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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强师兴师计划的提出是高素质教师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地方民族院校

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目前存在着一些不足。以学生的能力形成为核心，从实习前、实习中、实习后三个阶段，基

于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与成果评价四个维度，构建了“一核心、三阶段”教育实习 CIPP 评价模型。基于

CIPP 评价模型，构建了全方位、多层面、各因素彼此联系、首尾呼应的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控

与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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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roposal of the plan to strengthen and revitalize teachers is an era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teachers.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ivating practical abilities for normal 

student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primary education specialty in 

local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cusing on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abilit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one core, three stages" CIPP evaluation model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three stag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internship, based on four dimensions: background evaluation, input evalu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and outcom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a comprehensive, multi-level, 

interconnected, and cohesive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primary 

education specialty in local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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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之后，教育部等八部门于2022年4月联合印发了《新时代基

础教育强师计划》[1]，为引领我国教师教育注入了充沛动力。强师兴师计划聚焦基础教育教师这一关键群体，以“强有力的师资保障”为

主导话语，提出要“强化教育实践环节，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对高质量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 [2]。教育实习是小学教

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对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巩固专业知识、提高教学能力、厚植教育情怀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高校应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评价标准，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3]。”

建立科学、规范的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是保障教育实习质量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实习持续改进的着力点，是检验师范生教育

实习效果的重要依据，对教育活动具有导向、反馈及矫正的功能 [4]。那么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评价体

系，不仅是地方民族院校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的现实诉求，也是强师兴师计划战略背景下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的时代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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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评价的现状

笔者在 CNKI 以“小学教育  教育实习”为主题进行检索，

共有五百多条结果；以“实践教学体系质量监控与评价”为主题

进行检索，共有一百多条结果。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教育

实习价值的探讨与研究：第二，教育实习的改革和模式的定性探

索，围绕教育实习目标、模式、内容、方法、考核、质量监控与

保障等提出了改革思路；第三，对教育实习的现状、存在问题及

优化策略研究；第四，教育实习质量与评价研究。以上研究为笔

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参考依据，结合四川民族学院师范生教

育实习的实际情况以及笔者在教学和管理的经验和思考，小学教

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评价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三关联”不够紧密。根据师范专业认证理念来看，

目前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存在着课程目标关联毕业要求、课程

内容关联课程目标、课程方法与评价关联课程内容不够紧密的问

题。尚需进一步讨论、优化与完善。

第二，教育实习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

目前在合作机制上仍然沿袭“高校—小学”二元对接模式，高校

引领、政府主导、小学参与的“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尚未完

全建立。从实习过程及环节上看，全程实践、立体培养、协同育

人的一体化教育实习模式有待构建 [6]。

第三，专业和实践基地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方面不够深入；对

校外基地的常态化管理、专项性考核落实还不够精准；实践基地

的利用率不够高。

第四，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力量比较薄弱。高校指导教师和小

学实习指导教师在实习指导上的交流与合作不足。高校对小学实

习指导教师的培训与指导不够，导致小学实习指导教师对教育实

习课程的目标、课程的内容等不够清楚，课程评价存在随意性。

高校指导教师大部分承担管理、教学、指导等相关任务，在加上

教育实习无法现场指导与监控，只能通过线上进行指导，弱化了

实习指导质量。高校指导教师缺乏从研究的角度反思教育实习活

动，实习手册中缺少对计划、日志、总结等材料撰写质量的引

导。学校对教育实习指导教师的支持度不够强，对指导教师评奖

评优缺乏具体标准等问题，影响了积极工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第五，质量监控机制不健全。目前学校虽建立有教育实习相

关制度，但对如何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与落实，缺乏相关制度与

保障。在实习中，有效的、长期的、全过程的质量监控难以得到

有效运行。当教育实习的某一环节存在问题或不足时，很难及时

发现，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改进，影响实践教学质量。

第六，教育实习评价尚需优化。从目前的评价来看，存在着

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单一，过程性评价缺乏。小学指导教师对评

价标准制定的参与度不够，指导教师对标准的把握参差不齐，不

同基地、不同的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存在偏差。个别化指导方

案需进一步完善，表现性考核需进一步优化。评价结果的运用和

持续改进尚未形成，如何全面评价实习生的实习效果，做到持续

改进，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从以上现状分析可以看出，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控

与评价离国家强师兴师计划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结合地

方民族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需求，开展师范生教育实习质量监

控与评价改革已势在必行。因此，本文以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

专业为例，基于 CIPP 评价模型构建“一核心、三阶段”的小学教

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提升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

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从而增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

实践能力，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校实践教学改革和应

用型转型发展。

二、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 CIPP 评价

模型

CIPP 评价模型由背景评价 (Context Evaluation)、输入评价

(Input Evaluation)、 过程评价 (Process Evaluation)、 结果评价

(Product Evaluation) 构成 [7]。本研究基于 CIPP 评价模型，对标

小学教育专业师范专业认证标准 [8] 和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

业能力标准 [9] 等相关文件，从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与

成果评价四个维度，构建一套适合本校校情、保证教学质量、自

我监控、良性循环的“一核心、三阶段”教育实习质量监控与评

价体系。“一核心”是指以师范生能力形成为导向的质量监控与评

价取向。“三阶段”是指实习前、实习中以及实习后，基于 CIPP

评价模型将教育实习监控与评价贯穿于教育实习的全过程。全方

位的、多层面的、各因素彼此联系、首尾呼应的监控与评价体

系，能满足地方民族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提升实践育

人质量，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背景评价是指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

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实习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输入评价是指专

业应有相应的实习基地、指导教师、经费投入、制度保障等。过

程评价是指实习内容、实习过程管理、实习指导、实习考核。结

果评价是指社会评价、学生发展等。根据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实习

前、实习中和实习后三个阶段，其都是基于学生的师范能力形成

为导向。因此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 CIPP 模型如

下图1：

图1：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 CIPP 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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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 CIPP 模型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

实习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产出导向，反向设计，制定教育实习教学目标和实习

计划

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应基于 CIPP 模型背景

评价，依据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

学体系，明确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制

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育实习目标的制定要立足

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兴趣，要全面、具体、可评、可测、可教、可

学，要体现出先进的理念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根据教学目标和实

际情况，专业、学生、实践单位等制定详细、合理的实习计划和

实施方案，为实习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实习计划顺利全面实施。

（二）完善相关制度，加大投入，强化组织保障

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应基于 CIPP 模型输入评

价，完善相关制度，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师资力量，强化组织保

障。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应基于输入评价，制定

出完善系统的校院两级相关制度，确保教育实习得到有效运行与

保障。学校和学院应建立稳定的、均衡的、高质量的实习基地，

基地数量和软硬件条件能满足学生的教育实习需要。加强与地方

政府的合作联系，发挥地方政府在高校与小学之间的作用，形成

“三位一体”的教育实习模式。加大教育实习经费投入，保障集中

实习得到有效运行。保障师资力量，带队教师要经验丰富，专业

能力突出。加强与小学指导教师的沟通合作，强化对小学指导教

师的指导与培训。“双导师”要专业合理、数量充足，具有丰富的

教学和指导经验。实习前，学校和学院要召开实习动员大会，让

学生认识到教育实习的重要性，明确教育实习计划和目标。

（三）立足学生中心，加强过程管理与监控

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应基于 CIPP 模型过程评

价，立足学生发展需求和能力导向，制定详细、丰富、有层次的

实习内容，涵盖“一践行、三学会”。在实习过程中，应保障集中

实习，建立实习小组，定期召开实习小组总结交流会。带队指导

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要积极进行教学指导，依托微信、QQ、电话

等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加强过程性指导。指导教师要关注学生

个性化成长，制定个性化指导方案，对基础和能力较弱的学生能

进行个别指导，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

专业要强化过程性质量监控，制定完善的管理办法，并能有

效实施。高校要定期到实习基地进行巡视巡查，定期召开实习交

流总结会，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要加强与实习学校和指导教师

的沟通，确保教育实习能得到高质量的运行。专业要健全实习考

核激励制度，对优秀的指导教师在职称评聘应与适当的倾斜，并

给与一定奖励，保障实习指导质量，促进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和专

业化成长。

（四）成效评价，持续改进

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应基于 CIPP 模型结果

评价，对实习生的实习成效进行评价。评价主体应多元化，包含

实习学校指导教师评价、高校教师评价、个人自评、小组互评

等。评价应采用定性和定量、过程性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

方式，全面了解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取得的成长与存在的不足。

评价过程中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邀请小学指导教师共同

参与评价标准的制定，评价标准与方法应围绕实习目标、实习内

容来展开。实习结束时，由“双导师”给学生的见实习进行成绩

评定和意见反馈，成绩评定应从学生的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

级管理实践、教研实践等方面考核。实习生返校后，学校和学院

要及时召开实习总结会，每个实习小组进行总结汇报，讨论交流

实习的收获与不足。根据评价结果，撰写实习课程目标达成度报

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下一步改进的计划与措施，持

续改进 [10]。

四、结语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民族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质量监

控与评价体系，对提高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质量，为国家强

师兴师战略计划的实施打下基础。CIPP 评价模型能为教育实习提

供一个全面的、多层次的、科学系统的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专

业要根据质量监控与评价反馈结果纠正不足，不断反思与总结，

找准正确的目标航向。这样才能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师范

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师范生的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实

践教学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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