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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范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工作，规范实践教学过程，促进实

践教学有效开展，确保实践教学质量，依据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制定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修订）》（教指委发[2017]4 号）、《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教学基本要求》（教指委发[2017]12 号），以及《衡阳师

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实践教学的目标与任务

1.促进学生全面了解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

教学管理实际、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2.学习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掌握基本的教学方法与

技能，提高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

3.学习模范班主任的基本工作方法和经验，养成从事班主任工作

的基本素质与能力。

4.了解基础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

教育创新的能力。

二、实践教学的方式与内容

实践教学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可采取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教育研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管理见习、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

管理实务等多种形式，按照集中实习和分段实习等方式组织开展。

（一）校内实训

教学技能训练侧重于研究生教学基本技能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

如课堂教学、教学设计、教学改革、多媒体课件制作、板书设计、普

通话、粉笔字、教师仪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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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教学侧重于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来加强各项技能的系

统训练，规范研究生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教学行为，提高他们的综合

教学技能。

课例分析侧重于以课程为载体,以现实课堂教学中的“课例”作

为研究对象,探讨和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把教学实践

活动与教学研究活动充分结合,强化理论与实践结合，促进教育硕士

提升从教能力。

（二）教育见习

教育见习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过程，学习

优秀教师的师德风范和教育教学方法，培养从事教育工作的兴趣。

教育见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参观学校，观摩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听课，参加教育管理专家与教学一线名师的专题报告或讲座，参加主

题班会，参加市级或区级教研活动，体验和感受教师的工作和学校生

活。

教育见习过程中，本科为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听课应不少于 4 节，

本科为非师范类专业和跨专业学生听课不少于 6 节。公开课听课次数

不少于 2 次，参加市级或区级教研活动应不少于 1次，参加主题班会

不少于 1 次，参加专题报告或讲座的不少于 2次。

见习结束后撰写不少于 1500 字的见习心得。

（三）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实际过程，学习优

秀教师的师德风范和教育教学方法，思考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关

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了解教育评价与管理的方式及方法，有目的开展

相关案例的搜集与分析。

1.教育实习的准备

学校与实践基地共同做好入驻实践基地前的动员工作，听取实践

基地负责人和实践基地导师的情况介绍，帮助学生了解基地现状和学

科课程教学的情况；帮助学生研究教材、备课、撰写教案和试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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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参与学科教学拓展课程的开发与培育。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观摩

教学公开课和主题班会，熟悉班主任工作的基本要求。

每学年的九月份为本届教育实习学生的准备阶段。

2.教学实践

学生在实践基地导师和校内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开展教学实践工

作。认真听课，每周听课应不少于 4 节；认真编写教案，精心试讲。

独立讲授新课应不少于 6节；授课前需经实践基地导师的批准；课后

要认真评课，集体讲评次数应不少于 2 次；在实践基地安排下参与辅

导、作业批改、考试及阅卷等工作；积极参加实践基地的教研活动和

学生的综合活动。教育管理专业学生，不授课，但须听课及参加教研

活动。

3.班主任实践

学生应认真参加班级集体活动，了解学生和班级文化，熟悉班主

任工作实践，参与集体或个别学生教育工作（如家访、班干部工作）；

认真搜集和分析相关案例；独立组织班级集体活动，应在基地实践导

师指导下至少组织 2 次班级集体活动，如主题班会、报告会、团会、

中队会等。

4.调查报告或学位论文材料的收集

研究生结合教育实习内容或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收集相关实践案

例、调研材料和参考素材等，为撰写调查报告或学位论文做好准备。

（四）教育研习

教育研习是研究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的教育教学理论对教

育实习工作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和研究，以提高反思能

力和研究能力而开展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

教育研习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活动。

教育研习目的是通过对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师德体验、教学实践、

班级管理实践、教研实践等全方位教育实践内容进行再探讨、再研究、

再反思、再重构，系统总结和反思，促进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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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校内外导师应积极吸收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为研究生提

供参与课题研究机会和途径，将实践环节与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毕

业设计）相结合，将所学知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提升研究生实践创

新能力。

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3000 字的教育实践总结报告，报告一般应

包括收获与困惑、存在的问题、成因分析和努力方向等。

三、实践教学的时间要求

实践教学累计时间为一学年。校内实训在第一学年进行。教育见

习在第一学年进行，教育实习和教育研习在第二学年进行。学校实习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期。

四、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与保障

1.各培养单位应精心组织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工作应有明确的实

施方案，包括目标任务、组织管理、实践内容、时间安排、考核评定

等内容。

2.学校与实践基地共同组成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组织与管理。

3.各培养单位应成立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导师组，负责学生的教育

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过程的指导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工作。

4.各培养单位应按程序聘请实践基地有经验、责任心强的教师担

任指导教师，实行校内导师与实践基地导师共同负责指导的双导师

制。原则上每位实践基地导师指导实习学生的人数不超过 3人。

5.各培养单位应认真组织实践教学的考核与评定，由实践基地和

导师组共同为学生评定成绩。

6.各培养单位要指导学员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好《衡阳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实践教学日志》等材料，这是考评教育硕士实践教学的基本

依据，实践结束后交由各培养单位，进入研究生个人业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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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培养学院要加强对实践教学过程的管理，为确保实践教学质

量，实习队应定期发布实习简报。

五、其它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实施方案》，制定符合各专业领域（方向）

实际的实践教学具体方案，并作为实践教学评价工作的基本标准。教

育硕士培养单位是实践教学责任主体，此项工作由研究生院统筹,教

育科学研究院牵头协调,各培养单位具体实施。

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