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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以聊城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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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高校培养的公费师范生，作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乡村振兴、乡村儿童成长和

教育公平。聊城大学在公费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借鉴我国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吸收部属院校公费生培养经验，构建

的“情怀为基、能力为重，精准对标”的地方院校公费师范生培养体系，筑起了公费师范生“知识、能力、素质、责任”

四位一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成长体系，凸显了公费师范生“未来角色决定性”，符合新时代对乡村教师的要求，保障了

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的实现。该培养体系在省内多所兄弟院校推广应用，学生受益匪浅。研究成果获得了山东省第九届

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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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开始实施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幸福指数，提升了教师的学历层次和职

业素养，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和普及，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强国的进程。2018年8月，《教育部直属师范

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将“免费教育”升级为新时代“公费教育”，新形势下在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20年教育部等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公费师范生的重要作用；同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推进

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又为公费师范生开了“绿灯”。 

一、地方高校培养公费师范生的意义 

2018 年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强调：师范教育非常重要，教育这个行业是经营未来的行业，为未来生产人才

的人，必须是高素质的。我国农村小学教师队伍数量庞大，但对于农村教育队伍的建设，各个地域都存在有无

法及时补充、结构性缺编、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省属高校的公费师范生培养，是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的组成部分，为农村中小学培养了大量骨干教师，提升了农村教师队伍质量，促进了乡村振兴、乡村儿童成

长和教育公平。 

（一）促进教育公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

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1世纪的教育是一种“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教育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发展

教育，促进公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越突出，教育和教师的作用越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新方位、新征程、新使命，有的乡镇教师素质能力难以适



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乡镇教师队伍结构和分布离实现“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

个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教师队伍水平：师资是教育资源的核心和人才培养的关键，更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实现教育公平最为现

实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家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特岗教师计划”“免/公费师范生”

等系列政策措施，改善了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水平不高的状况，提高了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目前我国城

乡义务教育师资在数量上的差距已得到根本性扭转，但师资结构和教师水平仍不及城市，更远远落后于省会城

市和一线城市，最主要的表现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教师年龄结构老化，高学历和高职称

的教师比例低；缺少专业教师，尤其是缺少音体美和信息技术等素养教育教师；整体素质不高，教师教学的设

计能力、实施能力、评价能力、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均偏低[2、3]。 

教师信息化水平：数字化、智能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标志”，教育信息化是推动乡村学校教育发展、促

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教育不均衡，提高教学效率，

提升教育质量，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4]。我国早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中就明

确提出：“帮助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重在缩小地区、城乡和学校之间的数字化差距，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以“校校通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

程”等信息化建设项目和技术培训等，改善农村教育技术应用的软硬件水平，提供与城市学生一样优质的教育

资源，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化水平[5]。虽然教育信息化从1.0到2.0版的转换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乡教育

基础和条件之间存在的农村教育“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6]，农村的教育信息化设施设备落后于城市

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和实质性改进；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偏低，89%的农村教师表示针对教师发展的各

种资源不太适合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从而导致农村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学会运用信息技术和应用技术

进行变革学习、自主学习等方面的信息素养缺失非常严重[7]。  

教育部等五部门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强调，公费师范生是地方政府立足本土，

定向发力，面向师资补充困难地区，为乡村学校及教学点培养的“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合格

教师，为乡村小学培养补充全科教师，为乡村初中培养补充“一专多能”教师。他们都是省属高校的本科毕业

生或硕士研究生，经历了4-7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培养和历练，理论知识扎实、教学能力突出、信息素养高、可

塑性强、发展潜力大，毕业后到生源地担任教师，可缓解乡村教师队伍紧缺问题，提升乡村教育的师资水平，

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儿童接受有质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奠定了优良的师资条件。 

（二）促进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资本（包括人才）、技

术是关键；教育、教师是前提。因此，乡村振兴，教育振兴是基础，教师振兴是条件。乡村教师是实现乡村教

育振兴的核心要素，在乡村振兴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2018 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

支持地方高等学校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化人才；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把“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采取公费师范教育等方式吸引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乡村任教……”作为“人才

支撑”的重要构成部分。截至 2018 年，我国乡村教师数量已达 290 多万人，规模空前的乡村教师为乡村教育事

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并且影响着乡村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水平[8]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办好乡村教育的关键；2020年《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的意见》中，把乡村教师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公费师范生是乡村教师的优质来源，是乡村教

育发展的可靠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培养好公费师范生，可以更好地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

服务于乡村振兴事业[9]。公费师范生都是时代造就的青年，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有担当，有胸怀、有格

局，有热血、有干劲；都是盛世成就的青年，思维灵敏、意识超前、技术前瞻，思路广、点子新、办法多，可

信、可用、可为。融入乡村后参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担负起“乡贤”的使命和作用，创新驱动、

勇毅担当，在提供优质教育、营造良好乡风、传播生态文明、协助乡村治理和造就现代乡民中的发挥积极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强调，地方院校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是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培养志愿服务乡村教育、奉献乡村教育的优秀青年教师，从根本上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



构、焕发乡村教师队伍活力、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助于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加快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2016 年起，山东省在地方高校实施“公费师范生”计划。目前已招收 6 届共 27314

人，为乡村教育精准“扶贫”提供了生力军。聊城大学为山东省首批招收公费生的高校之一，招生数量已达 3141

人，占全省的 11.5%。 

二、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体系的探索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在促进教育公平和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费生的培

养必须有一个高位引领，站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高度做顶层设计。2016 年聊城大学接到

“公费师范生”培养任务后，认真分析了地方本科高校全面提高公费生人才培养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

“公费师范生”培养的遵循理念、改革目标和培养体系。 

（一）存在的主要教学问题 

2007 年以来，公费师范生的培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其

培养模式不能照搬部属院校，目前存在的主要教学问题概括为以下三点。 

1. 培养体系不对标 

表现为没有关注“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作为乡村教师后备力量”这一特殊使命，没有完全对应国家质量标

准、认证标准培养，培养过程缺少养成和发展教育，致使基础实、功底深的公费师范生从教意愿和能力不足。 

2. 课程体系不精准 

表现为面向未来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教育发展的课程，体现环境育人和民俗育人的课程、先进技术的课程、

师德养成教育课程偏少，致使公费生植根乡村振兴的意愿偏低、服务乡村教育的素养和能力不足。 

3. 发展能力不突出 

表现为在职前教育中缺少培养公费师范生热爱农村儿童、献身农村教育的情怀，以及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

生成实践智慧的能力，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的训练不足，公费师范生顺利融入乡村教育的准备不充分，不

利于自身终身发展。 

（二）理念遵循和改革目标 

基础教育决定着一个民族素质的高度，是学生进入大学、走向社会的关键阶段。师范生是基础教育教师队

伍的强大后备力量，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实现“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师范生是“堪为人师而模范之”

的人才，毕业后成为真正的教师，负有塑造教育对象的重大责任。对于新时代合格的师范生，必须品质优良，

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品质、职业道德品质和智力品质；必须信念坚定，具有为教育事业奉献的精神；必须学会

学习，善于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懂得怎样获取知识与应用知识；必须理念先进，能够将“以生为本”

“OBE”“互联网+”“城乡教育一体化”“终身学习理念”等教育教学理念运用于教育和教学；必须知识广

博，很好地掌握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有关知识；必须素养深厚，掌握专业育才和思政育人方法，帮助学生解疑释

惑；必须能力突出，具有较好的领导、组织、管理、教育和交际能力；必须心理健康，永远保持积极乐观、健

康向上的心态，让自己保持阳光；必须兴趣广泛，具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健康的体魄。这样才能够成为受学生

欢迎的“多面手”，值得学生崇拜、模仿的好老师。 

针对目前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存在的主要教学问题，针对师范生的历史使命，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趋

势和挑战，聊城大学坚持“因材施教、分类培养”，落实“学生中心、目标导向”理念于公费生培养全过程[10]，

并基于“互联网+”“课程思政”等教育理念，从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向以“学”为中心的新模式转变，

从学历教育向“学力教育”（学习能力）转变，从传授知识为主向培养能力为主转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导向、以核心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注重培养“公费师范生”的家国情怀、独立获取知识

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实践创新能力、教育教学能力等，全面提高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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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教育公平。 

（三）改革措施和主要工作 

专业知识、教师技能、职业素养和教育者职责是师范生将来走上教育岗位的立身保证。借鉴我国传统师



范人才培养模式，吸收部属院校公费生培养经验，根据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要求，实施“情怀为基，

能力为重，精准对标”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改革，构筑起公费师范生“知识、能力、素质、责任”四位一体、

全面健康发展的成长体系（如图 1）。 

 

图 1 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体系 

1. 明确“精准对标培养”的“标”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落实山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分析学生培养、自身发展和乡村需求的关系，明晰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公费师范生培养的时代要

求，明确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的“未来角色决定性”即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的目标定位为“乡村教师”。 

以师范生为中心，立足“乡村教师”，确定了以培养“情怀深厚，一专多能/全科”“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有发展”的“乡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为“目标导向”。 

基于目标导向，明确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精准对标培养”的“标”，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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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精准对标之对产出导向，进行面向乡村执

教的“产出导向培养”，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素质；③精准对标之对职业养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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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构建精准对标培养的课程体系 

（1）课程新体系构建原则 

源于培养目标。以“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乡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作为公费师

范生的培养目标。 

依据培养标准。对应国家标准和认证标准、对应职业养成标准、对应成为乡村教师这一产出导向标准。 

切合角色定位。公费师范生“未来角色决定性”，要求构建的课程体系既要凸显角色属性，又要符合新时

代对乡村教师的要求。 

有利终身发展。构建的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既关注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教育，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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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程新体系框架结构 

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中《中学/小学/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中“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的毕业要求，解析公费师范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



优化课程结构，研制价值图谱，构建了“五位一体”“精准对标培养”的课程新体系[11]（如图 2）。 

 

图 2 公费师范生课程体系和建筑图谱 

“五育并举”的通识教育课程。创设博雅教师意境，实现全面发展。设计必修课、选修课、校本特色课程

的多功能通识课程体系，包括思想道德、语言沟通、体育军事、美育鉴赏、劳动教育、社会自然和创新发展等

不同课程模块。  

“融合创新”的专业教育课程。培养学科专业素养，实现一专多能。加强学科基础课程建设，整合专业核

心课程，强化课程思政，推进研究型课程内容建设，拓宽专业知识面，使公费师范生具备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

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除主修专业课程，设辅修或兼修专业课程，围绕“一专多能”目标设置若

干个课程组，该类课程共 10学分左右。 

“重质强能”的教师教育课程。提高综合育人能力，达到教师标准。设置独立的教师教育课程模块，强化

教师教育课程地位，实现教师教育课程的专业化。增加教育研究、学科教学能力拓展类课程，引入慕课，提高

公费师范生专业化水平。加强教师教育理论课程和技能课程，培养公费生先进的教育理念，使之掌握必备的教

育技巧和先进的教学方法。 

“实景提效”的教育实践课程。提升教师施教能力，成为合格教师。融合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专业基础实

践、教师技能训练与实习、教育创新研究和教学竞赛（包括院级、校级、省级和国家级）等，打造“多维度”

实践教学体系；通过“观摩见习研习实训实习”和“仿真模练 小组协练 教师导练 学生自练 竞

赛演练”，建立“全链条”实践教学模式，推进公费生能力培养，提升通用能力、从业能力、育人能力、发展

能力，增强从业竞争力。 

“情怀养成”的特需课程。养成乡村适教能力，实现乡村教师特质。针对“乡村教师”、新时代教师、师

范生个人发展等要求，开设系列特需课程，主要包括体现先进技术的课程，体现环境育人和民俗育人的课程，

面向未来乡村社会未来发展和乡村教育发展的课程，师德养成教育课程，健康成长课程等，强化学生情怀，提

高综合素质，更好地为农村中小学教育服务。 

（3）师德养成教育新体系 

德育是立足之本，师范生要有“我为人人”的光荣感、“学不厌，诲不倦”的真态度，要具备诚实、守信、

自信、自尊、自爱的良好品质，才能成为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的未来好老师。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

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教育部等五部门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指出：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教育全过程，作为师范生培养和教师

培训课程的必修模块”“着力培育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

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努力造就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

师队伍”，“坚持以乡村教育需求为导向，强化教育实践和乡土文化熏陶，促进师范生职业素养提升和乡村教

育情怀养成”。 

“情怀为基，能力为重，精准对标”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培养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到“德育

工作”与“学科德育”相结合，通过感知、走近、走进、实践教师教育的“全过程”师德养成体系，强化乡村

教育情怀培养：大一，通过名师讲堂、见习等，进行感知教师教育的始业教育，做好心理准备，激发职业热情；

大二，通过报告论坛、研习等，进行走近教师教育的事业教育，增强从教意识，提升职业修养；大三，通过从

业大赛、实习等，进行走进教师教育的敬业教育，强化师能训练，增进职业道德；大四，通过毕业论文、支教

等，进行实践教师教育的执业教育，进行师能强化，提升职业能力。 

通过大学教师的言传身教，专家学者的心灵启迪，课堂教学的育人无声，专业实践的素养培训，实习支

教的亲身经历，学科精神的深入骨髓，四年全程的情怀养成，使公费生逐渐树立起道德观念，形成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强化教师身份认同、乡村教师职业特殊性认同，进行“角色”打磨。 

3. 确定“四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  

“以生为本”的适宜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利于“生生得到发展、生生能够成才”。基于“乡村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的培养目标，确定了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四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制，以保证“公费师范生”

的培养质量和目标达成。 

“四位一体”培养机制指的是地方政府、高校、城市中小学、农村中小学四方协同培养。以服务地方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共同目标”、以中小学教师职业岗位胜任能力为“共同焦点”、以培养卓越未来教师为“共

同需求”，推动“大学培养、政府管理、城市中小学助力、农村中小学聘用”四方职能和角色的融合。高校办

学与驻地发展融合共进，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用、平台共建、创新共力”，使师范生培养契合地方政府发

展教育事业，促进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人民满意的教育，满足经济发展对教师人才需求。高校建设与中小学需

求融合同行，基于地方发展、行业需求，大学和中小学共同建设专业、师资队伍、课程、教材、智慧教育平台，

共同指导技能竞赛和实习支教，共同监督学生培养质量，保障了师范生培养目标的实现，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四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制，实现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和“导师制”等教育理念，基

于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基于“乡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的产出导向，不断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让培养出的一专多能/全科教师更接地气，知识更广、能力更强、素质更高、情怀更深，更能满足农村中小学

教育教学需求；实施“三导师制”，高校学科教师、城市中小学教师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公费师范生”

的培养和成长，在丰富知识理论、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切实增强从教的体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之成为

能够扎根基层，乐教善教，用心教学，用情对待学生的乡村好老师。 

4. 构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牢固确立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是生命线的意识，建立校、院、专业三级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督

导组、全体学生、教学管理人员以及用人单位四方共同监督，各项教学管理制度、相关教学质量标准、校内监

督评价、评价信息反馈、用人单位反馈五方面协调并用的“三四五”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基于“三四五”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了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和持续改进运行机制、第三

方参与的内外联动的评价体系。做到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既有过程性达标，又有终结性测试；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既有教案式笔试，又有试讲型面试；学校与学院相结合，既有学校顶层设计，又有学院创新方案；出口

与入口相结合，既有大学的评价，又有中小学的考核；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既有考核性要求，又有多重性选择。 

三、实践效果 

（一）提高了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学生专业素质与职业能力明显提高 

聊城大学首届公费师范生仅在 6 个专业招生，从首届（2020 届）公费师范生起，连读对这 6 个专业的公费

师范毕业生进行了培养质量调研，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在校学习质量、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必要性、教育实践



环节开展情况和质量、能力素养培养质量等。 

从调研结果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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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以上在岗位认定时被确定为优秀（以 2020 年物理学专业首届省公费师范毕业生为例，毕业生 45 人，除少

数学生升学深造以外，共有 39 人参与选岗，学生在市县选岗试讲考核中，获第一名 13 人，第二名 6 人）。2020

届和 2021 届共招收公费师范生 824 人，毕业前解约 2 人，占比 0.24%，毕业后违约 73 人，占比 8.86%。考研

率为 23.9-41.22%，多人被推免，或考入 985、211 高校。考研率远远高于违约率，说明考上研究生的学生毕业

后仍会回生源地的乡镇当教师，他们考研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学业素养。 

经过四年的大学本科培养，聊城大学公费师范生根据实际情况对 26 项代表自身获得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

力水平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能力较强或非常强的学生占比为 70.73%~80.98%；公费生们对自己所获得的能力

的满意度也较高，每项能力的满意度均在 3.9832~4.1024 之间（如图 3）。如 2021 届 6 个专业的公费师范毕业

生中 98.29%拿到了教师资格证，99.76%通过了普通话考试，84.63%通过了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28.03%获得

了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12 人获得了双学位、5 人获发明专利。 

 

图 3 公费师范生对 26 项代表自身获得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的满意度 

2. 提升了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和教学技能，建课能力和育人能力明显提高 

2016 年聊城大学首招公费师范生的专业为 6 个（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英语、小学教育、汉语言文

学和生物科学），2018 年招生专业扩展到 15 个。2018 年以来获批省级教改项目 14 项（重大 4 项、重点 2 项、

面上 5 项、课程思政教改项目 3 项）；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 门、省级 21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6 门，

省级优秀教材 1 部；省级教学名师 3 人、省级从业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10 人；3 个专业通过了国家师范类

专业二级认证，5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 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面向农村，立足公费师范生，以“乡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作为公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构建的“情

怀为基、能力为重，精准对标”的地方院校公费师范生培养体系，凸显了公费师范生“未来角色决定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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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时代对乡村教师的要求，保障了公费师范生培养目标的实现。通过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辅修教育、教师

教育和终身发展的课程体系，固本提质促发展；通过全链条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多能，提升通用能力、从业能

力、育人能力和发展能力；通过感知、走近、走进、实践乡村教师教育的全过程师德养成体系，强化乡村教育

情怀；通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反馈教学效果，改进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培养

质量。该培养体系在曲阜师范大学、鲁东大学、临沂大学、济南大学、潍坊学院等省内高校推广应用，受益学

生达 2 万余名。该研究成果获得了山东省第九届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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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 Case Analysis on Liaocheng University 

WANG Gui-qing, XIAO Hai-rong, HUANG Chun-ping, HAN Tao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and Ji Xianlin Honors School，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00，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teaching body, the public-funded normal students trained by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promo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hildren growth and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funded Normal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China ś traditional normal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from affiliated universities training experience, Liaocheng university built "feelings based, ability imported, accurate 

control standard" training system of Public-funded Normal Students. The training system achieved “knowledge, ability, 

quality, responsibility””four in one”, underlined the role of Public-funded Normal Students,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guarante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ining goal of Public-funded Normal Students. The 

training system has been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many br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province, and the students benefit a lot. 

The research results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ninth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of Shandong Province (Higher 

Education category).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ies；Public-funded Normal Students；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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