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卷 第3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18年6月
Vol.5 No.3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June,2018

DOI:10.13718/j.cnki.jsjy.2018.03.004

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实证研究
李 运 华

(嘉应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梅州514015)

摘 要:教师核心能力是教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所必备的能力。以广东6所高校1795名师范生为样

本,采用“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合访谈,考察了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现状及其培养路

径。结果表明:(1)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水平较低,监控教学反思能力尤为欠缺;(2)男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

力水平普遍较女师范生低;(3)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水平较高,就业意向为从政的较低;(4)

微格教学、见习、实习、校外社会实践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实习的作用最大。提升师范

生的教师核心能力有以下对策:重视培养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加强专业思想教育,增加实践课程比重,加强

教育实习管理,充分发挥影响教师核心能力的各因素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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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师能力的核心是教学监控能力,而教师课堂教学监控能力又是教师教学监控能力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教师核心能力的具体体现[1-3]。教师核心能力是帮助教师顺利开展课堂教学

活动并使教师在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的专业能力。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也即师范生的课堂教

学监控能力,是师范生为了实现预期的课堂教学目标,积极、自觉地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监视、反
思、控制和调节的能力[2]。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职业能力成为就业竞争的关键条件。但目前师范生的职业能力水

平普遍有待提高,其教师核心能力更令人担忧,主要表现为师范生的课堂教学监控能力水平不高。
见习、实习等教育实践的有关反馈表明,师范生教学能力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或无力实施课堂监

控,课堂教学管理水平较低。因此,师范生普遍缺乏教师核心能力的问题亟待解决。探讨师范生教

师核心能力现状及其培养路径,对提高师范生的职业素养、满足教师教育发展需求和促进师范生教

师专业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广东省重点高校华南师范大学、省属一般高校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以及粤东和粤西地区的地

方高校韩山师范学院、嘉应学院、岭南师范学院、肇庆学院,共计6所高等师范院校中随机抽取大

一、大二、大三、大四师范专业的学生为研究样本。发放问卷200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

问卷1795份,有效率为89.75%。其中:华南师范大学563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149人,嘉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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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人,韩山师范学院145人,肇庆学院127人,岭南师范学院242人;大一1人,大二276人,大三

654人,大四864人;男生540人,女生1255人。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课题组编制的“教师核心能力量表”[3]和“教师核心能力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教师核

心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
“教师核心能力量表”根据“小学教师课堂教学监控能力问卷”[4-5]修订而成,量表包括4个下属

因子:监控授课能力、监控学情能力、监控教师情绪能力、监控教学反思能力。经检验,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81,效标关联效度为0.76,说明“教师核心能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统

计学要求。量表和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均采用Likert5点自评方式,5个等级分别为“总是如此”“经
常如此”“不确定”“较少如此”“从未如此”,分别赋值5、4、3、2、1分。得分多少反映师范生教师核心

能力水平的高低。
调查问卷主要用于调查师范生的基本情况,包括专业、性别、年级、微格教学、见习、实习和校外

社会实践等11个方面的信息。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利用上课时间对被试进行测验,以现场发放和填写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使用统计软件工具

SPSS17.0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现状及差异分析

首先,考察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现状,统计“教师核心能力量表”总分及其下属各因子得分,并
对其进行单样本检验,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得分均值及单样本检验

教师核心能力 下属因子 均值 均值差 t

3.36(0.49)

监控授课能力 3.57(0.49) 0.21 17.90***
监控学情能力 3.52(0.56) 0.16 11.86***

监控教师情绪能力 3.52(0.69) 0.16 10.09***
监控教学反思能力 2.85(1.10) -0.51 -19.70***

       注:***表示p<0.001

从表1可以看出,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总平均分为3.36,根据问卷的自评等级标准,处于“不
确定”等级,说明调查选取的6所高等师范院校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水平较低。单样本检验结果

表明,下属4个因子得分均值与总得分均值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表现为除监控教学反思

能力得分较低外,其他3个下属因子得分较高。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的题均分为2.85,标准差

为1.10,差异系数为38.60%,表明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水平两极分化明显,这应引起我们关注。
其次,考察男、女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现状及其差异,统计“教师核心能力量表”总分及其下属

各因子得分,并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性别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得分均值及独立样本检验

教师职业核心能力
男

(N=540)
女

(N=1255)
t

监控授课能力 3.54(0.48) 3.58(0.49) -1.81
监控学情能力 3.45(0.60) 3.54(0.54) -3.17**

监控教师情绪能力 3.44(0.68) 3.56(0.68) -3.43***

监控教学反思能力 2.57(1.14) 2.97(1.06) -6.99***

总分 3.25(0.46) 3.41(0.50) -6.80***

          注:**表示p<0.01,***表示p<0.001。

男、女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总分均值分别为3.25和3.41,均处于“不确定”等级,说明男、女



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水平较低。从表2看出,男、女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总分存在极显著差异(p
<0.001),除监控授课能力外,其他3个下属因子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说明相较于男师

范生,女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得分较高,女师范生的监控学情能力、监控教师情绪能力、监控教学

反思能力得分较高,监控授课能力得分不存在性别差异。表2计算得出,男、女师范生监控教学反

思能力差异系数分别为44.36、35.70,表明男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水平较女师范生低。
最后,考察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现状及其差异,统计量表总分及其各因子得

分,并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方差分析

教师职业核心能力
从教

(N=956)

从政

(N=177)

从商

(N=212)

从事其他职业

(N=450)
F 均值差

监控授课能力 3.60(0.47) 3.52(0.39) 3.55(0.55) 3.52(0.53) 3.07* I14***

监控学情能力 3.56(0.53) 3.48(0.57) 3.45(0.67) 3.47(0.57) 3.83** I13*,I14*

监控教师情绪能力 3.58(0.69) 3.32(0.56) 3.53(0.72) 3.48(0.68) 8.15*** I12***,I14*,I23**,I24**

监控教学反思能力 2.91(1.07) 2.29(1.13) 2.91(1.11) 2.92(1.10) 17.21*** I12***,I23***,I24***

总分 3.41(0.50) 3.15(0.42) 3.36(0.49) 3.35(0.48) 14.24*** I12***,I14*,I23***,I24***

   注:①*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②Iij表示就业意向i与就业意向j的师范生得分之差,数字1、2、3、4分别代表就业意向为从教、从政、从商和从事其他职业

第一,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其教师核心能力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F=14.24,p<0.001)。多

重比较发现,就业意向为从教与从政、从政与从商、从政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得

分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就业意向为从教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得分存在

显著差异(p<0.05)。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得分最高,其次为从商和从事其他职

业的师范生,从政的师范生其教师核心能力得分最低。
第二,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其监控授课能力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3.07,p<0.05)。经多重

比较发现,职业意向为从教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监控授课能力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p<
0.001),说明职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其监控授课能力得分较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高。

第三,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其监控学情能力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3.83,p<0.01)。经多重

比较发现,职业意向为从教与从商、从教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监控学情能力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p<0.05),说明职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其监控学情能力得分较从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高。
第四,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师情绪能力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F=8.15,p<0.001)。

经多重比较发现,职业意向为从教与从政、从政与从商、从政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师

情绪能力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1),职业意向为从教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师情绪

能力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5),说明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师情绪能力得分最高,
其次为从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从政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师情绪能力得分最低。

第五,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学反思能力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F=17.21,p<
0.001)。经多重比较发现,职业意向为从教与从政、从政与从商、从政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

监控教学反思能力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说明职业意向为从教、从商与从事其他职业的

师范生其监控教学反思能力得分较从政的师范生高。
第六,经表3计算得出,就业意向为从教、从政、从商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学反思

能力的差异系数分别为36.77%、49.34%、38.14%和37.67%,说明就业意向为从政的师范生其监控

教学反思能力两极分化情况较严重。
(二)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培养路径分析

为考察不同培养路径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影响与作用,选取教学路径中常见的微格教学、
见习、实习、校外社会实践等形式为自变量,以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及其下属因子得分为因变量,采



用型多元回归分析,挑选出能进入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t

监控授课能力

微格教学 0.05 0.02 0.10 2.23*

实习 0.41 0.03 0.52 13.67***

校外社会实践 0.09 0.03 0.15 3.59***

    R=0.45 R2=0.20调整后R2=0.20F=51.65***

监控学情能力
微格教学 0.11 0.03 0.16 3.45***

见习 0.22 0.35 0.27 6.25***

    R=0.33 R2=0.10调整后R2=0.10F=24.36***

监控教师情绪能力

微格教学 0.12 0.04 0.13 3.23***

见习 0.18 0.04 0.16 4.28***

实习 0.82 0.08 0.63 17.37***

校外社会实践 0.20 0.04 0.20 4.97***

    R=0.53 R2=0.28调整后R2=0.27F=78.25***

监控教学反思能力

微格教学 0.55 0.06 0.34 9.18***

见习 0.67 0.07 0.35 9.97***

实习 1.27 0.08 0.56 16.99***

校外社会实践 0.21 0.07 0.12 3.25***

    R=0.63 R2=0.40调整后R2=0.40F=134.72***

教师核心能力

微格教学 0.15 0.03 0.24 6.16***

见习 0.15 0.03 0.19 5.24***

实习 0.61 0.03 0.67 19.60***

校外社会实践 0.14 0.03 0.20 5.13***

    R=0.59 R2=0.35调整后R2=0.34F=107.6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培养路径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及其下属各因子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其中: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35%的变异量可由微格教学、见习、实习、校外社会实践解释;师范生监

控授课能力20%的变异量可由微格教学、实习、校外社会实践解释;师范生监控学情能力10%的变

异量可由微格教学、见习解释;师范生监控教师情绪能力28%的变异量可由微格教学、见习、实习、
校外社会实践解释;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40%的变异量可由微格教学、见习、实习、校外社会

实践解释。另外,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微格教学对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及其下属各因子有较高

解释力;见习对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有较高解释力,对下属因子监控学情能力、监控情绪能力、监
控教学反思能力有较高解释力;实习对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有较高解释力,对下属因子监控授课

能力、监控教师情绪能力、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有较高解释力,且影响作用较大;校外社会实践对师范

生的教师核心能力有较高解释力,对监控教师情绪能力、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有较高解释力。

三、分析与探讨

(一)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水平普遍较低,监控教学反思能力尤为不足

能力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熟练的技能可以促进能力的发展。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

教育课程偏重理论,理论课程未必能提高师范生的教育专业技能水平,而较多的实践课程更可能提

高师范生的教师专业技能[6]。目前,师范生的教学技能训练偏少,普遍缺乏教学实践经验和技能,
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制约了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阻碍了师范生教师职业素

养的提高。
师范生在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问卷数据显示:63.8%的人在课堂上

无法反思“自己本节课教学方法是否合适”,63.6%的人不会“在课堂上不断反问自己教学活动是否



有效”,63.3%的人在课堂上不能做到“不断反思自己、反思学生是否掌握了所授知识”。在高等师

范院校的师范专业课程体系中,较多课程涉及的是课堂组织、活动设计、学生学习、师生交流、教师

情绪状态等方面内容,在见习、实习等教育实践中也强调学生掌握课堂授课技能,但较少涉及教师

监控课堂教学反思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相对较弱的现状。
另外,由于缺乏监控教学反思相关内容的学习,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

他们的专业自觉,专业自觉的差异导致师范生监控教学反思能力两极分化明显。
(二)女师范生的教师核心能力水平较男师范生高

男、女师范生择业倾向往往不同。男师范生追求的职业往往具有挑战性,渴望权利和“一夜成

功”,女师范生追求的职业大多趋向于稳定。教师职业的回报较低,不能满足男生“快速”成功的心

理需求,但能满足女师范生“求稳定”的心理需要。问卷数据表明,女师范生更愿意从事教师职业

(女师范生占63%,男师范生占30.6%),并且更喜欢专业课学习(女师范生占37.3%,男师范生占

17.4%)。另外,女师范生更善于关爱别人,她们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感情细腻等个性,较男师范

生更适合教师职业,研究也表明女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感较男师范生高[7-8]。因此,女师范生提升教

师核心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内在动机较强,她们的专业成长较快。男、女师范生监控授课能力水平不

存在显著差异,可能是相同课程内容所致,监控授课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课程的执行和调控方面,而
男、女师范生拥有的教学知识和技能均来自相同课程的学习。

男师范生的监控教学反思能力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主要原因是部分男师范生专业思想不牢固、
主观努力不够、对自己授课效果不关注以及缺少课堂教学反思监控意识。

(三)不同就业意向的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水平不同

1.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师情绪能力水平较从政的师范生高

职业倾向对师范生的学习起着导向作用,影响着他们的专业成长。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

普遍有较优异的专业成绩,有较强的学习动力,提升专业素养的意愿较强烈,在专业课程的学习和

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们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愿意去历炼,能有效地形成和提升教师核心能力。而

一些就业意向为从政的学生,忽略了对教师职业素养的培养,对待专业学习应付了事,他们的教师

核心能力得不到应有锻炼和提高。另外,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学生比较喜欢教师职业,他们在授课过

程中重视自己的情绪表现,重视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他们监控教师情绪能力的水平较高,而一些

就业意向为从政的学生,不太喜欢教师职业,不在乎自己在课堂上的情绪表现,不会去监控自己的

情绪状态。

2.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其监控授课能力水平较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高

大多数就业意向为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因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与准备从事教师职业的学

生相比,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多,对课堂授课情况了解尚浅,所以难以监控授课过程。

3.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师范生其监控学情能力水平较从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高

学情是影响学生学习效率的关键因素。教师监控学情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我们

在访谈中发现,就业意向为从教的学生更加关注课堂教学效果,注重调控学生的学习状态,而一些

就业意向为从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不太在乎课堂教学效果,不太在意学生学习状况,不会去

监控学情。

4.就业意向为从教、从商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师范生其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水平较从政的师范生高

监控教学反思处于教学监控的较高层次,职业意向为从政的学生不重视教师专业学习,他们大

多数从三年级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专业学习时间和精力不足,他们的教师核心能力较难向高层次

发展,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普遍不足。

5.就业意向为从政的男、女师范生其监控教学反思能力分化较严重

男、女师范生的监控教学反思能力水平分化比较严重,而就业意向为从政的学生主要是男生,



问卷数据显示,职业意向为从政的男生占82.70%、女生占17.30%。
(四)教学路径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影响

1.微格教学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微格教学是师范生形成教师职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微格教学是一种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
以师范生或在职教师为培训对象,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集中解决某一特定教学问题的教学方

法[9]。微格教学具有形象直观、可以反复观看等特点,能把课堂教学中的授课过程、学生学习状况、
教师情绪状态、教学效果等信息,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受训者,受训者能有针对性地改正自身缺点,
弥补教学不足。微格教学是师范生获得课堂教学实践经验和课堂管理技能、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

初始途径,对师范生反思、矫正、固化教学行为,提高教师核心能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2.见习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有较大的影响作用

教育见习是师范生专业成长过程中获取感性体验和提升综合认识的重要学习活动。师范生深

入中小学校进行观摩、体验,可以帮助他们在课堂教学实际环境中了解教师和学生的课堂所为,丰
富课堂教学表象,收集教育案例,观察教育现象,更新教育理念。作为课堂教学“旁观者”的见习师

范生,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领悟和统观课堂活动,分析和反思课堂教学效果,凭借他人案例提高自

己的教师核心能力。

3.实习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有最重要的影响作用

教育实习是师范院校最重要的实践课程,是师范生把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而进行的“实战操

练”,是师范生教师能力形成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教育实习中,师范生反复经历备课、上课、反思、
总结等系统的教学实践环节,在实习教师的悉心指导下,有机会将所学的专业理论运用到教学实际

中,通过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不断获取经验形成技能,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模式,不断提升课堂教学

“实战”能力。实习具有时间长、有专人指导等优点,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

的影响作用。

4.校外社会实践对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

参与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如家教、义教、支教、辅导机构教学等,可以丰富师范生的教学经历和

教学体验,拓宽他们的教育视野。大多数校外社会实践有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在辅导中师范生需要

注重辅导方法和成效,需要调控教师情绪,需要反思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这对提高师范生教师核

心能力起促进作用。

四、建议与对策

(一)重视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培养,强化监控教学反思能力训练

目前国内高校的教师教育,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培养师范生仅局限于“教室”和
“课堂教学”,考评师范生仅涉及“知识技能”考试,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学校应更新办学思想,教师应更新育人观念,把培养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摆在首要位置。首先,要
确立正确的育人导向,在各种教育实践活动、教学技能比赛中,不仅要对教师基本功有明确要求,还
要把教师核心能力作为重要内容。其次,要有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培养措施,学校制订师范生的

培养计划不仅要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学习,还要包括教师核心能力训练。最后,高校教师要有意识培

养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尤其要重视对师范生开展课堂教学监控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授,重视监控教

学反思能力的训练。
(二)重视师范生专业思想教育,尤其要加强男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

专业思想是师范生教师专业能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具有稳固的专业思想是师范生

积极、主动地进行专业学习的基础,是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但调查显示目

前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水平令人担忧。研究发现,社会上出现的“师范热”并不完全源于考生对师范



教育的热爱和追求[10],部分师范生存在着“专业承诺低和学习倦怠高”的问题[11],对此应有效地开

展师范生专业思想教育。首先,组织开展“教育信念、教育理想”专题思想教育活动,树立师范生热

爱教育事业、立志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信念和理想。其次,通过专家报告、名师座谈、宣传优秀师

范生等方式,拓宽学生专业视野、丰富学生专业情感、培养学生专业能力、提高学生专业修养。最

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男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大多数男师范生专业思想不够牢固,他们中大多数

人不喜欢教师职业,有些人甚至坦言以后不从事教育工作,对此教育工作者要根据每位男师范生的

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专业思想教育。
(三)增加师范专业实践课程比重,适当增加低年级的实践课程

教育实践是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形成的最重要途径,目前国外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时间普遍较

长,发达国家师范教育实习时间一般占总学时的8%左右,美国为15周左右,联邦德国为18个

月[12]。我国教育实习时间一般为7~12周,明显比发达国家少。高等师范院校应适当增加实践课

程比重,增加教育见习、实习时间,让师范生有更多实践机会来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当前,我国高校

的教育实习过于单一,教育理论课程和教育实习相脱节,教学能力培养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13]。
为此,可以把实习分成二段或多段,在低年级增加短期教育实习内容,采用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双

轨制来提高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
(四)加强教育实习管理,提高师范生实习成效

教育实习是提高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有效途径。师范生对教育实习的认识与态度、有效的

实习时间、实习场所、指导教师等都是影响实习效果的主要因素[14]。但目前的教育实习更多是流

于形式[15],高校应加强教育实习管理,提高师范生实习成效。首先,要端正师范生的实习态度。让

师范生明白教育实习是他们职业生涯难得的学习机会,要真正做到主动、积极、虚心地向实习学校

教师学习。其次,要充分发挥实习学校的作用。实习学校要尽可能为实习生提供实践机会,放手让

实习生开展实习工作,挑选本校优秀教师作为实习指导教师。最后,要完善实习生的评价指标。可

以采取试讲与实讲相结合、听课与评课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组织课堂教学与指导学科课外

活动相结合等多种形式,使师范生受到严格的、高质量的、全方位的教学能力训练[12],有效提高实

习生的教师核心能力。
(五)重视影响教师核心能力的各种因素,充分发挥它们的教育功能

师范生教师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要充分发挥微格教学、见习、实习、校外社

会实践等因素的教育功能。首先,微格教学是学生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师应指导

到位,学生应参与到位、反思到位。其次,见习是学生对所学理论在教育实践中进行验证和深化的

过程,可以采用专题见习形式,让学生针对某一关键教育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和思考,以此形成某项

教师能力。再次,改革教育实习模式和评价体系,激励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实习生三方主动参与实

习活动并彼此积极配合,使实习成为师范生形成和发展教师核心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最后,校外

社会实践是师范生喜欢参与的实践活动,可以采用社会实践活动与社团活动相结合的形式,拓宽师

范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社团活动应与教学论课程相呼应,开展各种有助于形成教学能力的竞赛活

动、校外教学实践活动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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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eachersProfessionalCompetencefromthePerspectiveofTeachersCoreCompetence

LIYunhua
(SchoolofEducationandScience,JiayingCollege,Meizhou,Guangdong514015,China)

Abstract:teachersprofessionalcoreabilityisvitalforteacherstosuccessfullycompletetheteaching
task.Usingthe“collegenormalstudentsteachercoreCompetencescale”andthequestionnaire,tak-
ing1795collegenormalstudentsinGuangdongasthesample,andcombiningthesurveywithinter-
view,thispaperinvestigatedtheteacherscorecompetenceofcollegenormalstudentsandtheirtraining
paths.The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collegenormalstudentsprofessionalcorecompetenceislow,
whiletheirabilitytomonitorandreflectontheteachingprocessisparticularlyoutstanding.Second,
theprofessionalcorecompetenceofmalestudentsisrelativelylow.Third,thecorecompetenceofstu-
dentswhowanttobeteachersinthefutureisrelativelyhigh,whilethatofthosewhohavelessinten-
tiontobeateacherisverylow.Fourth,microteaching,probation,internship,outofschoolsocial
practicehasimportantimpactontheircorecompetence,amongwhich,internshipisthemostimpor-
tant.Countermeasures:payattentiontocultivatethestudentsteacherscorecompetence,strengthen
professionalideologicaleducation,increasetheproportionofpracticalcourses,strengthentheman-
agementofeducationalpractice,andgivefullplaytotheeducationalfunctionoftheinfluencefactors
ontheteacherscorecompetence.
Keywords:collegenormalstudents;teacherscorecompetence;currentsituation;training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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