ Ԋ׆ ᵬ ᶛ ῏ Ȃ

2. ̔

̂1̃ ҈ ҙ ∆ ҙ ’№ Ȃ

̂2̃ ҙ ⅞ ȁ ᶫ ҙ Ⱶ ῏

Ȃ

̂3̃ ꞉ ׆ ȁ ⱴ └ ҍ

῏ Ȃ

ԋ

Ⱶ

38. ᴪ
ҙ ᴪ ̆ ֲ ᵝ

Ȃ

1. ̔

̂1̃ ҙ ῀ 5 Ғҙ ’ № ῏

Ȃ ῀ 5 Ғҙ ⅞ȁ ҍ ’ȁ

ҍᴨ ꜚ ’ȁ Ώ ҍ ᶛ

’ȁ ӟҍ ’ȁ ҍҒҙ ’ȁ

’ Ȃ

̂2̃ ֲ ᵝȁ ȁ ҙ

Ȃ Һ ̆ ῏ Ȃ

̂3̃ҒҙⱲ ȁ ≠ ῏ ᴪ ҒҙⱲ ᴇ

῏ Ȃ

2. ̔

̂1̃ ҙ ȁ ҙ ῏ ץ̆

№ ȁ ȁ Ȃ

̂2̃ 4 ҙ ᴪ ’ № Ȃ

̂3̃ 3

Ғҙֲ Ῑ ȁ ҍ └ ḱ

’Ȃ

ԋ

Ⱶ

Ⱳ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

教师〔201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部属师范大学：

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构

建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教育部研

究制定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

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合格教师专业

素质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引

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

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开展教师教育的院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要把贯彻落实《专业

标准》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举措，认真制订工

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各地、各校要采取宣讲、讨论、座谈、培训等多种形式，

组织开展《专业标准》专题学习活动。充分利用报刊、电视、

网络等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专业标准》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

容，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教师专业特性的认识。通过学习宣传，



帮助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师范生准确理解《专业标准》

的基本理念，全面把握《专业标准》的内容要求，切实增强专

业发展的自觉性，把《专业标准》作为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提

升专业发展水平的行为准则。

各地、各校要紧密结合实际，抓紧制订贯彻落实《专业标

准》的具体措施。要依据《专业标准》调整教师培养方案，编

写教育教学类课程教材，作为教师教育类课程的重要内容。将

《专业标准》作为“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等各级培训的

重要内容，依据《专业标准》制定教师培训课程指南。将《专

业标准》作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考核的重要依据，进一步细

化考核的内容和指标。教育部将组织编写《专业标准》解读，

组织有关专家赴部分师范院校进行宣讲，并结合教师资格考试

改革试点工作，适时修改完善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考试大纲。

各地、各部属师范大学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专业标准》

情况要及时报送教育部。

附件：1.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doc

2.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doc

3.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二年二月十日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9/13/20120913155511581.doc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9/13/20120913155527401.doc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9/13/20120913155540924.doc


附件 3：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为促进中学教师专业发展，建设高素质中学教师队伍，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特制定《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准》）。

中学教师是履行中学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

经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合格中学教师的基本

专业要求，是中学教师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引领

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中学教师培养、准入、培训、

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一、基本理念

（一）师德为先

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履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关爱中学生，尊

重中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中学生，

做中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学生为本

尊重中学生权益，以中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学

生的主动性；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提供

适合的教育，促进中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全面

而有个性地发展。



（三）能力为重

把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机结合，突出教书育

人实践能力；研究中学生，遵循中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育教

学专业化水平；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不断提高

专业能力。

（四）终身学习

学习先进中学教育理论，了解国内外中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经验和做法；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养；具有终身学习

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做终身学习的典范。

二、基本内容

维度 领域 基本要求

（一）职业

理解与认

识

1.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

规。

2.理解中学教育工作的意义，热爱中学教育事业，

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3.认同中学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

发展。

4.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为人师表。

5.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开展协作与交流。

（二）对学

生的态度

与行为

6.关爱中学生，重视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护中

学生生命安全。

7.尊重中学生独立人格，维护中学生合法权益，平

等对待每一位中学生。不讽刺、挖苦、歧视中学生，

不体罚或变相体罚中学生。

8.尊重个体差异，主动了解和满足中学生的不同需

要。

9.信任中学生，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学生的自主

发展。



专

业

理

念

与

师

德

（三）教育

教学的态

度与行为

10.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将中学生的

知识学习、能力发展与品德养成相结合，重视中学

生的全面发展。

11.尊重教育规律和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一

位中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12.激发中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中学生学

习兴趣和爱好，营造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氛围。

13.引导中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培养良好的

思维习惯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14.尊重和发挥好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教育引导

作用。

（四）个人

修养与行

为

15.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

16.乐观向上、热情开朗、有亲和力。

17.善于自我调节情绪，保持平和心态。

18.勤于学习，不断进取。

19.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

专

业

知

识

（五）教育

知识

20.掌握中学教育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

21.掌握班级、共青团、少先队建设与管理的原则

与方法。

22.掌握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中学

生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点。

23.了解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过

程及其教育方法。

24.了解中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发

展的过程与特点。

25.了解中学生群体文化特点与行为方式。

（六）学科

知识

26.理解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基本思想与方法。

27.掌握所教学科内容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与技

能。

28.了解所教学科与其它学科的联系。

29.了解所教学科与社会实践及共青团、少先队活

动的联系。

（七）学科
30.掌握所教学科课程标准。

31.掌握所教学科课程资源开发与校本课程开发的



教学知识 主要方法与策略。

32.了解中学生在学习具体学科内容时的认知特

点。

33.掌握针对具体学科内容进行教学和研究性学习

的方法与策略。

（八）通识

性知识

34.具有相应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35.了解中国教育基本情况。

36.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

37.具有适应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

信息技术知识。

专

业

能

力

（九）教学

设计

38.科学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39.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和方法设计教学过程。

40.引导和帮助中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十）教学

实施

41.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激发与保护中学

生的学习兴趣。

42.通过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种

方式，有效实施教学。

43.有效调控教学过程，合理处理课堂偶发事件。

44.引发中学生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究，发展学生创

新能力。

45.发挥好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生活、集体活动、

信息传播等教育功能。

46.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整合应用到教学中。

（十一）班

级管理与

教育活动

47.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帮助中学生建立良好的

同伴关系。

48.注重结合学科教学进行育人活动。

49.根据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特

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德育活动。

50.针对中学生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有针

对性地组织开展有益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活动。

51.指导学生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发展。

52.有效管理和开展班级、共青团、少先队活动。

53.妥善应对突发事件。



（十二）教

育教学评

价

54.利用评价工具，掌握多元评价方法，多视角、

全过程评价学生发展。

55.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

56.自我评价教育教学效果，及时调整和改进教育

教学工作。

（十三）沟

通与合作

57.了解中学生，平等地与中学生进行沟通交流。

58.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发展。

59.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合作，共同促进中学生发

展。

60．协助中学与社区建立合作互助的良好关系。

（十四）反

思与发展

61.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不断进行反思，改进

教育教学工作。

62.针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

探索和研究。

63.制定专业发展规划，积极参加专业培训，不断

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三、实施建议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专业标准》作为中学教师

队伍建设的基本依据。根据中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充分发

挥《专业标准》引领和导向作用，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建立教

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中学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制定

中学教师准入标准，严把中学教师入口关；制定中学教师聘任

（聘用）、考核、退出等管理制度，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形成科

学有效的中学教师队伍管理和督导机制。

（二）开展中学教师教育的院校要将《专业标准》作为中

学教师培养培训的主要依据。重视中学教师职业特点，加强中

学教育学科和专业建设。完善中学教师培养培训方案，科学设

置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式；重视中学教师职业道德

教育，重视社会实践和教育实习；加强从事中学教师教育的师



资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制度。

（三）中学要将《专业标准》作为教师管理的重要依据。

制定中学教师专业发展规划，注重教师职业理想与职业道德教

育，增强教师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开展校本研修，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完善教师岗位职责和考核评价制度，健全中学教

师绩效管理机制。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参照执行。

（四）中学教师要将《专业标准》作为自身专业发展的基

本依据。制定自我专业发展规划，爱岗敬业，增强专业发展自

觉性；大胆开展教育教学实践，不断创新；积极进行自我评价，

主动参加教师培训和自主研修，逐步提升专业发展水平。



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
改革的意见
教师〔201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部属师范大学：

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全面提

高教师培养质量，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现就推进教

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实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提出

如下意见。

一、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教师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

关键环节。要围绕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的目标，坚持

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实施《教师教育课

程标准（试行）》，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强化实践环节，加强

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着力培养师范生的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优化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以“三个面向”为指导，

构建体现先进教育思想、开放兼容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适

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遵循教师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师范教

育类专业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学

科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教育实践课程不少于一个学

期。按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学习领域、建议

模块和学分要求，制订有针对性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师



教育课程方案，保证新入职教师基本适应基础教育新课程的

需要。

三、改革课程教学内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

融入课程教材中，精选对培养优秀教师有重要价值的课程内

容，将学科前沿知识、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最新成果充实到

教学内容中，特别应及时吸收儿童研究、学习科学、心理科

学、信息技术的新成果。要将优秀中小学教学案例作为教师

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加强信息技术课程建设，提升师范生

信息素养和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的能力。

四、开发优质课程资源。实施“教师教育国家精品课程

建设计划”，通过科研立项、遴选评优和海外引进等途径，

构建丰富多彩、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库。大

力推广和使用“国家精品课程”，共享优质课程资源。

五、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学改革作为教师教育课

程改革的核心环节，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落实到师范生

培养过程中，全面提高新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在学科教

学中，要注重培养师范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学科思想的感

悟。充分利用模拟课堂、现场教学、情境教学、案例分析等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增强师范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着力提高师范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以

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和应用，将现代教育技

术渗透、运用到教学中。

六、强化教育实践环节。加强师范生职业基本技能训练，

加强教育见习，提供更多观摩名师讲课的机会。师范生到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育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支持建立一批教师

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长期稳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

实习基地。高校和中小学要选派工作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

教师担任师范生实习指导教师。大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深

入农村中小学，引导和教育师范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积极开展师范生实习支教和置换培训，服务农村教

育。

七、加强教师养成教育。注重未来教师气质的培养，营

造良好教育文化氛围，激发师范生的教育实践兴趣，树立长

期从教、终身从教信念。邀请优秀中小学校长、教师对师范

生言传身教，感受名师人生追求和教师职业精神。开展丰富

多彩师范生素质培养和竞赛活动，重视塑造未来教师人格魅

力。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列为教师教育必修课程。

八、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和激励

高水平教师承担教育类课程教学任务。支持高校教师积极开

展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试验，担任教育类课程的教师要有中

小学教育服务工作经历。聘任中小学和幼儿园名师为兼职教

师，占教育类课程教学教师人数不少于 20%。形成高校与中

小学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的机制，实行双导师制。

九、建立课程管理和质量评估制度。开展师范教育类专

业评估，确保教师培养质量。将师范生培养质量情况作为衡

量有关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要将师范生培养情况纳入

高等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年度统计和公布制度。加强教师



教育课程和教材管理。

十、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统

筹规划、协调指导、积极支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工作。高校

把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实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

行）》列入学校发展整体计划，集中精力，精心组织，抓紧

抓好。要建立和完善强有力的师范生培养教学管理组织体

系。加大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确保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工

作所需的各项经费。

附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一年十月八日



附件：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

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化教师教育改革，规范和引导教师

教育课程与教学，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特制定《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

教师教育课程广义上包括教师教育机构为培养和培训幼儿

园、小学和中学教师所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和教

育类课程。本课程标准专指教育类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体现国家对教师教育机构设置教师教育

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方案、开发教材与课程资

源、开展教学与评价，以及认定教师资格的重要依据。

一、基本理念

（一）育人为本

教师是幼儿、中小学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在研究和帮助学生

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教师教育课程应反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吸收研究新成果，体现社会进步对幼儿、中小学学

生发展的新要求。教师教育课程应引导未来教师树立正确的儿童

观、学生观、教师观与教育观，掌握必备的教育知识与能力，参

与教育实践，丰富专业体验；引导未来教师因材施教，关心和帮

助每个幼儿、中小学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 课程目标

目标

领域
目标 基本要求

1

教

育

信

念

与

责

任

1.1 具有正

确 的 儿 童

观 和 相 应

的行为

1.1.1 理解幼儿阶段在人生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认识健

康愉快的幼儿园生活对幼儿发展的意义。

1.1.2 尊重和维护幼儿的人格和权利，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自

信心。

1.1.3 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相信幼儿具有发展的潜力，乐于

为幼儿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1.2 具有正

确 的 教 师

观 和 相 应

的行为

1.2.1 理解教师是幼儿学习的引导者和支持者，相信教师工作

的意义在于帮助幼儿健康成长。

1.2.2 了解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特点和专业要求，自觉提高自身

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形成终身学习的意愿。

1.2.3 了解教师的权利和责任，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1.3 具有正

确 的 教 育

观 和 相 应

的行为

1.3.1 理解教育对幼儿成长、教师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意义，相信教育充满了创造的乐趣，愿意从事幼儿教育事业。

1.3.2 了解幼儿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认同素质教育

理念，理解并参与教育改革。

1.3.3 形成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对与幼儿教育相关的现象进行

专业思考与判断。



2

教

育

知

识

与

能

力

2.1 具有理

解 幼 儿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2.1.1 了解儿童发展的主要理论和儿童研究的最新成果。

2.1.2 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熟悉幼儿年

龄阶段特征和个体发展的差异性。

2.1.3 了解幼儿认知发展、学习方式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熟悉

幼儿建构知识、获得技能的过程。

2.1.4 了解幼儿情感、社会性发展的特点，熟悉幼儿品德和行

为习惯形成的过程和规律。

2.1.5 掌握观察、谈话、倾听、作品分析等基本方法，理解幼

儿发展的需要。

2.1.6 了解幼儿期常见疾病、发展障碍、学习障碍的基础知识

和应对方法。

2.1.7 了解我国教育的政策法规，熟悉关于儿童权利的内容以

及维护儿童合法权益的途径。

2.2 具有教

育 幼 儿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2.2.1 了解我国幼儿园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熟悉健康、语言、

社会、科学、艺术等各领域的教育目标，学会以此指导自己

的学习和实践。

2.2.2 了解幼儿教育的基本原理，理解整合各领域的内容、综

合地实施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学会设计和实施幼儿教育活动。

2.2.3 了解幼儿的生活经验，学会利用实践机会，积累引导幼

儿在游戏等活动中建构知识、发展创造力的经验。

2.2.4 掌握照顾幼儿健康地、安全地生活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2.2.5 了解教育评价的理论与技术，学会通过评价改进活动与

促进幼儿发展。

2.2.6 了解与家庭、社区沟通的重要性，学会利用和开发周围

的资源，创设有利于幼儿发展的环境。

2.2.7 掌握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学会处理幼儿常见

行为问题。

2.2.8 了解 0-3 岁保育教育的有关知识和婴儿保育教育的一

般方法。

2.2.9 了解小学教育的有关知识和幼小衔接的一般方法。



2.3 具有发

展 自 我 的

知 识 与 能

力

2.3.1 了解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明确自身专业发展的重

点。

2.3.2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与途径，熟悉教师专业发展规

划的一般方法，学会理解与分享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

2.3.3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学会利用以课程学习为

主的各种机会，积累发展经验。

3

教

育

实

践

与

体

验

3.1 具有观

摩 教 育 实

践 的 经 历

与体验

3.1.1 结合相关课程学习，观摩幼儿的生活和教育活动的组织

与指导，了解幼儿园教育的规范与过程，感受不同的教育风

格。

3.1.2 深入幼儿园和班级，参与幼儿活动，获得与幼儿直接交

往的体验。

3.1.3 了解幼儿园保教工作的特点和幼儿园各部门工作的职

责和要求，感受幼儿教育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3.2 具有参

与 教 育 实

践 的 经 历

与体验

3.2.1 了解实习班级幼儿的实际情况，在指导下设计教育活动

方案，组织一日活动，获得对教育过程的真实感受。

3.2.2 参与各种教研活动，获得与幼儿园教师直接对话或交

流的机会。

3.2.3 与家庭和社区合作，提高沟通能力，获得共同促进幼儿

发展的实践经历与体验。

3.2.4 参与不同类型的幼教机构活动和幼儿教育实践活动。

3.3 具 有

研 究 教 育

实 践 的 经

历与体验

3.3.1 在日常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所学所思所想，形成问题

意识和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3.3.2 了解研究教育实践的一般方法，经历和体验制订计划、

开展活动、完成报告、分享结果的过程。

3.3.3 参与各种类型的科研活动，获得科学地研究幼儿的经历

与体验。



2．课程设置

学习领域 建议模块

学分要求

三年制

专科

五年制

专科

四年制

本科

1．儿童发展与

学习

2．幼儿教育基

础

3．幼儿活动与

指导

4．幼儿园与家

庭、社会

5．职业道德与

专业发展

儿童发展；幼儿认知与学习；特殊儿

童发展与学习等。

教育发展史略；教育哲学；课程与教

学理论；学前教育原理等。

幼儿游戏与指导；教育活动的设计与

实施；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幼

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社会教

育与活动指导；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

指导；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0-3

岁婴儿的保育与教育；幼儿园教育环

境创设；幼儿园教育评价；教育诊断

与幼儿心理健康指导等。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幼儿园班级管

理；家庭与社区教育；教育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幼儿教育政策法规等。

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研究方法；师幼

互动方法与实践；教师专业发展；教

师语言技能；音乐技能；舞蹈技能；

美术技能；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等。

最 低 必

修学分

40 学分

最 低 必

修学分

50 学分

最 低 必

修学分

44 学分

6．教育实践 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 18 周 18 周 18 周

教师教育课程最低总学分数（含选修课程）
60 学 分

+18 周

72 学分

+18 周

64 学 分

+18 周

说明：

（1）1学分相当于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程学习 18 课时，并经考核合格。

（2）学习领域是每个学习者都必修的；建议模块供教师教育机构或学习者选择或组合，

可以是必修也可以是选修；每个学习领域或模块的学分数由教师教育机构按相关规定自

主确定。



（二）小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与课程设置

小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要引导未来教师理解小学生成长的

特点与差异，学会创设富有支持性和挑战性的学习环境，满足他

们的表现欲和求知欲；理解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现场资源的重要

意义，学会设计和组织适宜的活动，指导和帮助他们自主、合作

与探究学习，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理解交往对小学生发展的价

值和独特性，学会组织各种集体和伙伴活动，让他们在有意义的

学校生活中快乐成长。

1．课程目标

目标

领 域
目标 基本要求

1

教

育

信

念

与

责

任

1.1 具 有 正

确的学生观

和相应的行

为

1.1.1 理解小学阶段在人生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认识

生动活泼的小学生活对小学生发展的意义。

1.1.2 尊重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自信心。

1.1.3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相信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力，乐

于为学生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1.2 具 有 正

确的教师观

和相应的行

为

1.2.1 理解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相信教师工作的意义在

于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快乐成长。

1.2.2 了解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和专业要求，自觉提高自身的

科学和人文素养，形成终身学习的意愿。

1.2.3 了解教师的权利和责任，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1.3 具 有 正

确的教育观

和相应的行

为

1.3.1 理解教育对学生成长、教师专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意义，相信教育充满了创造的乐趣，愿意从事小学教育事业。

1.3.2 了解学校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认同素质教育

理念，理解并参与教育改革。



1.3.3 形成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对与学校教育相关的现象进行

专业思考与判断。

2

教

育

知

识

与

能

力

2.1 具 有 理

解学生的知

识与能力

2.1.1 了解儿童发展的主要理论和儿童研究的最新成果。

2.1.2 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熟悉小学生

年龄特征和个体发展的差异性。

2.1.3 了解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学习方式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熟悉小学生建构知识、获得技能的过程。

2.1.4 了解小学生品德和行为习惯形成的过程，了解小学生的

交往特点，理解同伴交往对小学生发展的影响。

2.1.5 掌握观察、谈话、倾听、作品分析等方法，理解小学生

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2.1.6 了解我国教育的政策法规，熟悉关于儿童权利的内容以

及维护儿童合法权益的途径。

2.2 具 有 教

育学生的知

识与能力

2.2.1 了解小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熟悉至少两门学科的课程

标准，学会依据课程标准制定教学目标或活动目标。

2.2.2 熟悉至少两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学会联系小学

生的生活经验组织教学活动，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对小学生有

意义的学习活动。

2.2.3 了解学科整合在小学教育中的价值，了解与小学生学

习内容相关的各种课程资源，学会设计综合性主题活动，创

造跨学科的学习机会。

2.2.4 了解课堂组织与管理的知识，学会创设支持性与挑战

性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5 了解课堂评价的理论与技术，学会通过评价改进教学

与促进学生学习。

2.2.6 了解课程开发的知识，学会开发校本课程，设计、实

施和指导简单的课外、校外活动。

2.2.7 了解班队管理的基本方法，学会引导小学生进行自我

管理和形成集体观念。



2.2.8 了解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学会诊断和解

决小学生常见学习问题和行为问题。

2.2.9 掌握教师所必需的语言技能、沟通与合作技能、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的技能。

2.3 具 有 发

展自我的知

识与能力

2.3.1 了解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明确自身专业发展的重

点。

2.3.2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与途径，熟悉教师专业发展规

划的一般方法，学会理解与分享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

2.3.3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学会利用以课程学习为

主的各种机会积累发展经验。

3

教

育

实

践

与

体

验

3.1 具 有 观

摩教育实践

的经历与体

验

3.1.1 结合相关课程学习，观摩小学课堂教学，了解课堂教学

的规范与过程。

3.1.2 深入班级，了解小学生群体活动的状况以及小学班级

管理、班队活动的内容和要求，获得与小学生直接交往的体

验。

3.1.3 密切联系小学，了解小学的教育与管理实践，获得对小

学工作内容和运作过程的感性认识。

3.2 具 有 参

与教育实践

的经历与体

验

3.2.1 在有指导的情况下，根据小学生的特点和教学目标设计

与实施教学方案，经历 1-2 门课程的教学活动。

3.2.2 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参与指导学习、管理班级和组织班

队活动，获得与家庭、社区联系的经历。

3.2.3 参与各种教研活动，获得与其他教师直接对话或交流的

机会。

3.3 具 有 研

究教育实践

的经历与体

验

3.3.1 在日常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所学所思所想，形成问

题意识和一定的解决问题能力。

3.3.2 了解研究教育实践的一般方法，经历和体验制订计划、

开展活动、完成报告、分享结果的过程。

3.3.3 参与各种类型的科研活动，获得科学地研究学生的经历

与体验。



2．课程设置

学习领域 建议模块

学分要求

三年制

专科

五年制

专科

四年制

本科

1．儿童发展与学

习

2．小学教育基础

3．小学学科教育

与活动指导

4．心理健康与道

德教育

5．职业道德与专

业发展

儿童发展；小学生认知与学习等。

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

学校教育发展；班级管理；学校组织与

管理；教育政策法规等。

小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小学学

科教学设计；小学跨学科教育；小学综

合实践活动等。

小学生心理辅导；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

德教育等。

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研究方法；教师专

业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师语言；

书写技能等。

最低必

修学分

20 学分

最低必

修学分

26 学分

最低必

修学分

24 学分

6．教育实践 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18 周 18 周 18 周

教师教育课程最低总学分数（含选修课程）
28 学分

+18 周

35 学分

+18 周

32 学分

+18 周

说明：

（1）1学分相当于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程学习 18 课时，并经考核合格。

（2）学习领域是每个学习者都必修的；建议模块供教师教育机构或学习者选择或组合，可

以是必修也可以是选修；每个学习领域或模块的学分数由教师教育机构按相关规定自主确

定。



（三）中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与课程设置

中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要引导未来教师理解青春期的特点

及其对中学生生活的影响，学习指导他们安全度过青春期；理解

中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方式，学会创建学习环境，鼓励独立思

考，指导他们用多种方式探究学科知识；理解中学生的人格与文

化特点，学会尊重他们的自我意识，指导他们规划自己的人生，

在多样化的活动中发展社会实践能力。

1．课程目标

目标

领域
目标 基本要求

1

教

育

信

念

与

责

任

1.1 具有正

确 的 学 生

观 和 相 应

的行为

1.1.1 理解中学阶段在人生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认识

积极主动的中学生活对中学生发展的意义。

1.1.2 尊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保护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独立性与选择性。

1.1.3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相信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力，乐

于为学生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1.2 具有正

确 的 教 师

观 和 相 应

的行为

1.2.1 理解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相信教师工作的意义

在于创造条件帮助学生自主发展。

1.2.2 了解中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和专业要求，自觉提高自身

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形成终身学习的意愿。

1.2.3 了解教师的权利与责任，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1.3 具有正

确 的 教 育

观 和 相 应

的行为

1.3.1 理解教育对学生成长、教师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意义，相信教育充满了创造的乐趣，愿意从事中学教育

事业。

1.3.2 了解人类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认同素质教

育理念，理解并参与教育改革。

1.3.3 形成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对与学校教育相关的现象进

行专业思考与判断。

2

教

育

知

识

与

能

力

2.1 具有理

解 学 生 的

知 识 与 技

能

2.1.1 了解儿童发展的主要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

2.1.2 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熟悉中学

生年龄特征和个体发展的差异性。

2.1.3 了解中学生的认知发展、学习方式的特点及影响因

素，熟悉中学生建构知识和获得技能的过程。

2.1.4 了解中学生品德和行为习惯形成的过程，了解中学生

交往的特点，理解同伴交往对中学生发展的影响。

2.1.5 掌握观察、谈话、倾听、作品分析等方法，理解中学

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2.1.6 了解我国教育的政策法规，熟悉关于儿童权利的内容

以及维护儿童合法权益的途径。

2.2 具有教

育 学 生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2.2.1 了解中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熟悉任教学科的课程标

准，学会依据课程标准制定教学目标或活动目标。

2.2.2 熟悉任教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学会联系并运用中

学生生活经验和相关课程资源，设计教育活动，创设促进

中学生学习的课堂环境。

2.2.3 了解课堂评价的理论与技术，学会通过评价改进教学

与促进学生学习。

2.2.4 了解活动课程开发的知识，学会开发校本课程，设计

与指导课外、校外活动。

2.2.5 了解班级管理的基本方法，学会引导中学生进行自我





2．课程设置

学习领域 建议模块

学分要求

三年制

专科

四年制

本科

1．儿童发展与学习

2．中学教育基础

3．中学学科教育与活

动指导

4．心理健康与道德教

育

5．职业道德与专业发

展

儿童发展；中学生认知与学习等。

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

教学；学校教育发展；班级管理等。

中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

学学科教学设计；中学综合实践活

动等。

中学生心理辅导；中学生品德发展

与道德教育等。

教师职业道德；教师专业发展；教

育研究方法；教师语言；现代教育

技术应用等。

最低必修

学分

8

学分

最低必修

学分

10

学分

6．教育实践 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18 周 18 周

教师教育课程最低总学分数（含选修课程） 12 学分

+18 周

14 学分

+18 周

说明：

（1）1学分相当于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程学习 18 课时，并经考核合格。

（2）学习领域是每个学习者都必修的；建议模块供教师教育机构或学习者选择或

组合，可以是必修也可以是选修；每个学习领域或模块的学分数由教师教育机构按

相关规定自主确定。



（四）在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框架建议

在职教师教育课程分为学历教育课程与非学历教育课程。学

历教育课程方案的制定要以本标准为依据，考虑教师教育机构自

身的培养目标、学习者的性质和特点，并参照在职教师教育课程

设置框架；非学历教育课程方案的制定要针对教师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特殊需求，参照在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框架，提供灵活多样、

新颖实用、针对性强的课程，确保教师持续而有效的专业学习。

在职教师教育课程要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充分

利用教师自身的经验与优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职前教师教育的

课程目标，引导教师加深专业理解、解决实际问题、提升自身经

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功能

指向
主题/模块举例

加深专业

理解

当代教育思潮、教师专业伦理、学科教育新进展、儿童研究新进

展、学习科学新进展等；也可以选择哲学、人文、科技等研究领

域的一些相关专题。

解决实际

问题

学科教学专题研究、特殊儿童教育、青少年发展问题研究、学校

课程领导、校（园）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设计与指导、档

案袋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定、教学诊断、课堂评价、课堂观察、

学业成就评价、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校（园）本教学研究制

度建设等。

提升自身

经验

教师专业发展专题研究、教育经验研究、反思性教学、教育行动

研究、教育案例研究、教育叙事等。



三、实施建议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加强对教师教育课程的领导和管理，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

保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实施工

作。依据课程标准，加强教师教育质量的评估和监管，确保中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培养质量。

（二）教师教育机构要依据课程标准，制定幼儿园、小学、

中学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科学安排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

和教师教育课程的结构比例。根据学习领域、建议模块以及学分

要求，确立相应的课程结构，提出课程实施办法，制定配套的保

障措施。建立课程自我评估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不

断完善课程方案。

强化教育实践环节，完善教育实践课程管理，确保教育实践

课程的时间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改革，创新教师培养模式，探

索建立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合作培养师范生的新机制。

（三）教师教育机构要研究在职教师学习的特殊性，提供有

针对性的在职教师教育课程，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发展需求。在职

教师教育课程要反映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联系教育实际，尊

重和吸纳学习者自身的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在职教师

教育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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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字素养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规定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

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训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教师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

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

3.2

数字技术资源 digital technology resources

在教育教学中使用的通用软件、学科软件、数字教育资源、智慧教育平台、智能分析评价工具、智

能教室等数字教育产品的统称。

4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包括5个一级维度、13个二级维度和33个三级维度，见图 1。一级维度包括：数

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以及专业发展。每个一级维度由若干二

级维度组成，每个二级维度由若干三级维度组成。

第5章到第9章分别规定了各个一级维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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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5 数字化意识

5.1 概述

客观存在的数字化相关活动在教师头脑中的能动反映，包括数字化认识，数字化意愿，以及数字化

意志。

5.2 数字化认识

教师对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中价值的理解，以及在教育教学中可能产生新问题的认识，

包括理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中的价值，以及认识数字技术发展对教育教学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

5.3 数字化意愿

教师对数字技术资源及其应用于教育教学的态度，包括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意愿，以及

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探索、创新的能动性。

5.4 数字化意志

教师在面对教育数字化问题时，具有积极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信念，包括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的信心与决心。

5.5 维度

数字化意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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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化意识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化意

识

数字化认识

理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

育发展中的价值

了解数字技术引发国际数字经济竞争发展；理解数字技术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认识数字技术发展对教育教学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认识到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教育创新发展；意识到数字技术

资源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会产生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

学方法方面的创新要求，以及可能出现伦理道德方面的问

题

数字化意愿

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

的意愿

主动了解数字技术资源的功能作用，有在教育教学中使用

的愿望；理解合理使用数字技术资源能够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

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探索、

创新的能动性

具有实施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主动性，愿意开展教

育教学创新实践

数字化意志
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遇到的

困难和挑战的信心与决心

能够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面临的数字技术资源使用、教

学方法创新方面的困难与挑战，坚信并持续开展数字化教

育教学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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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数字化教学实施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实施教学的能力，包括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教学活动组织与管理，优化教

学流程，以及开展个别化指导。

7.4 数字化学业评价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生学业评价的能力，包括选择和运用评价数据采集工具，应用数据分

析模型进行学业数据分析，以及实现学业数据可视化与解释。

7.5 数字化协同育人

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能力，包括学生数字素养培养，利用数字技术

资源开展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校协同共育。

7.6 维度

数字化应用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3。

表 3 数字化应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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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遵守的与数字化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规范，包括依法规范上网，合理使用数字产

品和服务，以及维护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8.3 数字安全保护

教师在数字化活动中应具备的数据安全保护和网络安全防护的能力，包括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维

护工作数据安全，以及注重网络安全防护。

8.4 维度

数字社会责任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4。

表 4 数字社会责任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社会

责任

法治道德规范

依法规范上网 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自觉规范各项上网行为

合理使用数字产品和服务
遵循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的原则使用

数字产品和服务，尊重知识产权，注重学生身心健康

维护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遵守网络传播秩序，利用网络传播正能量

数字安全保护

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 做好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管理与保护

维护工作数据安全
在工作中对学生、家长及其他人的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使

用、传播时注重数据安全维护

注重网络安全防护
辨别、防范、处置网络风险行为。例如：辨别、防范、处置

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信诈骗、信息窃取行为

9 专业发展

9.1 概述

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促进自身及共同体专业发展的能力，包括数字化学习与研修，以及数字化教

学研究与创新。

9.2 数字化学习与研修

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资源进行教育教学知识技能学习与分享，教学实践反思与改进的能力，包括利用

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反思与改进，以及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

9.3 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

教师围绕数字化教学相关问题开展教学研究，以及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实现教学创新的能力，包括开

展数字化教学研究，以及创新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

9.4 维度

专业发展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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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专业发展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专业发展

数字化学习与研

修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

根据个人发展需要，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习。例如：

利用数字教育资源进行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

教育教学管理知识的学习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反思与

改进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对个人教学实践进行分析，支持教学反

思与改进

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
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共同体，共同学习、分享经验、寻求

帮助、解决问题

数字化教学研究

与创新

开展数字化教学研究
针对数字化教学问题，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教学研究活

动

创新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活动、转

变学生学习方式



教师〔2018〕16 号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

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高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扎实推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我部研究制定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

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以下统称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准则是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规范。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

质的第一标准。长期以来，广大教师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改革创新、服务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国家高度肯定，

学生、家长和社会普遍尊重。但是，也有个别教师放松自我要求，不能

认真履职尽责，甚至出现严重违反师德行为，损害教师队伍整体形象。

制定教师职业行为准则，明确新时代教师职业规范，针对主要问题、突

出问题划定基本底线，是对广大教师的警示提醒和严管厚爱，是深化师



德师风建设，造就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的关键之举。

二、立即部署扎实开展准则的学习贯彻。各地各校要立即行动，结

合落实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开展准则的学习贯彻。要结合本地区、

本学校实际进行细化，制定具体化的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失范行为

处理办法，提高针对性、操作性。要做好宣传解读，坚持全覆盖、无死

角，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广大教师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做到人人应知应

做、必知必做，真正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时刻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自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楷模，

维护教师职业形象，提振师道尊严。

三、把准则要求落实到教师管理具体工作中。要把好教师入口关，

在教师招聘、引进时组织开展准则的宣讲，确保每位新入职教师知准则、

守底线。要将准则要求体现在教师聘用、聘任合同中，明确有关责任。

要强化考核，在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聘、推优评先、表彰奖励等工作

中必须进行师德考核，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改进师德考核方式

方法，避免形式化、随意化。完善师德考核指标体系，提高科学性、实

效性。

四、以有力措施坚决查处师德违规行为。各地各校要按照准则及相

应的处理指导意见、处理办法要求，严格举报受理和违规查处。对于发

生准则中禁止行为的，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依法依规严肃惩处，绝

不姑息。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

要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追回相关奖金，依法依规撤销教师资格、解



除教师职务、清除出教师队伍，同时还要录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其从事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工作。涉嫌违法犯罪的

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要严格落实学校主体责任，建立师德建

设责任追究机制，对师德违规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

诿隐瞒等失职失责问题，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严肃追究责任。

各地贯彻落实准则的情况，请及时报告教育部。教育部将适时对落

实情况进行督查。

教育部

2018 年 11 月 8 日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育部 2018 年 11 月 8 日印发）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长期以来，广大

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

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对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进一步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规

范职业行为，明确师德底线，引导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制定以下准则。

一、坚定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得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自觉爱国守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宪法原则，遵守法

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

三、传播优秀文化。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不得通过课堂、论坛、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

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良信息。

四、潜心教书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不得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或擅

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



五、关心爱护学生。严慈相济，诲人不倦，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

求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不得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无关的事宜。

六、坚持言行雅正。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举止文明，作风正派，

自重自爱；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

骚扰行为。

七、遵守学术规范。严谨治学，力戒浮躁，潜心问道，勇于探索，

坚守学术良知，反对学术不端；不得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或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

八、秉持公平诚信。坚持原则，处事公道，光明磊落，为人正直；

不得在招生、考试、推优、保研、就业及绩效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

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九、坚守廉洁自律。严于律己，清廉从教；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

家长财物，不得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

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

十、积极奉献社会。履行社会责任，贡献聪明才智，树立正确义利

观；不得假公济私，擅自利用学校名义或校名、校徽、专利、场所等资

源谋取个人利益。

（教育部 教师〔2018〕16 号文件，2018 年 11 月 8 日印发）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2018 年 11 月 8 日印发）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长期以来，广大

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

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对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进一步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规

范职业行为，明确师德底线，引导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制定以下准则。

一、坚定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得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自觉爱国守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宪法原则，遵守法

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

三、传播优秀文化。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不得通过课堂、论坛、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

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良信息。

四、潜心教书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不得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或擅

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



五、关心爱护学生。严慈相济，诲人不倦，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

求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不得歧视、侮辱学生，严禁虐待、伤害学生。

六、加强安全防范。增强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教育，保护学生安全，

防范事故风险；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面临危险时，不顾

学生安危，擅离职守，自行逃离。

七、坚持言行雅正。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举止文明，作风正派，

自重自爱；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

骚扰行为。

八、秉持公平诚信。坚持原则，处事公道，光明磊落，为人正直；

不得在招生、考试、推优、保送及绩效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聘、评

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九、坚守廉洁自律。严于律己，清廉从教；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

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不

得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教辅材料、社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

十、规范从教行为。勤勉敬业，乐于奉献，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不

得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

信息。

（教育部 教师〔2018〕16 号文件，2018 年 11 月 8 日印发）



师范类专业认证一线教师主要任务 
 

1 认真学习认证理念，并贯彻落实到教学改革实践中； 

2 积极配合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3 修订基于产出的课程教学大纲；重构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和手段，制定课程考核方案； 

4 积极开展教学实施与教学改革，通过自我评价、同行评价、督

导评价、学生评价的结果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有关人才培养的意

见反馈，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5 做好教学日历、教学设计（教案）、实习报告、课程目标达成评

价及分析报告（试卷及试卷分析）、毕业论文、课堂教学等常规

工作，反映教学改革成效典型案例等教学档案整理工作；（课程

教学实施的原始材料包括：教案和课件；平时学习记录；在线课

程及学生学习过程材料；课程考核、达成度分析报告等） 

6 做好接受专家进校时随机抽调的考查访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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