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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

键。继国家进行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之后，从 2017 年下半年起国家将全

面启动对师范类专业进行专业认证。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 号）要求，规范和引导师范类专

业建设，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师司

函〔2014〕98 号），决定在江苏、广西、河南等省（区）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

试点工作，本次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任务是：从本地教师队伍建设实际出发，

研究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积极稳妥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模式，规范师范

类专业办学，探索建立教师培养质量保障体系。试点内容围绕完善师范类专业

认证标准、研究制定师范类专业认证办法、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模式而展开。 
广西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作为国家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专业，

在迎接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师范类专业认证中，积极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以评

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经验。 
本书以实证为研究视角，梳理总结广西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在师范类

专业认证中的实践探索经验，用教育叙事方式记录师范类专业认证的鲜活案

例，为全国正式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提供参考。 
经检索，目前师范类专业认证方面的专著还是空白，因此此书的出版将

填补师范类专业认证研究的空白。本书全面介绍了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

院小学教育专业的办学成就与特色，是一本具有年鉴性质，反映广西师范学

院初等教育学院的文献资料，借本书的出版，可以把总结出来的“广西经验”

更好地与全国同行交流分享。 
本书的编写凝聚了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人的集体智慧和辛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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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统稿与审定由邹循东、梁宇完成，各章节具体分工是：前言由陈寿强撰

写；第一章由李静编写；第二章由刘冬梅编写；第三章的第一节由梁宇编写，

第二节由陈寿强和罗聿言编写；第四章第一节第一部分“如何说课程”理论

部分由李丹编写，第二部分“说课程案例”分别由张巧文（小学语文教学设

计）、周俊伽（小学数学教学论）、陈陆健（英语语音）、刘冬梅（小学班主任

与少先队工作）、杨帆（小学手工制作）、付克翠（学校体育学）、李丹（教师

口语）、潘登（高等数学）、廖翔（高等数学）、黄寒英（小学教育心理学）、

陈寿强（教育学）、陈夏（音乐基础）、李静（汇总）编写；第四章第二节“课

堂教学观察”理论部分由张巧文编写，案例分别由梁春莲（小学语文教学论）、

周俊伽（小学数学教学论）、李丹（教师口语）、张巧文（小学语文教学设计）、

覃薇（小学生心理健康与辅导）、刘冬梅（小学班主任与少先队工作）、杨帆

（手工制作）、陈寿强（教育学）、付克翠（学校体育学）、陈陆健（英语语音）、

陈夏（音乐基础）编写；第四章第三节由陈夏、潘小红、零西云编写；结语

部分由罗聿言撰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参阅

了国内外专家大量的研究成果，有许多资料未能一一指明出处，在此深表歉

意，且望得到原作者的理解，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稿完成，甚是喜悦。尽管我们在师范类专业试点实践以及编写此书过

程中用尽洪荒之力，但在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还是新生事物，同时由于编

者本身能力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存在着许多不足，欢迎全国教育

界的朋友在阅读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批评，努力克服不足，为

我国的师范专业建设做出新贡献。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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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师范专业认证理论研究 

纵观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高校的专业认证已经成为加强专

业教育建设、保证专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是学校办学

的基础，专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该学校的整体水平。因此，专业认证是

高校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对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指导调

控手段之一。发挥专业认证对高校办学的促进功能，对推动高校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最终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凸显学校办

学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专业认证的理论综述 

“认证”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是对当事人提出的文件审

查属实后给予证明”①。“认证”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和

质量保障文献中应用相当普遍，通常被界定为一种起始于 20 世纪初的具有社

团性质的、自愿性提高质量保障的方法和途径，是学术和专业教育界内部一

种直接的和自我管理性质的活动，主要由非政府性质的院校、专业和特定领

域的专业人员联合会等具体执行，通过认证对达到或超过既定教育质量标准

的高校或专业给予认可，并协助院校和专业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认证是学

校出于自愿的一种质量保证方法，是利用自身调查和同行对其改进过程的外

在观察做出自我判断的方法。②认证乃是对于高校或其所设专业的一种社会公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② Sinisi 博士的主题报告. 学校改进的计划和实施［R］. 中美民办学校认证和发展研讨会，北京师范大

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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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者说，承认高校或专业的工作业绩，证实其教育质量和总体发展均达

到了一定水准，有资格得到教育界及其为之服务的公众的信任。① 

专业，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它最主要的特点，即与普通职业的区

别是是否接受过高等的专门教育。为了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相关专

业的从业者必须经过和接受长期的教育与训练，包括高级水平的普通教育与

训练，以及专门的教育与训练，而且这种训练往往是在大学里进行的。 

因此，专业认证主要由第三方进行，是对高校或其所设专业的一种社会

公证，认证机构或者部门通过资质认定，对达到或者超过相关标准的学校颁

予相关证书或者资质认可，帮助高校或者专业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这种“资

格”认定方式，是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重要方法和途径。我国高

校开展专业认证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尚待丰富，现主要围绕专业

认证的理论研究、高校或专业层面的专业认证和师范专业的专业认证几个方

面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专业认证的相关理论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由王冀生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和王致和的《各国高等教育评估》对高校专业认证领域进行了探究，它们分

别详细介绍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实践，并将专业认证作为其中一个方面进

行介绍，主要是对专业教学的评价和鉴定。 

近年来，与专业认证相关度较高的理论研究如：董秀华②（2008）对世界

范围内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性质与作用予以阐述，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初

步实践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强调了专业认证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张

志英和张志红③、张民选（2010）等④通过案例分析了教育输入方和教育输出

方以及国际性、区域性组织进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做法，并详细介绍了美

国的教育认证体制及具体方法，论述了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制的历史演变，

                                                        
① 李亚东. 美国高等教育的认证机构及其认证标准［A］.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项目组参

考资料，2004. 

② 董秀华. 专业认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方法［J］. 复旦教育论坛，2008（6）. 

③ 张志英，张志红. 对开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估与认证工作的思考［J］. 中国考试，2008（11）. 

④ 张民选，等. 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体系的构建与动作［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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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认证机构的运行机制，教育认证的基本程序、标准和基本特点。朱旭东①

（2010）认为我国未来教师教育发展需要在各个环节建立教师质量建设标准。

招生环节、培养环节是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前提和保障；可以通过教师教育

机构认证标准和教师教育质量评估标准保障认证条件与结果的质量；入职环

节可以保障教师专业持续发展的质量；教师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应有质量保障，

最终要以教师教育标准建立完整的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林晓②（2010）认

为，地区性院校认证是美国独具特色和行之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手段。

她系统地分析了美国中北部协会院校认证标准与程序变革的历史脉络及其背

景因素，提炼并阐释其发展规律和不同历史阶段折射出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展望其未来发展走向，并揭示其对中国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启示。吴小伟、

郑刚③（2013）肯定了我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优化教师

队伍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也认为此项制度的设计在各个环节上都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探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

余小波④（2014）从社会调节这一全新角度，紧扣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和探

索，提出了社会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三大机制：市场引导机制、舆论监督机

制和社会评价机制。他探讨了三大社会调节机制的构成要素、主要特点、运

行过程及功能效应，分析了社会调节机制有效实现的条件、原则及具体策略，

认证机制及其质量调节在社会评价机制的地位作用，并以美国高等教育质量

的社会调节以及国内大学排行为典型案例进行专题研究，为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聚焦专业认证的硕博论文数量也较少，主要有：范爱华⑤（2007）

认为构建适应我国具体情况的专业认证实施策略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全

面把握。宏观上的总体决策要理顺专业认证运行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重视认证结果的使用，增进专业认证的功效。在专业认证实施中还要注重与

国际接轨，推进国际互认；中观上的密切配合需要社会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

                                                        
① 朱旭东. 教师教育标准体系的建立：未来教师教育的方向［J］. 教育研究，2010（6）. 

② 林晓. 美国中北部协会院校认证标准与程序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③ 吴小伟，郑刚. 我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问题与对策研究综述［J］. 当代教育论坛，2103（1）. 

④ 余小波. 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调节机制研究［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⑤ 范爱华. 我国高校专业认证实施策略研究［D］.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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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介入，完善执业资格制度，还要确保专业认证机构的科学性；微观上重

视激励，既要充分发挥高校专业认证的主动性，增强认证的内部动力，又要

采取有效的自我保证机制。董玉娟①（2010）对认证、评估、机制等相关概念

进行了简要界定，并将我国评估与美国认证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构建高等教

育质量认证机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最后探索了构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

机制的诸多路径。张妍②（2012）从专业认证的哲学依据入手，分析了专业认

证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属性，对我国部分高校实施专业认证现状、存在的问题

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从政府、社

会和高校三方面，探讨了完善高校专业认证的途径和方法。 

综上，首先，这些理论研究主要是解读专业认证的理论，对专业认证的

历史进程和发展沿革进行梳理；其次，它们主要强调专业认证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最后，它们对国外专业认证进行介绍和借鉴，对国内专业认证的实施

现状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改进建议等。 

二、高校专业认证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是对高等工程教育的专业认证，国内的专业

认证最早从理工科开始，研究较为成熟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此外，不同类型

的高校和不同专业的认证工作也陆续展开。陈文松③（2011）介绍了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的基本概念以及中、美、德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情况，分析了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高等工程教育的影响，指出了高等学校应以“专业认证”

为契机，对照认证标准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劣势，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

体系、教师队伍、产学研合作、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以促进人

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严玲和闫金芹④（2012）构建了专业认证制度作用机理模型，揭示了专业

认证制度发挥作用的原理，以指导高校的人才培养。她们以国际上工料测量

                                                        
① 董玉娟. 关于构建我国高等教育认证机制的研究［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0. 

② 张妍. 我国高校实施专业认证问题研究［D］. 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2. 

③ 陈文松.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及其对高等工程教育的影响［J］. 高教论坛，2011（7）. 

④ 严玲，闫金芹. 应用型本科专业认证制度及其作用机理研究——以工程管理类专业为例［J］. 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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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为例，选取了英国及亚太地区等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专业认证制度作

用机理的多样本比较分析，最后，将该模型导入我国工程管理类本科专业认

证制度的构建中，为能力标准体系的建立、高校课程的优化及设置以及构建

专业认证制度的组织保障体系提供了合理建议。张振香和张艳①（2013）以护

理学专业为例，提出以专业认证标准为依据，提供教师成长的制度保障，以

专业认证内容为框架，构建探究型教师成长的实践基地，并且以专业认证日

程为节点，落实管理规划。项小羽②（2016）认为师范院校美术学专业的课程

设置与美术教师素质的新标准出现了偏离，因此高校对美术师范生的培养模

式急需改革。此外，他还对当前高校师范美术教育的困境与发展的新形势进

行了分析，以期对高校师范美术教育提供一些建议。 

第二节  国外专业认证动态及启示 

在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评估实践中，评估是一种起始于 20 世纪初的质量

保障和提高的方法和途径，主要由非政府性质的院校、专门职业和特定领域

的专业人员联合会等，通过认证对达到或超过既定的教育质量标准的专门职

业性教学计划进行认可，并协助专门职业性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它最早起源于北美地区，之后被英国及英属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陆续引

进，并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美国是专业评估（认证）制度的发源地，经其认证的专业性教学计划已

经远远超过 2 万个；在英国，有 100 多个专业或管理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

控制专业教育以及培训、监督、指导英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

设置；加拿大有近 20 个全国性的认证机构，如加拿大专业工程师理事会、加

拿大建筑行业证书局、加拿大医学会、加拿大法律协会联合会等。在澳大利

亚，许多领域都设有全国性的专业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对大学的认证活动也

正处于上升阶段；在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框架下，自 1994 年开始

由专门职业理事会在各专业领域组建负责全国性课程认证准则的组织，就专

业评估（认证）的条件、修业年限、课程安排及专业人员的资格证书等方面
                                                        

① 张振香，张艳. 以专业认证为导向构建探究型专业教师队伍［J］. 中国高等教育，2013（11）. 

② 项小羽. 教师资格认证形式转变下对师范院校美术生培养的新思考［J］. 艺术教育，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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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认可进行谈判和磋商，并逐渐在一些专业领域展开；在我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专业评估（认证）目前主要在工程和会计两个领域进行，分别

由对口的专业团体香港工程师协会和香港会计师工会接受政府授权具体负责

执行。 

我国对国外专业认证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以介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为

主，主要是因为其起源是在美国，且在美国的发展相对完善和成熟。秦丽霞①

（2008）对美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探究美国教师资格认

证制度的内容和决策机理，并对在制度实施层面的效应问题进行分析，微观

的案例与宏观的制度分析交织进行。王邦永②（2012）解读了英国儿童工作者

发展委员会颁布的针对 0～5 岁儿童优秀教师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认证标准

指南》（Guidance t o the S tandards for  the A ward of Earl y Years Professional 

Status），该指南针对学前教育专业教师（early years professionals）提出了六

个方面的标准，规定了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在此阶段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对

我国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以及构建相应的专业标准认证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李瑾瑜③（2010）介绍了澳大利亚以“教师专业标准”为基础的教师

教育实践，对我国教师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以下几个领域：建

立和出台我国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建立教师培养的认证评估制度；改革和完

善我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建立国家教师培训的指导性规范。李泽宇和李昱④

（2011）介绍了加拿大中小学教师获取教师资格证书的条件、培训计划、学习

时间、培训内容及获取学分等方面，对改善我国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余天佐、刘少雪和杨聚鹏⑤（2015）通过对美国伍斯特理工学

院应对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的三次认证历程的考察，发现坚持规划在

本科教育中具有统领作用。他们提出，要将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贯穿于专业教

育的全过程，注重项目驱动的课程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外部评估的数据进行

                                                        
① 秦丽霞. 美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及其效应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② 王邦永. 英国早期专业教师认证标准及其启示［J］. 现代教育科学，2012（1）. 

③ 李瑾瑜. 基于“专业标准”的教师教育：澳大利亚的实践与启示［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6）. 

④ 李泽宇，李昱. 加拿大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2011（11）. 

⑤ 余天佐，刘少雪，杨聚鹏. 如何迎接专业认证——对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认证历程的考察［J］. 高

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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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把认证与专业建设和改进有机结合起来。庄丽君①（2016）分析了

印度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特点：国家认证委员会立足印度高校类型多样

化和工程教育不同层次的现实，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和动态提升的

认证程序对本国工程教育进行分级认证，培养国际劳动力市场和本国发展所

需要的优秀工程专业人才。 

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对国外专业认证的介绍，可以为我国高校的专业认证

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师范专业认证与教师准入制度有紧密关系，专业认证

是提升教师准入质量的重要措施。纵观现有的研究状况，关于教师准入制度、

教师资格认证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栋，而聚焦专业认证，尤其是师范专业认证

的研究文献较少，并且这些师范专业认证文献更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缺

乏实践层面的案例和分析。而本书立足于国家重申师范教育重要性的大前提，

根据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认证过程，采用实践研究纪

实方式，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师范专业的专业认证环节和侧重点，为国内师范

院校和师范专业的认证工作提供借鉴。 

                                                        
① 庄丽君. 印度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特点［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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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师范专业认证的政策研究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

键。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 号）要求，规范和引导师范类专

业建设，经研究，教育部决定在江苏、广西、河南等省（区）开展师范类专

业认证试点工作，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颁布了《关于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

工作的通知》。本章主要从专业认证依据、专业认证标准以及现场认证实施办

法等三个方面的相关政策与办法做介绍。 

第一节  专业认证依据 

教师教育关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有着紧密

关系。当前世界各国更加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和创造型

师资队伍已成为全球教师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国务院、教育部、试点省（区）

教育厅都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 

一、国务院颁发系列文件对教师队伍人才培养质量提出要求 

2001 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

中第一次以“教师教育”取代“师范教育”，要求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相

结合，以此促进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形成。2012 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 号），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指

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大力提

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建立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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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六个大的方面提出了 23 条具体的意见。

尤其是在大力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方面，明确指出要“完善教师专业发展标

准体系。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出台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

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标准，作为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

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制定幼儿园园长、普通中小学校长、中等职业学校校长

专业标准和任职资格标准，提高校长（园长）专业化水平。制定师范类专业

认证标准，开展专业认证和评估，规范师范类专业办学，建立教师培养质量

评估制度”。 

为进一步领会和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开展师范类

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具体阐述了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所包括的试

点任务、试点内容、工作要求，并以附件的形式把中学、小学、学前、职业

院校教师培养专业认证标准详细列出。因篇幅有限，在此仅列出通知要求。 

 
江苏、广西、河南省（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单位：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 号）要求，规范和引导师范类专

业建设，经研究，决定在江苏、广西、河南等省（区）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

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试点任务 
从本地教师队伍建设实际出发，研究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积极稳

妥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模式，规范师范类专业办学，探索建立教师培养质量

保障体系。 

二、试点内容 
（一）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根据课题组研制的中学教师培养、中职

教师培养和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4 个专业认证标准（试行），结合本省实际，

进一步完善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二）研究制定师范类专业认证办法。本着兼顾培养过程与培养成效、专

业建设与特色创新、资质鉴定与质量改进相结合的原则，研究制定包括认证

原则、认证依据、认证组织、认证程序、认证工作的监督与仲裁等主要内容

的师范类专业认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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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模式。结合实际在全省、部分地区或部分院校

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模式。原则上认证工作自下而上，学校在自评基础上，

自愿提出认证申请，经专家诊断形成认证报告，重在促进自我评价，推动质

量的持续改进，探索建立教师培养质量的社会评价机制和全方位的教师培养

质量保障体系。 

三、工作要求 
（一）各试点省份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做好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

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指定专门机构，明

确职责，落实专项经费，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二）各试点省份要认真研究制定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实施范围、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等，并尽快启动试点工作。请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前将方案报送我司。 

（三）试点工作原则上应于 2016 年年底前完成。请各试点省定期提交阶

段性成果，并于试点结束后提交试点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建议。 

（四）请课题组与试点省份协同研究完善标准、认证办法等，为总结提炼

相关经验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各省试点工作中遇到问题要及时反馈我司。 

附件：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试行）（略）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4 年 12 月 23 日 

二、广西教育厅关于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 

为了更好地落实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广西教育厅颁发了《关于开

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从认证试点对象、认证标准、认证组织、

认证程序和工作要求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文件中对具体的试点高校

（4 所）和师范类专业（4 个）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各有关高等学校： 

为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优化师范类专业布局，健全师范教育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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