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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的认识
及其对课程教学的影响
———基于上海1133名师范生的问卷调查

韩 苏 曼,沈 晓 燕,严 莉 莉
(上海师范大学 天华学院,上海201815)

摘 要:随着我国教师资格制度改革的推进,教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考(简称“国考”或“教师资格考

试”)。师范生对此有何认识以及这一制度对课程教学有何影响? 通过对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

1133名师范生的调查发现:师范生对“国考”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也存在压力和焦虑;在备考时间、方式和

内容上,大一、大二学生与大三、大四学生存在明显差异;“国考”对师范生从教信念无明显动摇,同时对学习带

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国考”对师范院校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一考试制度改革对师范

教育形成“倒逼机制”的作用逐步显现,为师范类专业认证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因此,提出建议:师范教

育对“国考”制度的宣传必不可少;学校应为师范生参加“国考”提供指导和帮助,缓解焦虑;坚定师范生从教信

念,注重专业学习与“国考”的有机结合;积极促进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评价等方面的改革,从

而推动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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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93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

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

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1]这是国家首次以法律

形式确定了“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199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2]。2000年9
月,教育部发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3],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在全国正式启动。《<教师

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可以持毕业

证书,向任教学校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直接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3]此时

我国教师资格认定实行师范生毕业申请直接认定和非师范生经考试认定的“双轨制”。师范生毕业

直接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证,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无法保障教师队伍的质量。对于师范生来讲,毕业意

味着获得教师资格证,而师范生的专业水平却无从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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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为建立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严格教师职业准入,保障教师队伍质量,教育部

印发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要求“教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4](简称“国考”或
“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后将不再有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区别,不管是师范生还是非师范生想要从

事教师工作都必须参加国家统一的教师资格证考试,申请教师资格证。取消师范生一毕业就获得

教师资格的特权,提高教师职业准入的门槛[5]。那么,师范生如何看待“国考”? 面对教师资格考

试,大一、大二学生的迷茫何在? 对于已经参加过“国考”的大三、大四学生来说,他们对“国考”又如

何看待? 教师资格考试力图倒逼师范院校创新教师培养模式,那么“国考”给师范教育尤其是课程

教学带来了哪些影响,师范生对此又如何评价?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选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师范专业大一至大四学生,展开问卷调查,了解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的看法,
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国考”对课程教学的影响,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实施。

二、研究方法

我们选取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1216名师范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96
名,女生1037名;大一学生298名,大二学生379名,大三学生286名,大四学生170名。主要涉及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历史学(师范类)、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艺术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师
范类)等专业。共收到大一至大四学生填写的问卷1216份,剔除非师范专业学生问卷83份,有效

问卷1133份。
本次调查采用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所

设计的“在校师范生调查问卷”,并根据学生是否参加过“国考”而分为大一、大二学生问卷和大三、
大四学生问卷,主要包括对教师资格考试的认识、备考情况、“国考”的影响以及对课程教学的评价

等几个方面。此次问卷利用网络平台“问卷星”进行发放、回收和数据处理。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认识

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认识主要包括对“国考”各个环节的了解、对“国考”意义的认识

以及如何看待“国考”产生的影响。

1.关于“国考”的各个环节

98.82%的大一、大二同学知道师范生需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在了解途径上,58.67%的同学

进入大学后通过老师和同学了解“国考”;25.24%的同学在报志愿时了解到“国考”的相关情况。
在了解“国考”的科目、大纲、流程等方面,明显出现了大一、大二学生与大三、大四学生的区别。

大一、大二学生中51.70%的同学不知道考哪些科目,一半同学对考试大纲、“国考”流程、面试环节

及方法等一点不了解。相对而言,大三、大四学生中已经参加过“国考”的同学对这些环节则比较了

解。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学生对“国考”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关于“国考”的现实意义

关于“国考”的意义,师范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相比没有任何特权可言,但
师范生还是能够公正地认识到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国考”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其中:71.05%的师范生认为“国考”有利于促进在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64.96%的师范生认为“国
考”有利于促进教师录用的公正公平;57.99%的师范生认为“国考”有利于推动师范教育的改革;

52.25%的师范生认为“国考”有利于教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44.40%的师范生认为“国考”有
利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3.关于“国考”对师范教育产生的影响

“国考”给师范教育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学生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详见表1)。



表1 “国考”对师范教育的影响与师范生的看法

“国考”的影响

非常

不同意
(%)

比较

不同意
(%)

一般
(%)

比较

同意
(%)

非常

同意
(%)

“国考”是促进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公平竞争的一种机制 10.50 20.39 29.57 28.86 10.68
“国考”促进师范院校课程改革 5.47 10.42 28.60 40.95 14.56
“国考”提高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含金量” 6.09 12.62 27.72 38.39 15.18
“国考”使报考师范院校的人数减少 8.56 25.60 32.83 23.30 9.71
“国考”对师范专业特色及地位造成不利影响 5.39 16.06 31.95 28.77 17.83
“国考”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师范院校为提高考试通过率而搞

应试教育
10.85 22.07 36.19 23.39 7.50

“国考”让师范生担心自己的出路 5.39 15.27 29.39 32.74 17.21

  从表1可以看出,师范生对“国考”带来的影响,虽有些担忧,但也能客观地看待,如:能够客观

看待“国考”对师范生的相关课程学习有所促进,也能看到“国考”对报考师范院校的学生以及师范

专业特色与地位造成影响,同时对师范生的出路问题也有所担忧。对师范生来说,接受4年的师范

教育,如果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他们就没有从事教师职业的优势可言。
(二)师范生对“国考”的准备情况

师范生进入高校后,通过老师和同学的介绍,开始对“国考”有所了解和准备。其备考状态究竟

如何呢? 我们对大一、大二学生的期望备考状态和大三、大四学生的实际备考情况进行了调查。

1.备考状态

首先,师范生中有88.04%的同学表示自己喜欢当老师,其中87.15%的大一、大二学生表示“我
会报名参加‘国考’”。但是,他们对通过“国考”的信心不足,只有51.55%的同学认为“我能一次通

过‘国考’”。其次,如果“首战”失利,师范生对此比较冷静,并表示会继续坚持,其中84.64%的师范

生选择再次报名参加“国考”。另有83.46%的同学表示“教师是毕业时首选的职业目标”,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兴趣爱好对学生从教信念的支持。

2.备考时间

既然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师范生就要面临何时着手复习的问题。在备

考时间上,大一、大二学生的期望复习时间和大三、大四学生的实际复习时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具
体情况见表2。

表2 师范生备考时间统计

考前12个月

以上
(%)

考前6个月

到12个月
(%)

考前3个月

到6个月
(%)

考前1个月

到3个月
(%)

考前1个月

以内
(%)

不准备
(%)

大一、大二学生 20.09 47.71 22.60 6.65 1.62 1.33

大三、大四学生 1.97 9.21 24.12 31.58 25.44 7.68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一、大二学生期望开始备考的时间集中在考前6个

月至12个月,但从大三、大四学生的回答来看,他们实际的备考时间集中在考前1个月到3个月。

3.备考方式和内容

从师范生采取的各种备考方式及其人数比例来看,其备考方式按照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自学

教师资格考试教辅书籍(80.48%)、做教师资格考试习题(79.39%)、与其他备考者或曾参加过考试

的同学交流(40.79%)、观看教师资格考试辅导视频(31.36%)、去学校相关机构实习(14.69%)、报
名参加校外教师资格考试培训班(11.40%)和去课外辅导机构试讲(8.33%)。另外,还有学生通过

家教等方式来进行备考。
在备考过程中,师范生交流的相关内容依次为:考题、模拟题分析(62.28%),考试经验介绍

(56.80%),备考心得交流(62.50%),模拟面试(41.89%),备考材料推荐(38.16%),考试热点互测

(35.53%)。



(三)“国考”对师范生从教信念和学习的影响

学生报考师范专业,需要面对“国考”这一现实。“国考”对学生的心理和学习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呢? 通过研究调查发现,大部分师范生对专业选择有一定的清醒认识。虽然有部分师范生表

现出动摇,后悔报考师范专业,但大多数同学还是能够积极应对,表现出更加努力学习的想法和实

际行动,这无疑也是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的一个初衷。“国考”对师范生从教信念和学习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详见表3。
表3 “国考”对师范生从教信念和学习的影响与师范生的态度

“国考”的影响

非常

不同意
(%)

比较

不同意
(%)

一般
(%)

比较

同意
(%)

非常

同意
(%)

“国考”能坚定从教信念 6.62 11.65 39.45 30.89 11.39
“国考”动摇当教师的决心 12.27 29.21 37.51 15.71 5.30
后悔报考师范专业 16.95 29.30 33.72 14.03 6.00
担心自己参加“国考”不能通过而焦虑 6.26 11.30 29.39 35.75 17.30
因为“国考”,我会更努力学习 3.35 6.27 34.95 42.28 13.15
专注学习“国考”涉及的考试科目 2.82 5.92 25.77 47.57 17.92
注重面试前的准备 2.38 3.00 22.33 49.16 23.13
在学习相关科目时,更关注“国考”的相关内容 2.12 4.50 25.33 48.19 19.86

  通过调查了解到,大四学生通过面试的比例达到了81.76%,笔试科目都通过的达到96.47%;
大三学生中通过面试的达到39.51%,笔试科目都通过的达到73.78%。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发现教

师资格考试带给学生较大的压力,大三、大四学生的焦虑情绪更加明显,大四学生中有61.18%的同

学感到焦虑。
(四)师范生对自身优势的分析

对参加过“国考”的大三、大四学生来说,他们看到了与非师范生相比,师范生在教师资格考试

中具有优势的部分:首先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部分(34.87%);其次是面试部分(30.48%);再次是

教师职业道德与基本素养部分(25.88%);最后是综合素质部分(仅为8.77%)。从部分专业笔试科

目来看,综合素质的通过比例低于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这使我们看到了师范专业的优势,也给学

校提供了拓宽知识面的依据。
(五)师范生对课程教学的反馈

1.对课程内容的反馈

师范生在校所学课程,与非师范生相比,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较丰富。大部分学生认

为师范院校的课程教学能帮助他们通过“国考”。关于课程内容的设置,师范生也表达了自己的意

见(详见表4)。
表4 师范生对课程内容设置的反馈意见

反馈意见

非常

不同意
(%)

比较

不同意
(%)

一般
(%)

比较

同意
(%)

非常

同意
(%)

师范生培养中理论性课程比重太大,而实践性课程比重太小 1.54 5.48 25.66 45.61 21.71
课程教学侧重对教学理论的灌输而缺乏切合实际的案例分析 3.95 23.25 34.87 30.48 7.45
在教育课程教学中,老师的讲授内容比较陈旧,很少涉及与

教育相关的新闻、时事政策
6.58 26.97 35.31 24.12 7.02

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这些课对教师资格考试没用 21.05 40.57 21.27 12.06 5.05
在校学习的教育类课程内容与教师资格考试内容吻合度高 3.29 8.55 39.47 40.79 7.90
师范院校的课程教学有助于学生通过“国考” 5.26 7.46 31.80 42.54 12.94

  从师范生的反馈来看,部分课程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而且教师对于实际教学案例掌握不

够,甚至有些教师讲授内容比较陈旧,对于教育相关的新闻、事件或政策等不甚了解。但整体来看,
师范生在校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等课程对于“国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2.对教学方式的反馈

师范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培养未来的教师,而师范生对教学方式有何看法呢? 通过调查,我们

了解到师范生对教学方式的反馈意见(详见表5)。
表5 师范生对教学方式的反馈意见

反馈意见

非常

不同意
(%)

比较

不同意
(%)

一般
(%)

比较

同意
(%)

非常

同意
(%)

老师经常让我们进行小组讨论与展示 1.10 3.73 27.85 48.46 18.86
在课程教学中,老师大都照本宣科 3.06 22.81 44.08 22.59 7.46
实习、见习等方式有助于学生通过面试 2.19 1.97 18.2 50.00 27.64
师范院校中的教育类课程考试形式单一 3.51 15.13 38.82 33.77 8.77
师范院校课程考试内容大都侧重知识点的记忆 2.63 8.33 24.56 50.44 14.04

  从表5可以看到,在授课形式上,大部分学生比较认可小组讨论与展示,也深刻认识到教育见

习、实习有助于通过面试,能够提高实际教学能力。但不可否认存在考试形式比较单一、侧重知识

点的记忆等问题,这应该引起高校教师反思,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教学中使学生学会和掌握知识,尤
其是运用知识。

四、总结与讨论

(一)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认识比较客观

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认识比较客观,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国考”的现实意义和产生

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担忧。尤其在全面实行“国考”的政策背景下,师范生意识到自己无任何

优势可言,这无疑给师范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取消了师范生已经熟悉和接受的原有的毕业申请制度———师范生毕

业直接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实行全国统考,对于师范生来讲,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了解和接受。随着

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的推行,师范生对这一制度改革的背景和意义了解后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

“国考”。
(二)在备考时间、方式和内容上,大一、大二学生与大三、大四学生存在明显差异

通过调查发现,大一、大二学生的期望备考时间更充分、备考方式多样,期望备考内容也更丰

富,但大三、大四学生的实际备考时间不足,备考方式和备考内容都略低于期望值。这主要是由于

学生的自身准备不充分、时间管理不合理造成的。这个问题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即期望与现实的差

异应引起学生和老师的注意。
(三)“国考”对师范生从教信念无明显动摇,同时对学习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从“国考”对师范生的影响来看,既有从教信念的挑战,也有促进学习的作用。可以说,“国考”
对师范生在校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师范生既要看到“国考”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希

望,既要有动力,更要有信心。师范院校要多引导和关注学生,如何让学生能够有信心应考是比较

关键的问题。师范专业教学内容具有专业优势,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老师和学生都应该意识

到在掌握知识的深度基础上,也需注意知识的广度。
(四)“国考”对师范教育形成“倒逼机制”的作用已经呈现

师范生对师范院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反馈,让我们看到了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的初衷,
即对教师教育形成“倒逼机制”,促使师范院校建立教学质量监控机制[6],迫使师范院校开展学科专

业调整、课程教学质量监控等一系列改革。总体而言,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对策与建议

(一)师范教育对“国考”制度的宣传必不可少

教师资格认证实行全国统考以后,需要一段时间被大众和高考生所知晓,而受此制度影响的师



范生更应该熟知和进行准备,故而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就应该进行宣传和引导。知己知彼才能百

战百胜,早一点熟悉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才能够尽早准备。关于“国考”政策的解读与宣传工作相当

重要,学校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宣传[7]。尤其对大一、大二师范生的宣传和引导不可忽视,要
尽快尽早让学生了解“国考”的基本情况。

“国考”对师范生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也正因如此,才能促进师范教育的改革,从而提高

教师教育质量。
(二)学校应为师范生参加“国考”提供一定的指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

学校要为师范生提供指导,帮助学生树立通过“国考”的信心。虽然“国考”制度对师范生无政

策倾斜,但师范生通过接受正规的师范教育,其课程内容与“国考”内容更加接近,更有助于其通过

“国考”。
从备考时间可以看出大一、大二学生的期望备考时间集中在考前6个月至12个月,但从大三、

大四学生回答来看,实际的备考时间集中在考前1个月到到3个月,说明实际准备时间不足。这应

该引起老师和学生的注意,以免备考不充分而影响考试结果。师范生备考方式主要包括自学教师

资格考试教辅书籍、做教师资格考试习题,还进行考题、模拟题分析和考试经验交流。学校也可以

多为低年级同学提供高年级同学的考试经验以及参考书目,以高年级学生“现身说法”带动低年级

学生。
(三)坚定师范生从教信念,注重专业学习与“国考”的有机结合

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会提高教师入职门槛,使师范生就业压力增加,但同时也能提高教师队

伍的综合素质,这也是改革的目的所在[8]。大部分师范生对专业选择有一定的清醒认识,但也有部

分师范生表现出动摇,后悔报考师范专业。因此,老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应对“国考”,更加努力地学

习。在专业学习方面,学生要更加深入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争取做一名高素质的合格教师,顺利通

过“国考”。
一方面,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也要深入了解“国考”政策,与

时俱进,将课程教学与“国考”的相关内容相结合。师范专业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在此基础上,师范

院校应结合“国考”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拓宽知识面,改变传统老旧的教学方式,多方面提高师范

教育质量。
另一方面,学生自身观念的更新是关键,学生应该充分认识到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的意义,

反思自己的学习,尤其要看到自身综合素质、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欠缺,从而提高自己的认

识水平,激发自己学习的主动性,让压力变为动力。
(四)促进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改革

师范教育毕竟不是以“国考”为最终目的,也会出现内容吻合度不高的情况。在课程内容上,传
统的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类课程对学生参加“国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相关课程设置和

教学内容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实践课程应提高比重,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等切合实

际的内容分析;讲授内容应与时俱进,尤其要关注时事政策与教育相关问题。
师范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培养未来教师,在课程授课方式、考试方式等各个方面应该给学生更多

锻炼的机会,让师范生登上讲台,给师范生参加幼儿园、中小学实践的机会,以利于师范生更自信地

参加面试和以后走上工作岗位。
传统的老师一言堂教学方式以及一张试卷衡量学生学习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师范教育的发

展。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幼儿园、中小学参加实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更能

促进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因此,师范教育应注重将多种考试形式、多种实践锻炼的综合评价方式相

结合,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总体而言,无论教师资格制度如何改革,其根本的宗旨是不会动摇的,那就是要促进教师队伍

建设,确保教师队伍质量。师范生不应当对教师资格新政怀有恐惧感,而应当正视“国考”的现实,



认识国家强化教师专业性的政策立场,准确理解教师资格新政的政策实质,在保持师范生传统优势

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提高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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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UniversityStudentsPerspectiveontheNationalReformofTeacher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ystemandItsImpactontheReformofCurriculumInstruction

———ASurveyof1133Studentsin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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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ationalReformofTeacherQualificationExaminationSystemhasbeenimplemented
fortwoyears.Normaluniversitystudentsperspectiveanditsimpactonthereformofcurriculumin-
structionhavebeenthefocusofrelatedresearchbody.Thisstudy(conductedamong1,133normalu-
niversitystudentsfrom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NormalUniversityandShanghai
NormalUniversityTianhuaCollege)demonstratesthatalthoughstudentsrevealacomparativelyob-
jectiveknowledgeonthenationalexam,theyareundergoingpressureandanxietyaswell.Intermsof
testpreparation,thereisagapbetweentheexpectationwhentheyarefreshmenandsophomoresand
whattheyactuallydowhentheybecomejuniorsandseniors.Thenationalexamhaschangedthe
teachingcontentsandmethodsofteachereducationcoursestosomedegree.Thereisatendencythat
thereformhasreverselyinfluencednormaleducation.
Keywords:normalstudents;teacherqualificationexaminationsystem;curriculumteaching;teacher
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teaching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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