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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开放题。本次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69份，在对数据

处理时，将每道题的选项“完全没必要”“有一定的必要

性”“比较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分别赋分为1、2、3、

4。如果全体调查对象都认为某一素养非常有必要时，总得

分为276分，从实际的收集结果来看，最低得分为234，最

高得分为258，得分在250分的素养及对应的题目得分由高

到低分别为：“16、能进行自我反思，改进、调整教育教

学工作”“23、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

表”“6、熟知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知识”“4、掌握所

教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与方法”“15、能与家长进

行密切沟通，形成良好的家校联系”“13、具有与学生进

行沟通，关注学生动态的能力”“7、熟知教育评价知识”

“22、掌握班级管理的基本理念及技能”，对应的得分依

次为：258、257、256、255、254、253、253、252。

将行业需求（即小学需求）与S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所

开设课程进行匹配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S学院所开设

课程包括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各类教学法课程、

班级管理、沟通与写作、教师教学技能与艺术、教师职

业道德与政策法规等课程，可以覆盖小学教师一线工作

中最需要的素养要求，S学院所开设课程与职业要求的契

合度较高。2、沟通能力、评价能力、自我反思、终身学

习等也是小学全科教师在工作实际中需要具备的素养，这

些素养整体来说综合性更强，在现有的课程设置中有所体

现，但仍需发力，需要学校在对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职前

培养中螺旋式地开设相关课程，并跟实习紧密结合。

产教融合视域下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路径优化

（一）统一认识，明确全科教师基本内涵，指明育

人方向

目 前 关 于 小 学 全 科 教 师 的 培 养 并 未 形 成 统 一 的 认

识，各大高校只能自行理解，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建议

统一思想认识，对全科教师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让高校

的职前育人更加明确化、规范化。培养目标是出发点也是

育人的归宿，目标不清晰，课程设置的内容安排、教材选

择、课时数都会受到影响，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也将含

糊不清，育人过程阻碍较大。呼吁政府部门尽早出台文

件，明确小学全科教师的内涵，最好根据高校的层次、

类型，做出不同类型、层次高校育人目标的分类要求。

（二）高校和小学协同，资源共享、师资互聘、课

题共研

将行业标准、产业需求引入高校育人全过程，产教

融合思路，对小学全科教师的职前培养具有较强的价值

引领，高校可以通过创建“基础教育协同育人联盟”，

不 仅 在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优 化 过 程 中 ， 听 取 小 学 的 实 际 需

求，同时在育人过程中，也可以加强高校与小学的通力

合作力度，如在高校举办的“师范生技能大赛”等活动

中，请一线小学教师充当评委，小学的公开课中，请小

学教育专业的学生进行观摩，让学生在接受职前教育时

能够跟工作实际进行接轨，有利于增强小学教育专业学

生的听课目标感，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

“ 双 师 型 ” 教 师 ， 是 指 既 能 讲 解 理 论 知 识 ， 又 能

进行实践操作；既对理论知识了解，同时也掌握行业情

况。这一类型的教师，笔者认为同样适用于小学教育专

业。[5]首先，高校教师多数是硕士、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

高校从教，教师缺乏对小学以及一线小学教师工作情况

的了解，无法很好地将授课内容跟小学教师的工作实际

结合，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情形。其次，大学生实习

经历较少，对将来的就业情况、职业内容等了解甚少。

部分学生不清楚在校所学内容对将来就业有什么用处，

故在学习理论知识时，学生会比较迷茫，对所学理论知识

效果打折扣。最后，如果高校教师对小学教师的工作有深

入的了解，对人才培养方案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在撰写

课程大纲、教案等教学资料时，也会更有针对性。

在产教融合大背景下，小学教育专业的专任教师应

多走进一线，增加实践经验，学校应创造条件让专任教

师到实习基地或协同育人联盟小学进行轮岗，为了将轮

岗制落实，学校可以根据专任教师的工作情况，创新轮

岗方式，也可以将轮岗作为一种工作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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