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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前置条件探讨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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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部分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毕 业 后 会 选 择 从 事 教 师 职 业。非 师 范 生 获 得 教 师 资 格 证 的 前 置 条 件

包括教师教育理论课程设置和教师 教 育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两 方 面。作 为 未 来 教 师 队 伍 中 的 一 员，非 师 范 生 的 在

校课程缺乏教师教育培养的因素，亦 缺 乏 实 际 教 学 经 验 的 培 养。非 师 范 生 参 加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非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政策制定可以分“两步走”，即 过

渡性政策和中长期政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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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学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显示，

各师范院校招收本科师范生与非师范生以及二者毕

业后进入到教师行业的人数与比例各不相同，以教

育部五所直属师范大学（未计入西南大学）为例：北

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五所师范大学本科生招生人

数分 别 为２　１８３人、３　４７３人、３　４６８人、４　２０４人、

４　３１０人，其 中 招 收 非 师 范 生 人 数 分 别 为７３６人、

２　２３３人、１　９３９人、２　０７９人、１　５４４人；五所师范大学

的非师范生 毕 业 后 进 入 到 教 师 行 业 的 人 数 分 别 为

８３人、３６５人、７４６人、２０８人、１２７人；五所师范大学

招收本科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人数比例分别为２∶１、

０．６∶１、０．８∶１、１∶１、１．８∶１；五所师范大学非师范生毕

业当 教 师 的 人 数 占 非 师 范 生 总 人 数 的 比 例 分 别

１１．３％、１６．３％、３８．５％、１０％、８．２％；由于五所师范

大学都招收免费师范生，所以师范专业的本科生毕

业几乎全部进入教师行业，与非师范生毕业当教师

的人数 比 例 分 别 为１７．４∶１、３．４∶１、２∶１、１０．２∶１、

２１．８∶１。数字比例显示，我国非师范生毕业后同样有

机会成为教师队伍的一员，这是由于教师队伍的开

放性与严格性、刚性需求与素质缺失成为难以解决

的矛盾。非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前置条件有哪

些？非师范生是否需要修读教师教育理论课程，参

加教育实践课程？非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政策

建议如何？因此，非师范生的教师教育培养成为迫

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理论基础

不同学者对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有不同的看法。

舒尔曼（Ｓｈｕｌｍａｎ，Ｌ．Ｓ．）认为教师教育课程应该包

括内容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

知识，学习者及学习者特性知识，教育情境知识，有

关教育目的、目标及价值观以及哲学和历史基础的

知识［１］。博尔科（Ｂｏｒｋｏ，Ｈ．）和帕特南（Ｐｕｔｎａｍ，Ｒ．
Ｔ．）将教师课 程 分 为 一 般 教 育 学 知 识，包 括 教 师 自

我知识和教的知识、学习者和学的知识以及课堂管

理知识；学科知识和学科信仰；学科教学知识和教学

信念，包括与特定学科教学相关的认识论知识问题、

教学策略知识、如何教知识的知识［２］。米克 塔 曼 尼

（ＭｃＴａｍａｎｅｙ，Ｃ．）和 帕 尔 梅 里（Ｐａｌｍｅｒｉ，Ａ．）提 出，

教师教育课程可分为教学学科知识，即对所教的内

容有深刻理解以及这些内容如何更好地被学生所接



受；理解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知识，即有关教学中学

生的学习、行为、文化、语言的认知方式以及对于社

会经济史、艺术的理解）；关于教学实践和教学专业

的观念，即教师如何理解他们在课堂、学校、社区和

专业中所担当的角色和所处的关系；关于课堂、教学

和管理的初始形态及评价，即能够了解和使用精心

选择的工具和技术，同时能够灵活转化学习材料用

以支 持 学 生 的 学 习［３］。达 琳·哈 蒙 德（Ｄａｒｌｉｎｇ－
Ｈａｍｍｏｎｄ，Ｌ．）将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分 为 三 类，分 别 为

学习者的知识以及他们在社会情境下如何学习和发

展，包括语言发展知识；理解课程内容和目标，包括

根据训练要求、学生需要和社会教育目的所制定的

学科知识和技能；理解教学技能，包括教学知识内容

和针对不同学习者的教学知识，理解评估以及如何

建立 和 管 理 有 效 课 堂［４］。奥 格 伦（Ｏｇｒｅｎ，Ｃ．）把 教

师教育课程分为学科内容、教学方法、学校管理和实

践教学［５］。黄崴提出，教师应该同时具备学 科 专 业

知识、教育学专业知识、教育实践技能［６］。麦克迪尔

米德（ＭｃＤｉａｒｍｉｄ，Ｇ．Ｗ．）等 人 认 为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知识，包括学科知识、教学内容

知识、课程、教学法、教育学基础（多元文化和历史、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策背景、不同的学习者（包
括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及他们的文化、技术、儿

童和青少年发展、群体发展过程和动态发展、学习理

论、动机、评估；一类是技能，包括计划，组织，统筹教

学，使用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技术，学生管理，群体管

理，监控和评估学习，与同事、家长、社区和社会服务

机构的合作；一类是倾向，包括信念、态度、价值观和

奉献精神［７］。尽管不同学者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

构成有不同的见解，但大都认为教师教育课程内容

实际上涵盖 教 师 教 育 理 论 课 程 和 教 师 教 育 实 践 课

程，前者包括学科课程、教育学课程、教学法课程等，
后者指教育实习课程。

二、非师范 生 获 得 教 师 资 格 证 的 前 置 条

件一：教师教育理论课程设置

在厘清学者认知与各国教师教育课程理论设立

的基础上，对非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是否需要修

读以及需要修读哪些教师教育理论课程提出看法。
（一）教师教育理论课程设置：国外经验

国外的教师教育培养较少涉及师范生和非师范

生的区别，学生若想进入教师行业，必须严格修读教

师教育理论课程。国外的教师教育理论课程设置呈

现出以下特点：

１．针对不同的教师培养需求，各国发展的教育

培养模式有所不同。美国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以修读

学分制为主，分为“２＋２”模式和“４＋１”模式。“２＋
２”模式指学生在大学前两年学习通识课程，后两年

确定主修或副修的教育专业课程。“４＋１”模式指学

生修完四年的本科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再用一

年时间集中学习教育专业课程。英国实行“４＋０”和
“３＋ｌ”两种培养模式。“４＋０”模式主要培养小学教

师，是 教 育 学 士 学 位（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ｄ）
模式，即学 科 专 业 学 习 与 教 育 专 业 训 练 同 时 进 行。
“３＋ｌ”模式主要培养中学 教 师，是 研 究 生 课 程 模 式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ＧＣＥ），即

先进行三年的本科学习，获得专业学士学位，然后再

进行一年或者两到三年的专业训练。德国学生获得

不同的教师资格需修读不同的教师培养课程，分为

基础学校和完全中学等。澳大利亚中学教师培养为

五年制，小学教师培养为四年制。

２．各 国 教 师 教 育 理 论 课 程 设 置 都 包 括 学 科 课

程、教育学课程、教学法课程等。教师专业学科课程

主要指各国中小学开设的学科科目课程，涉及语言、
数学、地理、历史、音乐等；开设的教育学课程都包括

教育学原理、普通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
育社会学、课程论等教育基本理论课程；教师培养教

学法课程包 括 教 学 方 法 与 策 略、教 学 准 备、课 堂 管

理、教学过程、课程设计、测量与评价等。

３．各国教师教育理论课程注重理论与教学实践

相统一。对于想成为教师的学生来说，除了专业教

育理论知识外，对学生的理解、专业价值观、教学技

能、实践技能等都包括在教师教育课程内，并且各国

都认可教育实习经验对于准教师的重要性。

４．各国教师教育理论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教育

研究意识。教师教育课程重视开设课程研究、教育

研究课程、教育设计研究课程等。这些课程加强了

学生的教育研究意识，在学习过程中带着教育问题

进行学习，寻求解决教育问题的理论、过程与方法成

为国外学生学习教师教育课程必须环节。
（二）非师范生的理论课程设置：缺乏教师教育

培养的因素

目前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培养方案大都由通识教

育课程、专业学科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组成。非师

范生的课程设置之所以缺乏教师教育培养的因素，
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非师范生理论课程设置

较少涵盖教育学课程。以五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为例，各院校的师范生需要修读教师教育课程，而非

·９８·



师范生课程设置中不包括此课程。师范院校的教师

教育课程同时包括教育学课程和教学法课程。就教

育学课程而言，多数师范院校开设了教育学、教育心

理学等，而较少开设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课程论

等。个别院校某专业的非师范生会修读一两门与教

育学相关的课程，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北

京师范大学可以必修语文教育学，在华中师范大学

可以修读母语教育国际比较，在华东师范大学可以

选修教师综合素质课程。二是非师范生理论课程设

置未包括教学法课程。各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理论

课程中会设置教学法课程供师范生修读，大多包括

教学论、教学技能、教材分析、课堂教学、测试与评价

等。而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几乎都没有修读过教学

法课程。

三、非师范 生 获 得 教 师 资 格 证 的 前 置 条

件二：教师教育实践课程设置

教师教育实践课程是巩固和运用所学的教师教

育课程理论在实践教学工作中获得经验和锻炼，是

提高学生教学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长期、
大量、严格的教育实践课程，为准教师顺利进入教学

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教师教育实践课程设置：国外经验

教师教育实践课程主要通过教育见习和教育实

习来完成。国外十分重视本科生的实践课程，教育

实习课程通常会持续到一年以上。美国所有教师资

格申请人必须有至少两次实习经历。一次是取得初

任资格之前十至十八周的教育实习，另一次是为期

一年以上的学校带薪实习，即辅导期。若两年内申

请者不能通过评估，将失去申请教师证书的资格；英
国的学生每个学期都要参加教育实习，实习任务包

括课 堂 教 学 活 动、课 堂 管 理、学 生 评 估 等。以 英 国

ＰＧＣＥ课程为例，第一学 期 实 习 生 每 周 有 两 天 时 间

进入中小学担任教学助理。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
实习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中小学实习，实习的主

要内容包括观摩教学、小组教学、集体教学、独立教

学、课堂管理、组织课外活动等。实习生在实习结束

时还要完成一篇关于ＰＧＣＥ的课程论文；德国学生

实习时间较长，有为期八周的见习和为期两年的实

习。见习主要包括观摩老师讲课、组织教学、批改作

业、管理学生等。实习期间的前九个月，实习教师逐

渐完成课堂观察和课堂辅助教学任务。在接下来一

年的时间里，实习教师会独立承担每周十节以上的

课堂教学。最后三个月，实习教师不受授课课时的

要求限制，备考第二次国家考试；澳大利亚教师培养

课程中的实习课程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以五年制

中学教师培养为例，每学年学生必须到两所以上的

中学进行教育实习，包括教学观摩、担任班主任、做

教学助理工作，最后进行全职教育实习（即承担一位

全职教师的工作）。
（二）非师范生的实践课程设置：缺乏实际教学

经验的培养

我国部分院校的非师范生虽然有实习课程，但

教育实习力度并不大，达不到实践教学培养的目的。
各院校对于 非 师 范 生 和 师 范 生 的 实 习 安 排 并 不 相

同。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各专业的非师范生实习

课程各不相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专业实习

１学分、教育实习６学分；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专业实

习２学分、无教育实习；化学专业的本科生专业实习

２学分、教育 实 习１学 分。而 所 有 专 业 的 师 范 生 实

习课程都包 括 教 育 见 习１学 分、教 育 实 习１０学 分

（为期一学期）。由此可见，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在

实习课程的设置上显得较为薄弱。数据显示，教育

部五所直属师范大学的师范生所修读的教师教育课

程占全部课程的比例也并不高，大多在１０％至２０％
之间，未超过２５％。实习课程的缺失使得教育理论

不能落于实处，教育实践与理论相脱节，必然造成缺

乏实际教学经验培养的弊病。

四、非 师 范 生 获 得 教 师 资 格 证 的 考 试

问题

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开始有了一

些新的变化。第一，考试形式有所变化。２０１５年开

始推行教师 资 格 全 国 统 考，统 考 地 区 包 括 上 海、湖

北、江苏、广东等省市地区。第二，以前的教师资格

考试有指定的参考教材，现在只有考纲，无指定的教

材，考试难度有所增加。第三，对报考生的学历要求

略有提高。举例来说，以前的教师资格考试对于报

考初中教师仅要求具备大专学历即可，现在的考试

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方可参加考试。
第四，考试内容有较大调整。以前教师资格考试主

要考教育学和 心 理 学 课 程，占 总 分 的６０％左 右，部

分省市还考教师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等内容。２０１５
年全国统考 地 区 的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内 容 分 为 综 合 素

质、教育教学知识能力和学科知识能力。第五，教师

资格考试的 报 考 条 件 有 所 提 高，在 校 专 科 大 二、大

三，本科大三、大四的学生才能报考教师资格考试。
第六，教师资格考试的报考人员不再只限于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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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范生若想从事教师职业，同样需要参加国家统

一的教师资格考试。第七，以前的教师资格证有效

期没有规定，现在的证书有效期为每五年定期注册

一次。２０１５的教师资格考试仍然包括面试，主要考

查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教师资格考试的新变化反映

了考试朝综合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共存的方向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可以借鉴国外教师资格考试

制度，以便于更好地加以完善。第一，制定和执行更

为严格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及教师标准。各国对于

教师资格证的认证制度与认证过程很重视。美国有

专门的权威教师教育认证机构负责组织、开发、制定

教师能力标准，包括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ＮＣＡＴＥ）［８］、美 国 州 际 初 任 教 师 评 估 委 员 会

（ＩｎＴＡＳＣ）和 全 美 专 业 教 学 标 准 委 员 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ＮＢ－
ＰＴＳ）。ＩｎＴＡＳＣ提出新教师必须具备的十大标准，
包括教师了解所授学科的概念，了解学生的学习和

发展过程，了解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等［９］。ＮＢＰＴＳ
认为教师标准包括五条：忠诚并奉献于学生和他们

的学习，通晓所教的学科以及教授学生，有责任监管

学生的学习，能系统反思实践并能从经验中学习，教
师是学习社会的成员等。第二，针对不同的教师申

请需要，开发更多样化的考试内容。美国教师教育

考试包括临时证书、见习证书、紧急证书以及选择性

教师资格证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的美国选择性

教师资格证 书 是 专 门 针 对 非 师 范 生 的 教 师 资 格 考

试［１１］。选择性教师资格证书体系作为短期证书，合

格者可在本州内从事一到两年的教学工作，一般要

求申请人选修约五十学时的普通教育课程和一定学

时的学科专业课程。第三，在考试中加大考察教学

实践能力的力度。美国已有四十多个州把参加实践

测试（Ｐｒａｘｉｓ）并合格作为获得教师资格证的一项必

备条件。Ｐｒａｘｉｓ考 试 由 实 践 核 心 测 试（Ｐｒａｘｉｓ　Ｃｏｒｅ
ｔｅｓｔｓ）和实践系列ＩＩ测试（Ｐｒａｘｉｓ　ＩＩ　ｔｅｓｔｓ）组 成，前

者主要考查学生在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学术技

能，为即将进入教师准备课程的考生提供关于技能、
课程内容知识等方面的全面评估。后者主要测量评

估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教师对具体学科知识以及一

般和特定主题的教学技能和知识的掌握情况；澳大

利亚要求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有预先安排教学环

境的能力和安全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教学设计能

力和课堂实践能力；德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需经

历两次国家考试。在经历第一次考试之后，初任教

师实习一段时间后，参加以教学实践能力为重点的

第二次资格考试，检验其能否胜任实际教学工作。

五、非 师 范 生 获 得 教 师 资 格 证 的 政 策

建议

与国外教师选拔制度相比，我国非师范生进入

教师行业的途径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解决好非师

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的两个前置条件，导致的直接

后果是考试内容与学习内容形成断层。目前非师范

生的学习课程不包括教师教育理论课程，这也就意

味着非师范生毕业后通过拿到教师资格证直接进入

到教师行业，从教育知识结构和专业知识储备层面

上缺乏教师教育培养的因素。另外，非师范生未参

加足够时间的教育实践课程，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加

深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和对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其

教学实践能力培养能否落在实处不得而知。虽然教

师资格考试中也包含教学实践能力的考查，仅以考

试成绩能否代表非师范生对于教育、课程、教学的深

入理解，以及是否能够真正考察其教学实践能力值

得思考。因此，非师范生未正规修读教师教育理论

课程，未参加一定时间的教师教育实践就可直接参

加教师资格考试、获得教师资格证的过程本身就值

得商榷。
现在各省逐渐重视非师范生的规范培养，例如

山东省规定，自２０１５年起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报考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必须有在省级教师教育基地学校

修习规定的教师教育类必修课程的经历，并考核合

格，获得规定的 学 分；非 师 范 类 专 业 毕 业 生 报 考 教

师资格考试面试的，必须有在省级教师教育基地学

校确定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进行教育实践（包括教

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的经历，并考核合格，获得规

定的学分；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资格，必须

有相应专业学习经历和在生产一线从事本专业半年

以上工作经历，其工作经历可代替教育实践经历。
通过以上对非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前置条

件进行探讨后，拟提出“两步走”的政策建议。

１．过渡性政策：以正在试点省市的教师资格考

试为标准和依据，各省市的非师范生必须参加教师

资格考试，才可以获得教师资格证。根据目前试点

省市的经验，新的教师资格考试（包括笔试部分）应

该更加强调 教 育 理 论 的 应 用、教 育 教 学 实 践 能 力。
非师范生如果在这方面不具备较高的理论素质和教

学实际运用能力，笔试将无法通过，也就没有资格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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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面试，因而将大大提高了教师资格的门槛，有助于

选拔优质的非师范生。

２．中长期政策规划（五至十年）：以修读教师教

育课程并进行教育实践作为非师范生参加教师资格

考试的前置条件。
针对以上“两步走”政策建议，拟提出三条可行

性的方案。方案一：教师教育机构负责教师教育课

程并安排教育实习。非师范生（包括非师范专业的

本科、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等）需到教师教育机构修习

规定的教师教育类课程，参加教育实践并考核合格，
才可参加教师 资 格 考 试；方 案 二：高 等 院 校 开 设 一

年制教师教育课程。借鉴其他地区经验，高等院校

（具备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资格的院校）开设一年制教

师文凭课 程（含 教 育 实 践），非 师 范 专 业 的 本 科、硕

士、博士毕业生或博士后希望申请教师资格考试，需
修读教师教育课程并到中小学进行教育实践。所修

课程和教育实践考核合格后，非师范的学生才有资

格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方案三：非师范本科生攻读全

日制教育硕士才可获得初中和高中教师资格。根据

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将

来初中和高中的教师入职门槛应全部达到硕士研究

生程度。凡非师范专业本科生希望毕业后到初中和

高中学校做教师，应修读教师教育课程并参加教育

实践，达到教育硕士学位要求，获得学位同时获得教

师资格证（或有资格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此方案可

以和目前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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