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0〕60 号 

 

山西师范大学师范生教育研习细则(试行） 

 

为深入开展教育实习总结工作，进一步促进师范生完善专业知识结

构，改进教学技能技巧，悟深教育教学规律，提升教育教学理念，在理论

与实践的互动中提高反思能力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

见》（教高〔2019〕6 号）、《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

作的意见》（教高函〔2019〕12 号）文件精神、依据《山西师范大学师范

生教育见习、实习实施细则》要求，以及规范教育实习、研习工作，提高

教育研习质量的现实需要，特制定本教育研习细则。 

一、研习目标 

教育研习是指师范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的教育教学理论对教育

实习中教学与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探讨和研究，以提高教学能力、反思能

力及教育研究能力而开展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科学研究活动。

教育研习是教师职前教育的一种重要的课程形态，是教师教育实践课程体

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研习，学生应达到如下目标： 

1．感悟教育实习的主要功能与特点，梳理自身在教育实习过程中的

主要收获与不足。 

    2．反思自身在教学设计、教案编写、教学语言、板书图示、资源开

发、媒体运用、应变技巧等教学技能、方法、策略方面存在的不足，弥补

专业知识的缺陷，巩固专业知识，提高教学基本技能，提升教育教学理念。 



3．通过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反思研究，巩固专业态度，提高班级经营

能力，提升管理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4．通过对教育教学中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研究，提高师范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师范生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 

二、研习内容  

1．教育实习经验交流  

主要包括：教学工作的成就与不足、班级管理工作的经验与成就、困

惑与不足、以及基础教育调查研究与小组实习指导与管理的成就与不足。 

2．教学设计文本研讨  

主要包括：教学设计文本的规范性、教学设计内容的完整性（如：教

学目标设计、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方法的选择，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教

学媒体的选择）教学过程设计的科学合理性等。 

3．教学技能研习 

 主要包括：教学基本技能（如导入、结束、板书、语言、提问等）

的问题与改进、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等。 

4．一线优秀教师教学案例研习 

 观摩所在学校优秀教师的教学现场或录相，用身边的名师案例引导

师范生对教师职业、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认识与体悟。 

5．主题班会研习 

主要包括：班会设计（主题、内容、形式、过程、效果、课件辅助、

活动准备等）、班会工作方法（组织形式、人员参与，具体要求、应急预

案设计等）、班会策略（教师主导、适时参与、活动控制等）、班会效果

（目标实现、能力提升、符合学生等）内容研讨。 

6．基础教育调研报告研讨  

主要包括：选题意义、研究（调查）方案设计、实施（调查）过程、

结果表述等。 



三、研习参考模式 

教育研习可以采用学员汇报、讨论交流、观摩研讨、教师点评等方法

进行，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积极反思和有效研讨。指导教师应该结合学

科专业的特色以及实习工作的有关情况，积极探索有效的研习指导模式，

提高师范生的研习工作质量。 

1．讨论交流可参照以下步骤进行：个人陈述（如主要的活动，成功

的经验，深刻的教训，难忘的经历，感人的细节，实践的感悟，存在的问

题与困惑等）→小组讨论（补充说明、质疑问难、反思成败、提供借鉴等）

→明确个体专业发展的方向与改进方法（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与实践

性知识等的改进）。 

2．观摩研讨可参照以下步骤进行：观摩现场教学或教学视频、案例

或报告（记录教学思路、教学技能、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目标等的

表现）→个人说明（教授者对课堂教学或教育科研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合作交流（补充说明、质疑问难、反思成败、提供借鉴等）→反思提高（总

结经验教训，明确改进方向）。 

四、研习的考核与奖励 

1．学生的研习成绩按照优秀、良好、及格与不合格四级计分制评定。

优秀比例不超过小组人数的 15%。 

2．教师指导研习工作，必须确保对每位学生给予一个课时的指导，

工作量以实际指导的学生数为单位进行计算。 

3．在国内期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研习报告，学生与指导教师同时享

受学校有关的科研奖励，具体标准遵守相关规定。 

五、教育研习的组织与管理 

1．教育研习时间定于每学期的第十八、十九两周内进行，具体时间

由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研习地点在实习学校进行，根据实习

学校的地理分布及各实习学校实习生人数分布采取相对集中的形式组织



安排。 

2．研习结束后，指导教师要上交 1 份教育实习与研习总结、1 份教育

研习记录（可记录于指导手册中一并交回，内容见附件 1），1 份学生研

习成绩单一份，组织实习生完成 1 份研习简报；学生要上交教育研习报告

一份（格式见附件 2）、研习与实习总结 1 份（代替原来的实习总结）。

上述材料做为学生实习评优和指导教师考核重要依据。 

3．研习工作由教师教育学院实习部组织人员检查、督查。未按要求

完成者，将取消本学期实习指导费的发放。 

六、 教育研习纪律 

每位实习的学生必须参加教育研习，因故不能参加教育研习的必须履

行请假手续。研习期间内，凡有请假行为者，一律取消评优资格，且请假

时间超过研习总时间的一半以上者，实习成绩按不合格计。 

 

 

 

 

                                         教 务 处 

教师教育学院 

2020年 12月 30日 

 

 

 

 

 

 

 

 



附件 1： 研习指导纪要 

一、基本情况 

1．学生姓名： 

2．研习时间： 

3. 研习地点： 

4. 参与人员与人数： 

二、研习内容 

1. 实习总体情况汇报： 

2. 教学设计与教学技能： 

3. 班级管理： 

4. 实习反思与交流： 

5. 其他（一线教学名师教学观摩、教育调研报告交流等）：  

三、总体评价 

 

 

 

 

 

 

 

 

 



附件 2： 研习报告 

姓名  学院  专业  学号  

实习 

学校 
 

研习指

导教师 
 

研习 

题目 

 

正文（多

于 1000

字）可加

页 

 

 

 

 

 

 

 

 

 

 

 

 

 

 

 

 

 

 

 

 

 

 

 

 

 

 

 

 

 

 

 

 

 

 

 



 

 

研习教

师考核

意见 

 

客观评价研习中的态度、表现等） 

研习成

绩考评 

 

考评等级：A 优秀   B 良好   C及格   D不及格  

 

 

 

研习指导教师（签名）：         

 

学院公章（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