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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不超过 800 字） 
 

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未来角色的决定性”，对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1）研究的重点 

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课

程体系的“标” 

明晰新时代对公费师范生培养的要求，解析部属师范大学公（免）

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定位，明确地方院校公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 

②对应精准对标培养，研究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构建 

对标剖析当前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总

结公费师范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按照《师范类专业论证标准》中“一践

行、三学会”毕业要求框架，解析公费师范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

养，构建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 

③构建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运行保障 

构建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运行保障。基于新构建公费师范生课程体

系，开展教学效果评价和课程改革评估。根据相应结果，提出改革对

策，从组织、制度、资源等方面保证其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④开展公费师范生新课程体系的实践探索 

以新课程体系为基础，开展教学方法改革，组建以高校优秀教师、

地方教育机构和教科研部门专家、小学教学名师等联合组成的教师教育

师资队伍，探索公费师范生培养新方式。 

（2）研究的难点 

①解决目前公费师范生培养不对标问题 

统筹考虑、有效整合目前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中理论课程与实践课

程、学科专业课程与教师教育课程及教师教育课程内部各要素的关系，



根据国家质量标准和认证标准、产出导向、职业养成，构建科学化、系

统化、相互照应、层层递进的课程体系。 

②解决公费师范生职前与职后对接的问题 

职前 4 年决定职后 40 年，职前教育目的主要是职业的养成，为职后

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在职前教育中培养公费师范生热爱农村儿童、献身

农村教育的情怀，坚定职业信仰、树立专业志向、养成高尚品德，以及

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生成实践智慧，为公费师范生顺利融入乡村教育

做好充分准备。 

③解决公费师范生自身发展需要的问题 

培养公费师范生创新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

础。 

 

 

 

 

 

 

 

 

 

 

 

 
 
 



2.项目主要改革成果和实践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1）研究成果 

明确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探索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

精准对标培养的课程体系，开发了满足精准对标培养的系列课程等。 

①明确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的“标” 

精准对标之对国家标准：对应国家标准和认证标准，保证其培养方

向的正确和培养质量的提高。 

精准对标之对产出导向：提高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使之成为高素

质乡村教师，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精准对标之对职业养成：注重终身乐教，加强过程培养，进行师德

和素养等教育，提升从教意愿与动机。 

②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 

 
以“乡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乡村教师”作为培养目标，精准对标构

建了“五育并举、融合创新、重质强能、实景提效、情怀养成”“五位一

体”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保障了公费师范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

高了公费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 

③开发系列课程 



建设了龙舟运动、东昌府木版年画艺术、老舍文学、运河文化等一

批校本课程。 

（2）实践效果 

①公费师范生培养更加“精准对标” 

在本课程体系的指导下，修订完善了 2018 级、2019 级公费师范生

培养方案，使之完全符合根据国家质量标准和认证标准要求，以及公费

师范生培养的要求。 

（2）公费师范生培养更加符合振兴乡村教育的目的 

该课程体系在公费师范生教育中增加契合农村教育实际的课程内

容，帮助公费师范生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增强其对我国农村中小

学教育实际的感性认识，提前从心理上接受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为毕

业后的工作适应和改造农村教育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 

2020 届和 2021 届公费毕业生对本专业课程设置的满意度为 4.0 以上

（5 分满分）；2020 届和 2021 届公费毕业生中 87.5%~87.76%对教师职

业表示认可，其中 61.44% ~65.85%的学生就想当老师。 

（3）公费师范生自身发展能力有所提高 

本课程体系在相应教学环节的实施，培养了公费师范生创新能力与

终身学习能力，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2021 届公费师范生中 98.29%拿到了教师资格证；99.76%通过了普

通话考试，其中 2.2%达到一级；84.63%通过了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58

人获省级、24 人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12 人获得了双学位；发表学术论

文 10 篇，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 14 部；5 人获发明专利；90%以

上在岗位认定时被确定为优秀，考研率为 23.9%，多人被推免，或考入

985、211 高校，对 26 项代表自身素质能力的满意度均在 4.0 左右。 

 



3.项目成果创新点及特色（不超过 800 字） 

（1）首次提出了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概念 

本课题首次提出“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概念，包括对应国家

标准和认证标准、对应职业养成、对应成为乡村教师这一产出导向，保

证公费师范生培养方向的正确和培养质量的提高，使之成为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为乡村教育精准“扶贫”提供生力军，提高乡村基础教育

质量，促进乡村儿童成长，促进教育公平。 

（2）创新了公费师范生教育课程体系 

为了满足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成为卓越的“乡村教师”，本课题系统

探讨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设置等问题，弥

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精准对标构建了“五育并举、融合创新、重质强

能、实景提效、情怀养成”“五位一体”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该课程体

系凸显公费师范生角色属性，符合新时代对乡村教师的要求。提出了以

对乡村儿童学习结果负责为公费师范生精准培养课程体系构建终极目

标，保证了公费师范生培养课程设置的方向正确性；以公费师范生自身

发展需要为中心统筹课程资源，保证了公费师范生培养课程设置的系统

性和准确性。二者有机结合，提高了课程体系构建对标的精准性。 

（3）创新了公费师范生培养与发展路径 

本课题构建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关注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教

育，重视终身学习意识的培养，推动其职前素质的养成与职后个人发

展。 

 

 
 
 
 
 



4.项目成果水平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不超过 800 字） 

（1）项目成果水平 

通过对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进行研究与实践，

首次提出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概念，保证了公费师范生培养方向的

正确；精准对标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保障了公费

师范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较大推广应用价值，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2）推广应用价值 

①推动教师教育改革 

本课题研究从课程结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突破了传统的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对教师教育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②推动乡村教育发展 

本课题构建的课程体系从乡村教育与公费师范生实际需求出发，凸

显了公费师范生“角色属性”，符合新时代对乡村教师的要求。其推广有

利于提高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培养出更多适合乡村教育的优秀教师，

提高乡村中小学师资质量。 

（3）学生、教师、专家、用人单位评价 

通过调研，教师和公费师范生对本项目构建的“五位一体的课程体

系”非常赞同：对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对标”进行教学设计和调整教学内

容、以及采取现代教学方法等均有指导作用；对学生“对标”培养，践行

师德养成、掌握从教技能、学会教书育人、提升从教意愿等均有较大作

用。 

验收和鉴定专家指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了“精准对标培

养的概念”和“五育并举、融合创新、重质强能、实景提效、情怀养

成”“五位一体”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填补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



的空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用人单位对我校构建的“五位一体”的课程体系非常赞同，并对照其

培养目标对 2016 级首批公费生毕业后在相应岗位的任教情况进行了培养

效果检验，对我校培养的公费师范生质量给予了肯定：心态比较稳定，

对在县区任教比较满意；能够虚心向前辈学习和请教，与同事关系融

洽，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技能，尤其是先

进的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与孩子和家长沟通顺畅，抓

住孩子心理，与之交朋友，组织孩子参加寓教于乐的活动。 

 
 
 
 
 
 
 
 
 
 
 
 
 
 
 
 
 
 
 
 
 
 
 
 
 
 



 



6.项目成果材料目录（不超过 800 字） 

（1）发表研究论文（11 篇） 

王桂清等.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聊

城大学文科学报，2021（5）：116-122. 

王桂清等.山东省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的研究.大学课

程与教学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5:45-51. 

王桂清等.地方高校“一中心、六平台、四路径”本科教学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山东高等教育，2019（6）：72-78 

王桂清.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智慧化教学生态建设的影响——以聊

城大学为例.山东高等教育，2020（6）： 54-61. 

王桂清等. 构建“1+N”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实践与调研——以聊城大学

为例.山东教育(高教)，2020，(12)：58-60. 

范丽亚，王桂清.专业认证背景下师范生教学技能学习模式的探究. 

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05:224-228. 

卢军，王桂清. 新时代中文专业师范生教学技能提升探索.教育观

察，2020，9（9）:66-68. 

卢军，王桂清. 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研究——以聊城大学为例.

山东教育(高教)，2020，(5)：45-48. 

韩涛，等.疫情防控期间师范生在线教育实习的探索与实践.山东教

育(高教)，2020，(7-8)：97-99. 

邵怀岭.基于实践取向的新时代小学教育专业卓越教师协同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河南教育，2018，8：82-84. 

邵怀岭.基于专业认证标准的小学卓越教师“435”教育实习模式探索

与实践. 河南教育，2019，1：105-106. 

（2）课程与教材建设 

①一流课程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10 门；校级一流

本科课程 27 门；校级金课：13 门. 



②课程思政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6 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6 门。 

③新开特色课程：23 门 

④优秀教材 

省优秀教材，1 部；校级优秀教材，5 部；立项建设教材，17 部。 

（3）调研分析报告 

聊城大学首批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调查问卷分析报告，2020.7； 

聊城大学 2021 届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调查问卷分析报告，2021.6； 

聊城大学师范专业公费生教育工作调研报告，2020。 

（4）宣传推广 

《大众日报》2020年10月29日第254期：聊城大学强化专业内涵建

设和师德培养——师范生师德不合格不发毕业证； 

《中国教育报》2020年3月1日第6版：三跨四结合：铺就小学卓越

教师成长路——聊城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卓越教师培养改革侧记； 

山东省教育厅“战线联播”栏目：聊城大学“三跨四结合”铺就小学卓

越教师成长路。 

（5）推广应用证明 

本校试点6个专业的改革应用证明； 

用人单位-东平县教育和体育局的学生培养质量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