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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背景下
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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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以来,师范教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正视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明确新时代师范教育改革方向、探索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路径,对培养高素质师范类专业人才具有重要

意义。认证专家反馈的“高频”问题主要集中在质量评价体系建设、教学支持体系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

方面。专业认证不同时期,认证专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和高校建设应注重的方面包括:试点期注重硬件设施和

师资队伍建设,入轨期注重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推广期注重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建设。针对认证专家

提出的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师范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旨在深化师范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师范教育改革应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一体化设计”,完善“两个体系”,加强“三类建设”,注重“四项

转变”,从而全方位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效促进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的路径包括:注重设计规划和

过程管理,健全质量保障和教学评价体系,重视教育资源、师资队伍、人才培养项目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推动师范生培养工作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从重“教”轻“育”向“教”“育”并重、从孤立封闭向合作共育、从

注重短期效应向注重长效机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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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自2017年实施以来,
至今已历时6年[1]。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部
属师范大学和地方师范院校分别是参与第三

级和第二级认证的主力军。在“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指导下,师范类

高校不断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持续改进人才培

养模式,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促进

了教师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并形成了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师教育体系[2]。
当前,有关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研究多从宏

观层面展开[3],而对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面

临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对师范类专业认证期间发生的内部变化、认证

专家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等方面研究不足,提
出的对策建议针对性不强。本研究以省属重

点师范大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师范类专业

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总结存在的共

性问题,探索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为完

善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推动认证工作向纵深

发展,促 进 师 范 生 培 养 质 量 持 续 提 高 贡 献

智慧。

511



二、数据与方法

首先,本研究以省属重点师范大学师范类

专业认证实施过程及相关资料为依据,系统梳

理各阶段认证专家集中反馈的问题、意见和建

议。其中涉及文史类、理学类、教育学类、艺体

类等专业,涵盖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

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质量评

价、学生发展等一级指标,总计208个相关问题

(见表1)。结合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系统分

析认证专家反馈的高频问题和共性问题,探索

师范类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矛盾,
找准问题症结所在。
表1 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反馈问题涉及的指标分类统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个) 周期(年)

1.培养目标 目标定位 5 2.9
目标内涵 8 2.9
目标评价 18 3.1

2.毕业要求
合理性与达
成情况评价 13 3.9

践行师德 4 1.5
学会教学 5 2.7
学会育人 4 3.2
学会发展 6 2.8

3.课程与教学
合理性与达
成情况评价 7 3.2

课程设置 0 /
课程结构 6 2.2
课程内容 2 2.2
课程实施 9 2.5
课程评价 7 3.7

4.合作与实践 协同育人 8 2.5
基地建设 1 1.7
实践教学 5 3.8
导师队伍 3 4.2
管理评价 14 2.9

5.师资队伍 数量结构 0 /
素质能力 8 2.5
实践经历 5 2.4
持续发展 7 3

6.支持条件 设施保障 11 2.7
资源保障 6 2.5

7.质量评价 保障体系 14 3.6
内部监控 7 3.1
外部监控 5 2.8
持续改进 8 3

8.学生发展 生源质量 0 /
学生需求 2 3.5
成长指导 2 1.7
学业监测 5 3
就业质量 3 2.3

  其次,本研究以2017年10月教育部颁发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为时间起点,分析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期

(师范类专业建设期小于2年)、入轨期(2~4
年)、推广期(大于4年)专家关注和反馈的问题

(见图1),探究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高校应

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总结师范类专业认证

对促进专业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与

效果,并探索规律性问题。

图1 师范类专业认证不同时期专家关注

和反馈的问题及变化情况

最后,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

面分析制度建设、机制运行和目标达成情况,

逐层分解师范教育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各类问

题。师范类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其中涉及高校党政管理机构、直属业

务单位等多个部门,涉及领导、教师、学生等多

方主体。根据统计,专家反馈问题涉及较多的

部门依次为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人事处、学

生处等(见表2)。本研究通过对专家反馈问题

涉及的广度、深度、难易程度等进行分析,进一

步探寻问题解决的路径与方法。
表2 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反馈问题涉及的部门统计

类别 名称 占比(%)

党政管理机构 发展规划处 1.80
人事处 10.98
学生处 7.21
教务处 49.20
招生就业处 5.41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 3.61

直属业务单位 图书馆 1.80
信息技术中心 1.80
教师教育学院 16.39
创新创业学院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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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性问题分析

本研究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出现频率

为参照,从质量评价体系建设、教学支持体系

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三个方面,系统分析、

总结、提炼不同阶段认证专家集中反馈的高频

问题和共性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分析问题存

在的主要原因。

(一)质量评价体系建设

质量评价体系建设涵盖了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培养目标、毕业要

求、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以及课程教学质

量评价、合作与实践教育评价等方面。评价体

系至关重要,具有引领作用[4]。科学、合理、有

效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是认证专

家进校考核检查时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师范

类高校重点改进的方面,是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工作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师生代表、用人单位和行业

专家等校内外利益相关方参与评价的广度、深

度不够,未形成制度化,在培养目标、毕业要

求、课程体系的合理性评价,以及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价中,其科学

性不够、操作性不强、逻辑性不强,尤其评价体

制机制不健全;二是定期对内部与外部评价结

果的综合分析不足,提出的培养目标、毕业要

求、课程体系、课程目标、课堂教学改进措施效

果不明显;三是教育见习、实习、研习质量评价

体系不健全,持续改进体制机制建设存在明显

短板[5]。

(二)教学支持体系建设

教学支持体系建设涵盖教育教学资源、实

验室资源、课程体系、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内

容,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如何构建教育教

学设施先进、课程资源丰富、当代教育与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课程体系完善、课堂教学质量

高、实践教学活动丰富的教学支持体系,是认

证专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高校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的主要途径和关键举措。

教学支持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四个方面:一是师范类院校教育教学基础设

施相对落后,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现有的信

息化教学平台难以有效支撑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二是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力度不

够,课程教学对课程目标的支撑作用不够明

显;三是教师教育思想固化,难以适应基础教

育教学改革发展实际,课程教学方式单一,师

生互动少,传统课堂讲授方式普遍,启发式、讨

论式教学法的运用较少;四是学生教育情怀培

育存在短板,在教育见习、实习、研习过程中贯通

不顺畅,师德体验、班主任工作能力培养不足。

(三)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涵盖目标保障、组织保

障、经费保障、设施保障、师资保障、制度保障

和质量标准、质量监控、质量评价等内部和外

部保障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当前高等

教育普遍存在的短板,持续改进和持续发展是

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核心目标,构建自觉、自省、

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保障和监控机制是高

校内涵式发展的方向和重点[6]。质量保障体系

涉及面广、实施难度大,需要高校结合实际进

行科学论证和有效实施,真正形成“管、办、评”

分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机制。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教学过程常态化监控机

制不够完善,如学生学业预警机制尚不健全,

毕业生持续跟踪反馈尚未实现规范化、制度

化;二是一些重点教学环节质量监控机制未建

立或未能落实,如教育见习、实习和研习效果

以及毕业论文质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三是

教师分类发展体系不够完善,教师分类评价制

度和评价标准不够完善,课程与教学论教师评

价机制有待改进,具有基础教育经历的教师数

量亟待增加。

四、纵向问题分析

本研究以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推进时间

为主线,探究试点期、入轨期、推广期师范类专

业认证专家重点关注和反馈的问题,纵向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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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的问题变化情况。在

专业认证的不同时期,认证专家关注的问题不

同,高校建设注重的方面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也

不同,即试点期注重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建

设,入轨期注重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推

广期注重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建设。

(一)试点期注重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

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期,高校对师范类专

业认证标准、理念、举措的理解和认识处于浅

表层面,注重显性目标的达成。认证专家重点

关注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师范类专业

认证进入了初步探索阶段。

针对认证专家重点关注的问题,高校在师

范类专业认证试点期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注

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实践基地建设,确保信

息教育教学设施满足师范生培养需求,丰富基

础教育教材资源库和优秀教学案例库等;二是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定位,构建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发挥课程体系对毕业要

求的支撑作用;三是完善师资队伍结构,修订

相关规章制度,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充实课程

与教学论教师队伍,实施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

教师“双向互聘”,落实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师至

少有1年基础教育服务经历的要求。

(二)入轨期注重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

经历了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期,高校初步

解决了基础指标不达标的问题,如经费保障、

设施保障、师资结构、目标定位、课程结构、课

程实施等显性问题。进入师范类专业认证入

轨期,认证专家重点关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建设。从试点期到入轨期,随着对认证标准和

理念的理解不断深入,高校开始注重从制度层

面解决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师

范专业 认 证 进 入 了 关 注 过 程 与 内 涵 式 发 展

阶段。

针对认证专家重点关注的问题,高校在师

范类专业认证入轨期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注

重教育教学质量过程监控,注重解决教育教学

质量过程监控“偏软偏弱”、常态化监控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二是注重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注

重独立设置“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注重

完善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质量标准等保障体

系建设,完善师范生学业预警机制;三是注重

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注重完善见习、实习、研习

体制机制,重视对师范生班级指导能力和班主

任工作能力的培养[7]。

(三)推广期注重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建设

认证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

新型师范类专业人才,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来,教育质量评

价进入了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师范类专业认

证进入推广期后,认证专家重点关注质量评价

与改进机制建设,而高校也应注重通过质量评

价促进教育教学工作持续改进,促进人才培养

质量持续提升,更加关注教师和学生的长远发

展,促进专业类认证进入理性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阶段。

针对认证专家重点关注的问题,高校在师

范专业认证推广期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重视

建设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注重全面论证评价

方法和评价机制的合理性、科学性、自洽性,注

重利益相关方参与评价的制度化建设,注重开

展师资队伍素质能力分类评价制度和评价标

准研制;二是注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

系合理性评价,以及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进一步完善评价体制机

制,使评价主体更加多元;三是注重构建和完

善毕业生跟踪与反馈机制,形成以分类评价促

进教学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五、横向问题分析

针对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反馈的一系列

问题,本研究从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中观层

面的机制运行、微观层面的目标达成三个维度

进行分析,逐层分解师范教育面临和需要解决

的各类问题。

(一)宏观层面:注重制度建设,解决顶层

设计问题

注重思想统一。思想统一与理念认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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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先导,是贯彻落实认证

制度的内生动力。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实施有

其历史必然性[8]。高校主要领导要带头强化对

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的认同,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营造良好的专业认

证氛围[9]。当前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师生

对认证理念认识不足、理解不深,信念不坚定,

普遍存在“为认证而认证”、专业建设不足、教
学改进效果不明显等现象[10]。教师对国内国

际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创新意

识、批判性思维比较欠缺,存在急于短期出成

绩、完成任务等心态,对质量文化建设缺乏长

期坚持的恒心,缺乏追求长远发展的毅力,不
利于师范教育长远发展。

完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的完善是保障

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是持续提升师范类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高校应以专业认证为

契机,推动依法治校,系统梳理分析校内体制

机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完善师范教育运行、

管理、监督、评价、改进机制,深入推进“管、办、

评”分离,形成“评价―反馈―改进”良性循环

系统[11]。高校还应立足于师范生长远发展、全
面发展、个性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和评价制度。
(二)中观层面:注重机制运行,解决质量

保障问题

强化服务管理。高校职能部门应强化服

务意识,注重提升教学设施保障能力,组织落

实相关规章制度,构建完善的教育教学机制;

应加强与中学、高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实

践教学中的合作,形成“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

制,形成教师培养、培训、研究和服务一体化的

合作共同体[12];应主动协调解决学院、专业、教
师、学生的合理诉求,主动作为,为教育教学做

好服务工作。

完善质量评价。高校应注重过程评价与

结果评价相结合,强化形成性评价;定期对内

部监控与外部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将分

析结果运用于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

的持续改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建立毕业生跟踪调查信息管理平

台,拓展信息收集路径和渠道;丰富教学质量

监控手段和方法,引导教师以课程目标为导向

实施课程教学与考核,促进考核方式多样化。
(三)微观层面:注重目标达成,解决人才

培养问题

完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

主要依据。高校要注重完善“一践行三学会”
(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的
“养成体系”,促进师范生加强师德修养,培养

教育情怀,提升学科素养和教学能力[13];完善

课程设置,调整通识类课程、学科专业类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的结构,开设班级管理类课程,

强化班级指导和综合育人能力[14];注重毕业要

求各项指标的学科性(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
准确性;强化教学反思环节,注重解决师范生

反思能力不足等问题,培养师范生的反思和沟

通合作能力,提升师范生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

实际问题的能力。

优化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

主要环节,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重运用启发

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注重降低机械性、记忆

性教学内容比重,注重围绕教学重点、难点引

入相关的前沿性研究内容等,提升师范生的反

思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强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

重要途径,要注重解决毕业论文选题和研究学

理性不强、创新性不够等问题;注重规范实习

生教学设计、教案撰写,使学生在“见习”中有

育人的初步体验、在“实习”中深度参与、在“研
习”中总结提升,以期达到更好的实践效果。

六、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

在系统分析认证专家集中反馈的共性问

题,明确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期、入轨期、推广

期认证专家关注的问题和高校建设应注重的

方面,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解问题的基础

上,本研究提出“坚持一体化设计、完善两个体

系、加强三类建设,注重四项转变”的师范生培

养质量提升路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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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

  (一)坚持“一体化设计”,注重过程管理

一是注重设计规划。为落实《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教师教育

课程标准(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实施办法(暂行)》等相关文件要求,高校

要以社会对师范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依据,结
合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和各专业自身优势与特

色,设计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充分调研了解基

础教育对师范人才在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等方

面的需求,充分利用多方评估结果,设计师范

生的毕业要求[9];以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为依据,
以师范生的长远发展为根本,系统调研论证师

范生毕业时应达到的核心能力和素质要求,设
计教育教学各环节。

二是注重过程管理。在培养目标、毕业要

求、课程体系设计科学合理的基础上,高校要

注重对接课程目标“产出”应知应会,对接毕业

要求“产出”学习成果,对接培养目标“产出”师
范类专业人才[15]。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的、专业化的工程,要注重过程管理,按照党

和国家的要求,根据基础教育的需求,培养具

有良好师德修养、浓厚教育情怀、扎实知识技

能的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乃至教育家。
(二)完善“两个体系”,健全质量保障与评

价机制

一是完善质量保障体系。高校要系统构

建以目标保障为根本、组织保障为基础、资源

保障为支撑、质量标准为前提、质量监控为重

点、质量评价为关键、反馈改进为目的的本科

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形成质量标准

体系完善、督导监控有力、评估评价科学、反馈

整改及时、持续改进有效的良性循环,保障学

生全面、自主发展,确保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实

现。多途径、全过程、全方位加强教学质量监

控,对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课
堂教学等重点环节进行监控,及时、有效地反

馈监控结果。完善教学督导组织,对教学秩

序、课堂管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各教学环节

质量标准的执行等开展全方位检查与指导[16]。
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加强师范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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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实践质量监控,强调师范生在实践教学过程

中的学习体验,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17]。
二是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教学评价体系

的基础是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合

理性评价,核心部分是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高校应依据国家相关

标准定期开展合理性与达成情况评价,并科学

分析评价结果[18]。建立以课程教学为核心、以
教学质量为根本、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

的教师评价体系。加强毕业要求、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之间的协调性,逐步

从结果性评价向过程性、增值性评价转变,健
全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合作精神、批判思维

为目标的学生学业综合评价体系[19]。推进课

程考核方式改革,加大形成性评价权重,采用

直接与间接评价、定性与定量评价、内部评价

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建立科学合理

的多维度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三)加强“三类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一是教育资源建设。高校要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向本科教育教学倾斜,推进教师教育数

字化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基础教育研究院、智慧教育研究院、师范类专

业认证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实现资源整合,
促进协同发展。建设集教师体验馆、教师专业

能力实训与研习数字资源中心、教师专业技能

测评中心于一体的教师教育实验实训中心。
二是师资队伍建设。优良的师资队伍是

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针对当前缺乏具有基

础教育一线教学经验的师资等问题,高校应大

力推进师范类专业教师与中学、小学、幼儿园

教师“双向互聘”,采取双向挂职、兼职等方式

建立教师教育师资共同体[20]。成立教师教育

学院,完善教师教育资源的配置与管理机制,
努力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三是人才培养项目建设。高校要不断加

强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实

施辅修学位、双学位和联合学位的人才培养途

径,探索完善公费师范生培养、地方“优师计

划”、卓越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不断创新课程体

系、实践教学体系、第二课堂育人体系,注重引

领和指导师范生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

人、学会发展。

(四)注重“四项转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师范生

是未来的教师,大学课堂是师范生模仿的主要

渠道,课堂教学的理念和方式能潜移默化地影

响师范生。高校应推进师范生课堂变革,从教

师为中心转变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

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教学相长[21]。
二是重“教”轻“育”转向“教”“育”并重。教

师既要教书,更要育人,对学生的培养不局限

于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是全方位、全过

程、立体式培养[22]。教师要注重人才培养质

量,更新育人观念,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教学各环节,使
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统一起来。

三是从孤立封闭转向合作共育。高校应

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校地合作、
校际合作,强化高校与优质基础教育学校的合

作,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基地共建、人
才共育,切实推动师范教育“提质培优”[23]。着

力推进“双师”共享,选送大学教师、优秀师范

生到基础教育学校研修或实习顶岗,培养基础

教育教学实践能力。
四是从注重短期效应转向注重长效机制。

高校应关注学生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坚持

“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创新”的
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注重师范生综合素

养、综合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为师范生

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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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toEnhancingtheQualityofTeacherEducationintheContextof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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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implementationof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ofteachereducationprograms,teacher
educationhasundergoneaseriesofprofoundchanges.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addresstheprob-
lemsintheprocessofcultivatingnormaluniversitystudents,explorewaystoimprovethequalityof
talentcultivation,andclarifythedirectionofreformand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inthenew
eratocultivatehigh-qualityprofessionalteachers.The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focusesonproblems,
whichmeanstoreveal“high-frequency”problemsinteachereducation.Theproblemscertificationex-
pertsfocusonincludethequalityevaluationsystem,theteachingsupportsystem,andqualityassur-
ancesystemconstruction.Atdifferentstages,certificationexpertsfocusondifferentissues.Duringthe
pilotperiod,thefocuswasonhardwaresupportandfacultysystemconstruction.Duringtheimple-
mentationphase,attentionshiftedtowardsqualitymonitoringandassurancesystemconstruction.
Duringthepromotionphase,theemphasiswasonqualityevaluationandimprovementmechanism
construction.Inresponsetotheissuesraisedbycertificationexperts,thispaperanalyzestheurgent
problemsinteachereducationfromthemacro,meso,andmicrolevels,andseekstofindsolutionsto
theseproblems,withtheaimofadvancingteachereducationreform,development,andtheimprove-
mentoftalentdevelopmentquality.Teachereducationshouldadhereto“integrateddesign”,improve
“twosystems”,emphasize“threetypesofconstruction”,andfocuson“fourtransformations”tocom-
prehensivelypromotetheenhancementoftalentdevelopmentquality.Thespecificpathwaystoeffec-
tivelypromotetheimprovementofpre-serviceteachereducationqualityinclude“reversedesign,for-
wardimplementation,”strengtheningthequalityassuranceandevaluationsystem,andemphasizing
theconstructionofeducationalresources,facultydevelopment,andtalentdevelopmentprograms.This
transformationaimstoshiftpre-serviceteachereducationfromteacher-centeredtostudent-centered,
fromteachingtoeducation,fromisolationtocollaboration,andfromuniformitytopersonalizeddevel-
opment.
Keywords: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teachereducation;problemorientation;qualityofteachereduca-
tion;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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