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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代要求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创新型教师队伍。通过对北京

师范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发展战略分析，认为“本硕一体化”、“化学与师范并重”是未来化学教师培养的基本模式。

结合实际情况和教师专业发展，提出关于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新体系构建的一系列设想，包括“四得教师”的学

习目标及其评价标准，以及“4-3-2”新体系建构的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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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代要求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指出了新

时代创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必要性，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以下简

称“计划”）[2]则提供了政策性的指导。 

1  问题的提出 

如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呢？高等学校历来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

重要任务。师范院校作为教师教育的主体，在教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各个重点师范大学

都在纷纷启动新型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改革。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四有”好老师培养计划，推进“本硕一体化卓越教师培养模式”的理论创

新与实践探索，重点推进大学、政府、社会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华东师范大学提出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推进本科跨类招生和教育硕士专业培养，更加精准地选拔乐教、适教的优秀本科生攻读教育硕士，逐

步实现师范生培养层次从本科师范教育向教育硕士培养的整体转型[3]。 

最近，广东省教育厅也出台了《广东“新师范”建设实施方案》，其中提出至 2020年实现高职、本科、

硕士师范生培养系统化，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师范院校和师范类专业，形成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教

师教育广东新模式。然而，关于该模式在高校中如何实施，还有待完善和理顺，故本文就重点高校化学师

范专业教学新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系列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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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新体系的教育实践能力标准 

2.1  目标定位：“四得”教师 

教师专业发展在教育改革策略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改革策略得以实现的前提。教师专业发展，是职前

培养、新任教师培养和在职培训，直至结束教职为止的整个过程[4]。其中，职前培养是教师专业知识快速

增长的阶段，在整个教师专业发展占据重要的地位。教师专业知识影响着教师教育教学的各方面，决定着

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效果，影响着教师自身的成长。 

从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将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四得”教师，从

而造就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的高素质复合型教师。何谓“四得”教师？本文认为，

“四得”教师是指“上得了讲台、发得了文章、搞得了创新、编得了题目”的新时代教师。 

第一，“上得了讲台”指的是具备基本的化学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能够胜任一线教师的化学授课工

作。“上得了讲台”是基础，是教师的基本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综合体现。随着新的化学课程标准的实

施，化学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都将产生深刻的变化，对化学教师的专业技能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例如，美国“新教师教育”强调当代教师教育事业在改革与发展中要坚持研究导向、问题导向、

实践导向、成绩中心导向，建构学科内容与教学法有机融合的教师教育新体系[5]。因此，化学师范专业重

点在于培养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师团队，从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直言不讳地说，目前

师范院校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许多高校仅仅注意到了这个最基本的层次要求。 

第二，“发得了文章”指的是具备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知识，结合中学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化学教

育相关方向，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整理成文章发表的能力。“发得了文章”是对教师教研能力的综合

要求，是教师专业能力的外显，是个性化教学研究能力的体现。有学者研究表明，个性化教研能力在教师

的专业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远高于教师专业知识[6]。高水平师范生的培养，必须注重教研知识的积累。教

研知识指教师进行教研活动所需的各种知识，包括教育科研方法、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7]。达

到一定积累后，强化思维训练，重视深度思考，形成独特观点，整理成章。目前的现状是，师范生没有这

方面的要求，只是一些相关硕士（如教育硕士）的课程设计体系中稍微提到了这个层次的要求，尚需大力

加强。 

第三，“搞得了创新”指的是具备开设第二课堂和指导中学化学奥赛的水平与能力，特别是具有带领

中学生进行创新实验的能力。创新素养作为核心素养的核心成分之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8]。作为学

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他人”，高水平教师扮演着创新“榜样”和“看门人”的角色，其创新素养与创新

教学能力对于学生有重要影响。重点师范院校必须要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化学教师，为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个方面，是目前师范生招生与培养中的重大缺陷之一[9]。只

能是优秀出众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化学专业师范生，才有资格进入未来的化学教师队伍！这一点，必须成

为重点高校化学师范培养中大家急需凝练共识！ 

第四，“编得了题目”指的是除了具备编制简单试题的能力外，还能结合科技前沿的研究，读懂高考

信息题，甚至编制相关的高考信息题，编制相关的中学教科书，成为能够实现化学学科中大学与中学紧密

结合的全才，具有中学化学教学与改革领航者的能力。试题编制是教育测量的重要环节，是一项讲究科学

和规范的工作，是实践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综合性工作[10]。遗憾的是，目前许多中学老师只具有复制题目与

教科书的能力，缺乏这方面的原创能力，而许多师范生更是连如何复制、选择的意识都还比较缺乏。因此，

“编得了题目（教科书）”，是高素质复合型教师的最高要求，也是师范生培养中需要恶补的一个环节。 

总之，以“四得”教师为重点师范院校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符合时代的要求，可以为新时代高素质



 

 

 

 

 

 

第 6期 

 

汪朝阳等：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新体系的构建——兼论新时代化学教育硕士的培养 

 

81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2  基本构想：“四得”教师评价标准框架 

通过上述“四得”教师培养目标的分析，可以对“四得”教师评价标准进行更加详细的设计，提出“四

得”教师评价标准的基本框架，如表 1所示。 

评价标准框架由评价指标和能力水平构成。其中，评价指标是层层递进的，后一指标是前一指标的升

华，最后指标是前三个指标的综合。能力水平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级水平属于本科生水平，二级水平属

于初级教育硕士水平，三级水平属于高级教育硕士水平。 

表 1  “四得”教师评价标准框架 

评价指标 
能力水平 

一级水平 二级水平 三级水平 

上得了讲台 

具备基本的化学学科专业知识 

和教学技能，表达清晰， 

具有条理性 

具备扎实的化学学科专业知识 

  和教学技能，能结合实际情况， 

灵活处理课堂 

具备扎实的化学学科专业 

知识和教学技能，形成自己 

独特的教学风格 

发得了文章 

能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 

结合中学的具体实际情况， 

整理成文章 

能理论结合实践，形成自己独特 

的见解，独立撰文发表 

善于发现问题，理论联系 

实践，提出见解，能在主流 

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 

搞得了创新 
能运用大学化学知识， 

带领学生开展化学第二课堂 

能结合中学化学知识和 

大学化学知识，带领学生开展 

化学创新实验 

化学知识扎实，善于把握 

学科前沿，善于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 

创新素养，可望在奥赛等 

创新大赛中获得佳绩 

编得了题目 具备编制简单试题的能力 

结合科技前沿的研究， 

读懂高考信息题，理解中学教学 

与新科技的结合 

结合科技前沿的研究，编制 

相关的高考信息题和 

 中学教科书（或教参） 

3  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新体系的构建 

“计划”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设立师范类专业，招收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

突出、具有教育情怀的学生，重点培养教育硕士，适度培养教育博士。同时，还指出“根据各地实际，为

义务教育学校培养更多接受过高质量教师教育的素质全面、业务见长的本科层次教师，为普通高中培养更

多专业突出、底蕴深厚的研究生层次教师”[1-2]。 

基于此，结合“四得”教师评价标准和重点高校化学师范院校的实际情况，提出实施学制为“4（化

学专业本科）+ 2-3（教育硕士）”的三导师制新师范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旨在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化学教师队伍，主要有两个学段构成。本科阶段，重点在于化学专业知识和基础教学技

能的培养；教育硕士阶段，重点在于专业研究能力的培养，包括教育实习。 

无论是“意见”还是“计划”，都强调师范生应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突出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情怀[1-2]。

这次中央的明确指示，某种意义上，是对长期以来师范教育中，“化学专业重要还是教师技能重要”争议

的一个直接回答——那就是，扎实的化学专业知识与技能是本，并基于此培养师范生的教育技能。教师职

业是一桶水给学生一瓢水的活，你的桶小了，洒水技巧再高也难以长久地使饥渴的学生得到良好的浇灌。

何况，所有的技能，都需要以知识为载体。因此，在重视化学专业知识基础上再重视教师专业是构建新师

范的核心。 



 

 

 

 

 

 

82 

 

广 州 化 学 

 

第43卷 

 

实际上，一些重点师范院校多年的实践也证明，高起点的入学分数、高要求的培养，是高素质化学教

师培养的关键。以师范大学中的翘楚——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其起点是 985 大学招生，而且学生入学后，

化学专业的基本素养直接向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看齐，严格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正是这种长

期的不懈坚持，使其师范生的就业一直得到中学界的高度认可。今天，深圳等发地区中学提出只录取 985

起点高校的学生为教师，更是直接预示着未来师范生高要求的必然。 

鉴于此，在整个“4（化学专业本科）+ 2-3（教育硕士）”的三导师制新师范培养模式中，需要严格实

行淘汰制[1]，从而保障高水平师范生的质量。在招生时，最好直接设立“6年制卓越师范硕士班”，进行优

生提前录取（至于是否免费培养，依是否愿意服从分配为国家服务至少 6年而相应确定[1-2]，体现权利与义

务对等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培养计划中，淘汰制可以主要分为两轮进行（当然，中间也可实行一定的末

尾淘汰与递补制）。 

第一轮主要为本科阶段课程结束期间。首先，通过问卷测试，选出一批具有教育情怀的学生。然后，

进行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测试，再依据平时成绩，综合挑选出优秀者进行教育硕士阶段的培养（若是

直接以“6年制卓越师范硕士班”进行招生，此阶段的淘汰力度可以适当减小）。此阶段淘汰者，将仅授予

理学学士学位，其可以从事其他相关的化学方向就业，或者继续从事小学科学等涉及化学教育方向的工作；

若是真的持有中学化学教师的梦想，则通过全国研究生考试另外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第二轮主要是研究生阶段课程结束期间，考查形式为文章发表与教育实习情况（若是“6 年制卓越师

范硕士班”，建议只是研究生期间实习一学期，高效实习一次即可）。其中，文章发表情况反映了师范生的

综合素质，是检验其是否具备“四得”的重要客观性标尺——化学专业学术论文的发表，表明师范生化学

专业知识扎实，且具备创新素养；教育研究方面论文的发表，表明师范生具备扎实的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

对教学实践有独特的思考。 

基于此，明确在 6年培养期间能至少发表 2篇文章，包括化学专业论文和教育研究论文的学生，达到

高级教育硕士水平，将授予教育硕士学位，并有资质成为高中化学教师。若发表文章数不达标者，虽授予

教育硕士学位，但只达到初级教育硕士水平，即只具有初中化学教师资质。若无文章发表者，可考虑延迟

一年毕业；仍不合格者，不授予教育硕士学位，可授予本科双学位。这样，也便于实现分流就业的目的，

与“意见”、“计划”中的要求一致（“意见”中指出，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侧重培养专业突出、底蕴深厚

的研究生层次教师）[1]。 

另外，三导师制指的是每位师范生配备三名导师：一名为化学学术导师，一名为教育导师，另一名为

中学实践导师（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个别导师有多方背景时，可以是两名导师）。化学学术导师指导专业

文章发表，教育导师指导教育实习与教学文章发表。配制多名导师的原因是：单纯高校学科教学论教师无

法满足专业化教师教育的需要。学科教学论教师往往是按照学科归类招聘进入到师范学院的相关学科院系

中，学科归属和职称评定参照学科研究方向的标准，导致学科教学论教师无暇顾及学科教学论的研究与教

学工作[11]。 

因此，在学生入学时，即设立 3 名导师而成立导师组（每个组内至少三名学生、三个导师），既可解

决各个导师本身的固有缺陷，也可解决各个导师的实际工作量问题，充分发挥各个导师的积极性。特别指

出的是，三导师制可以利用各个导师的职位、专业等方面不同的专长为高素质师范生的成长打造一个良好

的多角度环境，从而达到培养复合型高水平教师的目的。 

若是非本硕一体化招生培养，进行分段培养[1]（分段培养，其实也有利于打破壁垒，从不同的院校再

选拔优生培养为合格的教育硕士师范生），鉴于上面的模式主要是讨论了研究生阶段的问题，故也是合适、

可行的（换句话说，本体系的系统构建，也可为非师范大学办化学教师专业提供一定的参考）。当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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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之间的一些衔接问题，需要继续探讨（比如，在硕士入学测试阶段可要求其本科期间有学术论文发表，

或者保证在硕士毕业前发表，从而硕士阶段可适当弱化化学专业导师的要求）。 

综上，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新体系的建构，以本硕一体化的三导师培养模式为基础，以淘汰制

为保障，从而达到“四得”教师的培养目标，可以归纳为“4-3-2”新体系，即：4年综合性化学专业本科

学习，3个方面教育硕士导师，化学与师范 2个方向与阶段并重；4个学习目标，3个培养层次，2个考核

指标。其中进一步的细节，仍可结合当前“双一流大学”建设等需要[12]，参考相关“教师教育本硕一体化

改革”的理论与实践[13]，继续完善与成熟。 

4  结论与展望 

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4-3-2”新体系的提出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的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新体系的培养目标为“四得”教师，即“上得了讲台、发得了文章、搞得了创新、

编得了题目（教材）”教师。为了达到该培养目标，可实施本硕一体化的多导师培养模式。 

在“意见”和“计划”的指导下[1-2]，重点高校化学师范专业教学“4-3-2”新体系的一系列构想希望

能不断完善，并得到反复的实践，从而为新时代创新型高水平化学教师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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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calls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eachers' quality and ability, and building a contingent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ve 

teach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other key 

universiti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 and “equal emphasis on chemistry 

and teacher training” are the basic models for the training of chemistry teachers in the futur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ideas is put forward to construct a new 

teaching system for chemistry pedagogical major in key universities, including “four-ability teacher”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as well as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4-3-2” new syste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chemistry pedagogical major; cultivation system; new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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