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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评价报告

一、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评价过程

为有效评价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检验和判断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标准，为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根据学院《教

育学院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的要求，小学教育系制定了小学教育

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评价办法，对本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开展了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评价。

（一）评价对象

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 158 名毕业生。

（二）评价主体

本专业 2023 届毕业生、专兼职教师、辅导员、学生实习实践单位主要负责人等。

（三）评价机构

学院成立了 2023 届师范专业毕业要求评价工作小组，院长廖军和总体安排，教学

副院长王刚主要负责，小学教育系主任董从勋具体实施，全体专业教师参与，工作组主

要负责确定和审查本专业毕业要求各指标点和相关支撑课程的合理性，确定各指标点支

撑课程的支撑强度和权重值，制定和审查，收集数据，实施评价，撰写报告，提出持续

改进建议。

表 1 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评价工作小组

姓名 单位职务/职称 分工 完成时间

廖军和 教育学院院长 总体安排 2023.05-07

王刚 教育学院副院长 组织制定毕业要求达成标准与评价办

法，组织领导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实施

2023.05-07

万军 教育学院纪委书

记、党委副书记

统筹资源 2023.05-07

董从勋 小学教育系主任 全面负责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

作；会同专业骨干教师开展毕业要求达

成反馈信息的分析总结工作；依据各类

数据分析和调研的结果，分析学生各项

2023.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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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长处和短板；研讨并形成专业持

续改进方案。

金涛 小学教育系教师 问卷调查、达成情况分析 2023.05-07

王勇 小学教育系教师 课程支撑、数据分析 2023.05-07

全体教师 提供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所需的课程目标达成值等基础数据。 2023.05-07

其他人员 协助系主任开展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 2023.05-07

（四）评价方法

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定量评价标准：0.59

以下为未达成；0.60-0.69 为基本达成；0.70-0.79 为达成；0.80 以上为较好达成。

1、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定量评价

（1）评价依据：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

（2）评价流程：a.合理性审查：确定和审查毕业要求各指标点分解和相关支撑课

程的合理性；b.权重分配：对支撑各条毕业要求的课程进行权重分配，支撑各条毕业要

求指标点的所有课程权重之和为 1；权重分配应按照该课程对毕业要求能力达成的贡献

度进行赋值。c.计算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评价值：用指标点下各类强度中的

课程最小值与赋值权重相乘，再乘以对应的课程门数，然后各类课程支撑度的总和作为

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d.计算各项毕业要求达成值：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

达成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达成值。

2、基于毕业生问卷调查的定量评价

根据本专业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设计能力评价类的问题，通过在毕业生中开展问卷

调查获得毕业生的自评结果。在调查问卷中，对应于每个毕业要求的评价均为“优秀、

良好、中等、合格、较差”五个等级。调查结束后，对收到的所有调查问卷进行量化的

统计计算，其中，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于“0.95、0.85、0.75、0.65、0.5”五个分值，

得到 2023 届毕业生对各个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值。

3、基于利益相关方座谈会的定性评价

小学教育专业召开各类座谈会，通过专兼职教师、辅导员、学院教学管理人员、

学生实习实践单位等利益相关方的间接评价进一步了解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

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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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反馈

小学教育专业在认真分析和总结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总体评价结果的基础

上，形成《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分析报告》。该分析报告针对

每一条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持续改进的意

见和建议。同时小学教育系还将召开相关反馈会向利益相关方反馈本专业 2023 届毕业

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并在学院网站公开《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分析评价报告》。

（六）评价结果的利用

小学教育专业将结合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查找教学环节和课程体系方面的薄

弱项，持续改进，以保障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有效落实。

二、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定量分析

（一）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定量评价

1、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要求和课程支撑矩阵

此部分数据来源于 2023 届毕业生学业完成情况，以毕业要求和课程支撑矩阵中的

所有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为依据。2023 年 6 月，小学教育系组织教师根据 2022 版

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图”，对 2023 届毕业生

学业完成情况进行了归类处理并做了适当处理，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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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学教育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依据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评价的课程
支撑

关系
开设情况

课程考

核方式

达成评价周期/评价机构

和责任人
形成的记录文档

1.【师德

规范】

1-1 价值认

同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形势与政策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外教育史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哲学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国文化概论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社会责任教育 H 正常 考查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M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汉语基础 M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H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师职业信念与师德养成教育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社会发展与社会责任（D）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德育原理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文学概论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国防安全教育（含军训）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相关材料

第二课堂 M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1-2 依法执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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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H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生劳动素养教育 M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学校组织与管理 M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1-3 职业道

德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教育原理 L 教育学原理 考试 每学期/任课老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H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师职业信念与师德养成教育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相关材料

教育见习 H 无 考试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2.【教育

情怀】

2-1 职业认

同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指导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外教育史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心理学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程与教学论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国文化概论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社会责任教育 L 正常 考查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M 正常 考试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教育原理 H 教育学原理 考试 每学期/任课老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M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师职业信念与师德养成教育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大学生劳动素养教育 H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相关材料

教育见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教育研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研习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H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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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潜心育

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心理学原理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汉字文化与书写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儿童文学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外文学作品选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写作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教师职业信念与师德养成教育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德育原理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国防安全教育（含军训）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相关材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H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3.【学科

素养】

3-1 通识知

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形势与政策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英语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语文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哲学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国文化概论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生心理辅导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人类与自然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人类与社会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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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与书写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文史经典与世界文化（A）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数理基础与科学精神（B）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C）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M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3-2 学科

知识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统计学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音乐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美术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儿童文学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外文学作品选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写作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H 正常 考试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汉语基础 H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解题研究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高等数学 H 高等数学 D1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文学概论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数学基础 II H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3-3 教育知

心理学原理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儿童发展心理学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心理学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程与教学论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测量与评价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M 正常 考试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M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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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M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M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原理 H 教育学原理 考试 每学期/任课老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科学教育 M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M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统计与概率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见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4.【教学

能力】

4-1 教学

技能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作品归档材料

教师口语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汉字文化与书写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音乐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美术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件制作与应用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作品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形体与舞蹈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记录

教师礼仪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M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考查 每学期/指导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H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4-2 教学

实施

儿童发展心理学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心理学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程与教学论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作品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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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M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件制作与应用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作品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H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考查 每学期/指导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H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H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H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H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科学教育 H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统计与概率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4-3 教学

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测量与评价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L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L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M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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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M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M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H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考查 每学期/指导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L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科学教育 M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解题研究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L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 L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统计与概率 L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见习 H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5.【班级

指导】

5-1 班级管

理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M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班队管理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试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教育见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教育研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研习归档材料

德育原理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5-2 班级活

动

儿童发展心理学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班队管理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儿童卫生与健康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生心理辅导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M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心理学原理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儿童发展心理学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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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育

人】

6-1 学科育

人

人类与自然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人类与社会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音乐基础与欣赏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美术基础与欣赏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形体与舞蹈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记录

儿童文学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外文学作品选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写作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M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M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M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M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科学教育 H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M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M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汉语基础 M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H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考查 每学期/指导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德育原理 L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统计与概率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文学概论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H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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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基础 II M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见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6-2 活动育

人

大学体育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班队管理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生心理辅导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学校组织与管理 H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H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7.【学会反

思】

7-1 发展能

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心理学原理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中外教育史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心理学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哲学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人类与自然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人类与社会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创新创业实践 H 正常 考查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M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考查 每学期/指导教师 实践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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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原理 M 教育学原理 考试 每学期/任课老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高等数学 M 高等数学 D1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解题研究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M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见习 L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教育研习 H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研习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M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7-2 反思能

力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形势与政策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英语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计算机基础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创业基础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程与教学论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作品归档材料

教育统计学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测量与评价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课件制作与应用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作品技能考核归档材料

创新创业实践 M 正常 考查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M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M 正常 考试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文史经典与世界文化（A） L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数理基础与科学精神（B）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C）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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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社会责任（D）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归档材料

小学教育专业导论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相关材料

教育研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研习归档材料

数学基础 II L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M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8.【沟通合

作】

8-1 协同合

作

大学体育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创业基础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儿童卫生与健康 M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师礼仪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创新创业实践 H 正常 考试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社会责任教育 M 正常 考查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M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高等数学 M 高等数学 D1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生劳动素养教育 M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学校组织与管理 L 无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国防安全教育（含军训） L 无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相关材料

教育见习 M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教育见习手册

教育研习 H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研习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H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8-2 沟通交

流

大学英语 H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生心理健康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计算机基础 L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大学语文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创业基础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汉语基础 L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小学班队管理 L 正常 考试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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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心理辅导 M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教师口语 H 正常 考查 每学期/任课教师 试卷归档材料

创新创业实践 M 正常 考查 每学年/团学 归档材料

教育实习 H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教育实习归档材料

毕业论文 M 正常 考查 每届/教学系 毕业论文归档材料

教育研习 H 无 考查 每学年/指导老师 研习归档材料

第二课堂 H 无 考查 每学年/团学 第二课堂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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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对应的毕业要求分指标点支撑权重值的确定

每一个毕业要求分指标点都由一系列支撑强度(H、M、L)不同的课程或实践教学环

节组成，经教育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讨论，确定了支撑强度的赋值比例为 H/M/L=3/2/1。

根据课程与毕业要求分指标点的支撑强度关系，取每一个指标点下三种支撑强度对应的

课程达成度最小值作为该类型强度的课程目标达成度。毕业要求分指标点与其下对应课

程的支撑权重详见表 3。

表 3 毕业要求与课程的支撑权重关系(H/M/L=3/2/1)

毕业要求 指标点

H

课

程

数

M

课

程

数

L

课

程

数

设定

H值

设定

M值

设定 L

值

课

程

总

数

权

重

加

和

1.【师德规范】

1-1 价值认同 8 3 0 0.100 0.067 0.033 11 1

1-2 依法执教 3 0 0 0.333 0.222 0.111 3 1

1-3 职业道德 3 0 1 0.300 0.200 0.100 4 1

2.【教育情怀】
2-1 职业认同 5 4 1 0.125 0.083 0.042 10 1

2-2 潜心育人 2 5 1 0.176 0.118 0.059 8 1

3.【学科素养】

3-1 通识知识 6 6 1 0.097 0.065 0.032 13 1

3-2 学科知识 9 3 0 0.091 0.061 0.030 12 1

3-3 教育知识 8 7 0 0.079 0.053 0.026 15 1

4.【教学能力】

4-1 教学技能 8 1 0 0.115 0.077 0.038 9 1

4-2 教学实施 13 5 0 0.061 0.041 0.020 18 1

4-3 教学研究 6 4 5 0.097 0.065 0.032 15 1

5.【班级指导】
5-1 班级管理 2 1 0 0.375 0.250 0.125 3 1

5-2 班级活动 3 2 0 0.231 0.154 0.077 5 1

6.【综合育人】
6-1 学科育人 4 18 0 0.063 0.042 0.021 22 1

6-2 活动育人 4 1 1 0.200 0.133 0.067 6 1

7.【学会反思】
7-1 发展能力 4 8 7 0.086 0.057 0.029 19 1

7-2 反思能力 3 11 1 0.094 0.063 0.031 15 1

8.【沟通合作】
8-1 协同合作 2 6 0 0.167 0.111 0.056 8 1

8-2 沟通交流 4 5 4 0.115 0.077 0.038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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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定量分析

由于 2023 届毕业生所学课程并未完全开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因此，在本次

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中部分课程使用“平均分/总分”作为课程目标达成值，

带*的课程直接使用课程目标达成值。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计算方法：首先，用指标点下各类强度中的课程最小值与赋值权

重相乘，再乘以对应的课程门数，然后各类课程支撑度的总和作为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达成情况。最后，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情况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评价值。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定量分析结果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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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定量分析结果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名称 支撑

强度

课程设置
平均分

课程达

成值

指标点达成

情况

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

1.【师德规范】

1-1 价值认同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87.31 0.873

0.792
0.79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正常 87.36 0.87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正常 79.62 0.79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正常 84.43 0.844

形势与政策 H 正常 85.7 0.857

中外教育史 M 正常 84.61 0.846

教育哲学 H 正常 85.25 0.853

中国文化概论 H 正常 81.52 0.815

社会责任教育 H 正常 79.05 0.791

*毕业论文 M 正常 0.796

汉语基础 M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80.28 0.803

1-2 依法执教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87.31 0.873
0.873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H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87.59 0.880

1-3 职业道德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H 正常 0.852

0.854*教育实习 H 正常 0.897

*教育原理 L 教育学原理 0.870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H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0.880

2-1 职业认同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正常 86.43 0.864

0.780
0.774

中外教育史 H 正常 84.61 0.846

*教育心理学 M 正常 82.57 0.930

*课程与教学论 H 正常 73.85 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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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 M 正常 81.52 0.815

社会责任教育 L 正常 79.05 0.791

*教育实习 M 正常 88.23 0.897

*毕业论文 H 正常 0.796

*教育原理 H 教育学原理 83.91 0.870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M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87.59 0.880

2-2 潜心育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正常 79.62 0.796

0.774

心理学原理 M 正常 75.54 0.755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M 正常 85.19 0.852

汉字文化与书写 L 正常 83.14 0.831

*儿童文学 M 正常 81.93 0.896

*中外文学作品选 M 正常 81.71 0.800

*写作 M 正常 75.87 0.760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3.【学科素养】 3-1 通识知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正常 87.36 0.874

0.748 0.74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 正常
79.62 0.79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正常 84.43 0.844

形势与政策 M 正常 85.7 0.857

*大学英语 H 正常 72.7 0.710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正常 85.14 0.851

大学语文 H 正常 78.62 0.786

教育哲学 L 正常 85.25 0.853

中国文化概论 H 正常 81.52 0.815

小学生心理辅导 M 正常 85.89 0.859

*人类与自然 H 正常 81.1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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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社会 H 正常 83.16 0.832

汉字文化与书写 M 正常 83.14 0.831

3-2 学科知识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M 正常 75.91 0.830

0.773

教育统计学 H 正常 81.73 0.817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M 正常 86.2 0.870

音乐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84.34 0.843

美术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87.2 0.872

*儿童文学 H 正常 81.93 0.896

*中外文学作品选 H 正常 81.71 0.800

*写作 H 正常 75.87 0.760

*毕业论文 H 正常 0.796

汉语基础 H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80.28 0.803

*小学数学解题研究 M 正常 93.75 0.950

高等数学 H 高等数学 D1 82.48 0.840

3-3 教育知识

心理学原理 H 正常 75.54 0.755

0.788

儿童发展心理学 H 正常 77.42 0.774

*教育心理学 H 正常 82.57 0.850

*课程与教学论 H 正常 73.85 0.760

*教育测量与评价 M 正常 83.21 0.870

教育实习 M 正常 88.23 0.882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82.13 0.910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M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87.43 0.880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82.42 0.850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M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86.57 0.866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M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87.29 0.873

*教育原理 H 教育学原理 83.91 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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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H 正常 83.53 0.840

*小学科学教育 M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78.75 0.860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M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84.42 0.844

4.【教学能力】

4-1 教学技能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正常 85.7 0.840

0.798

教师口语 H 正常 84.25 0.843

汉字文化与书写 H 正常 83.14 0.831

音乐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84.34 0.843

美术基础与欣赏 H 正常 87.2 0.872

*课件制作与应用 H 正常 81.2 0.790

形体与舞蹈 H 正常 91.28 0.913

教师礼仪 H 正常 92.12 0.921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M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89.05 0.891

4-2 教学实施

儿童发展心理学 M 正常 77.42 0.774

0.784

*教育心理学 H 正常 82.57 0.850

*课程与教学论 M 正常 73.85 0.760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正常 85.7 0.840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M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82.13 0.910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82.42 0.850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M 正常 86.2 0.870

*课件制作与应用 H 正常 81.2 0.790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H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89.05 0.891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H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87.29 0.873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H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87.43 0.880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H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86.57 0.866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H 正常 85.71 0.857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21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M 正常 83.53 0.840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H 正常 95 0.910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H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84.42 0.844

*小学科学教育 H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78.75 0.860

4-3 教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H 正常 75.91 0.830

0.818

*教育测量与评价 H 正常 83.21 0.870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L 正常 85.71 0.857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毕业论文 H 正常 0.796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L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82.13 0.910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L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87.43 0.880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M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82.42 0.850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M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86.57 0.866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M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87.29 0.873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H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89.05 0.891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L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84.42 0.844

*小学科学教育 M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78.75 0.860

*小学数学解题研究 H 正常 93.75 0.950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L 正常 95 0.910

5.【班级指导】

5-1 班级管理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 M 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 87.59 0.880

0.869

0.814

小学班队管理 H 正常 86.53 0.865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5-2 班级活动

儿童发展心理学 M 正常 77.42 0.774

0.814
小学班队管理 M 正常 86.53 0.865

儿童卫生与健康 H 正常 83.1 0.831

小学生心理辅导 H 正常 85.89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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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6.【综合育人】

6-1 学科育人

心理学原理 M 正常 75.54 0.755

0.760

0.760

儿童发展心理学 H 正常 77.42 0.774

*人类与自然 M 正常 81.19 0.800

人类与社会 M 正常 83.16 0.832

音乐基础与欣赏 M 正常 84.34 0.843

美术基础与欣赏 M 正常 87.2 0.872

形体与舞蹈 M 正常 91.28 0.913

*儿童文学 M 正常 81.93 0.896

*中外文学作品选 M 正常 81.71 0.800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85.71 0.857

*写作 M 正常 75.87 0.760

*教育实习 M 正常 88.23 0.897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H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82.13 0.910

*小学语文阅读与鉴赏 M 小学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 87.43 0.880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M 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 82.42 0.850

小学语文表达与交流 M 小学口语交际与作文教学 86.57 0.866

*小学科学教育 H 小学科学实验与科技制作 78.75 0.860

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 M 小学汉字基础与识字写字

教学
87.29 0.873

小学数学数与代数 M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84.42 0.844

汉语基础 M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80.28 0.803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H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89.05 0.891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95 0.910

6-2 活动育人

大学体育 H 正常 87.05 0.871

0.863小学班队管理 H 正常 86.53 0.865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M 正常 85.19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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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心理辅导 L 正常 85.89 0.859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H 正常 86.2 0.870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7.【学会反思】
7-1 发展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正常 87.36 0.874

0.8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L 正常 79.62 0.79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正常 84.43 0.844

心理学原理 L 正常 75.54 0.755

中外教育史 M 正常 84.61 0.846

*教育心理学 L 正常 82.57 0.850

教育哲学 M 正常 85.25 0.85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H 正常 75.91 0.830

*人类与自然 L 正常 81.19 0.800

人类与社会 M 正常 83.16 0.832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85.71 0.857

创新创业实践 H 正常 85.7 0.857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毕业论文 H 正常 0.796

微格教学训练与技能考核 M 微格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与考核
89.05 0.891

*教育原理 M 教育学原理 83.91 0.870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 M 正常 95 0.910

高等数学 M 高等数学 D1 82.48 0.840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87.31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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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正常
87.36 0.874

形势与政策 M 正常 85.7 0.857

*大学英语 M 正常 72.7 0.710

大学计算机基础 M 正常 85.14 0.851

创业基础 H 正常 89.13 0.891

*课程与教学论 H 正常 73.85 0.760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H 正常 85.7 0.840

教育统计学 M 正常 81.73 0.817

*教育测量与评价 M 正常 83.21 0.870

*课件制作与应用 M 正常 81.2 0.790

创新创业实践 M 正常 85.7 0.857

*教育实习 M 正常 88.23 0.897

*小学数学思想方法 M 正常 83.53 0.840

*毕业论文 M 正常 0.796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87.31 0.873

8-1 协同合作

大学体育 M 正常 87.05 0.871

0.813 0.757

创业基础 H 正常 89.13 0.891

儿童卫生与健康 M 正常 83.1 0.831

教师礼仪 M 正常 92.12 0.921

创新创业实践 H 正常 85.7 0.857

社会责任教育 M 正常 79.05 0.791

*教育实习 M 正常 88.23 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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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M 高等数学 D1 82.48 0.840

8-2 沟通交流

*大学英语 H 正常 72.7 0.710

0.757

大学生心理健康 M 正常 86.43 0.864

大学计算机基础 L 正常 85.14 0.851

大学语文 H 正常 78.62 0.786

创业基础 M 正常 89.13 0.891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L 正常 75.91 0.830

汉语基础 L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80.28 0.803

小学班队管理 L 正常 86.53 0.865

小学生心理辅导 M 正常 85.89 0.859

教师口语 H 正常 84.25 0.843

创新创业实践 M 正常 85.7 0.857

*教育实习 H 正常 88.23 0.897

*毕业论文 M 正常 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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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毕业生问卷调查的定量评价

为进一步了解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我们采用问卷

调查法，通过自评（毕业生）的方式对本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进行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调查评价。最终，156 名本科毕业生完成了自评问卷，占总人数的 98.7%。

调查问卷由 20 条毕业要求指标点组成，每个题目均按照“优秀、良好、中等、合

格、较差”五个等级进行评定。调查结束后，对收到的所有调查问卷进行量化的统计计

算，其中，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于“0.95、0.85、0.75、0.65、0.5”五个分值。用每个

题目的平均分作为指标点的达成值，以毕业要求分解的多个指标点里的最小值作为某一

毕业要求的达成值，基于毕业生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结果详见表 5。

表 5 基于毕业生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结果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评价等级

总计

指标

点达

成情

况

毕业要

求达成

情况
优

秀

良

好

中

等

合

格

较

差

1.【师德规范】

1-1 价值认同 115 41 0 0 0 156 0.92

0.911-2 依法执教 108 48 0 0 0 156 0.92

1-3 职业道德 101 52 3 0 0 156 0.91

2.【教育情怀】

2-1 职业认同 97 55 4 0 0 156 0.91
0.91

2-2 潜心育人 96 58 2 0 0 156 0.91

3.【学科素养】

3-1 通识知识 77 72 7 0 0 156 0.89

0.893-2 学科知识 77 72 6 1 0 156 0.89

3-3 教育知识 78 70 7 1 0 156 0.89

4.【教学能力】

4-1 教学技能 62 80 11 2 1 156 0.88

0.884-2 教学实施 63 86 6 1 0 156 0.89

4-3 教学研究 69 79 6 2 0 156 0.89

5.【班级指导】

5-1 班级管理 63 81 11 0 1 156 0.88
0.88

5-2 班级活动 60 85 10 0 1 156 0.88

6.【综合育人】

6-1 学科育人 71 77 8 0 0 156 0.89
0.89

6-2 活动育人 67 79 9 1 0 156 0.89

7.【学会反思】

7-1 发展能力 67 78 10 1 0 156 0.89
0.89

7-2 反思能力 70 77 8 1 0 156 0.89

8.【沟通合作】

8-1 协同合作 74 74 6 2 0 156 0.89
0.89

8-2 沟通交流 73 76 7 0 0 156 0.89

（三）基于定量数据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

1、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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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整合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和基于问卷调查的达成情况，教育学院教学工

作委员会经过认真研讨，并结合相关专家意见，本次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对以上两个

数据进行了加权，最终计算出了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值。

具体公式为：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计算的达成值×70%+基于问卷调查达成情况计

算的达成值×30%。

从总体结果来看，2023 届本科毕业生较好达到了本专业毕业要求，八条毕业要求的

达成值在 0.777~0.833 之间；毕业生在师德规范、教育情怀、教学能力、班级指导、综

合育人、沟通合作六条毕业要求指标较高，达成值在 0.80 及以上，在学科素养、学会

反思两条毕业要求指标略低，达成值在 0.80 以下。

这表明，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较好，通过四年的培

养，毕业生在“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在学科素养、学会反思等方面仍有需要进一步努力改进。每条毕业要求的指标点之间

有达成值的略微差异。同一个毕业要求存在合格和优良的达成状况差异，表明毕业要求

的分解和落实仍需优化。

表 6 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结果

毕业要求 指标点

基于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的毕

业要求达成值

基于问卷调查

达成情况的毕

业要求达成值

总达成值

1.【师德规范】

1-1 价值认同
0.792

0.792

0.92

0.91

0.830

0.83
1-2 依法执教

0.873 0.92 0.887

1-3 职业道德
0.854 0.91 0.871

2.【教育情怀】

2-1 职业认同
0.780

0.774
0.91

0.91
0.819

0.822-2 潜心育人
0.774 0.91 0.815

3.【学科素养】

3-1 通识知识
0.748

0.748

0.89

0.89

0.791

0.79
3-2 学科知识

0.773 0.89 0.808

3-3 教育知识
0.788 0.89 0.819

4.【教学能力】

4-1 教学技能
0.798

0.784

0.88

0.88

0.822

0.82
4-2 教学实施

0.784 0.89 0.816

4-3 教学研究
0.818 0.89 0.839

5.【班级指导】

5-1 班级管理
0.869

0.814
0.88

0.88
0.872

0.835-2 班级活动
0.814 0.88 0.833

6.【综合育人】

6-1 学科育人
0.760

0.760
0.89

0.89
0.799

0.806-2 活动育人
0.863 0.89 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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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会反思】

7-1 发展能力
0.804

0.729
0.89

0.89
0.830

0.787-2 反思能力
0.729 0.89 0.777

8.【沟通合作】

8-1 协同合作
0.813

0.757
0.89

0.89
0.836

0.808-2 沟通交流
0.757 0.89 0.797

2、具体分析

（1）师德规范的达成情况

师德规范的达成值为 0.83,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师德规范。其中，师德规

范的分指标点“价值认同”、“依法执教”、“职业道德”的达成值分别为 0.830、0.887、

0.871，均为较好达成。

“价值认同”较好达成，这说明本届毕业生热爱祖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

精神，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

“依法执教”较好达成。这说明本届毕业生热爱小学教育事业，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政策，遵守与儿童权利和小学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具

有依法执教意识。

“职业道德”较好达成。这说明本届毕业生以立德树人为己任，爱岗敬业，为人师

表，具有良好的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有志成为 “四有”好教师。

（2）教育情怀的达成情况

教育情怀的达成值为 0.82，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具有深厚的教育情怀。教育情怀的

分指标点“职业认同”和“潜心育人”的达成值分别为 0.819 和 0.815。

“职业认同”较好达成。这说明本届毕业生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和积极向上的情感，

以及正确的教育观、师生观、职业观和劳动观，认同小学教育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

小学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与特殊性，具有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意愿和事业心。

“潜心育人”较好达成。这说明本届毕业生具有较高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能够

践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富

有爱心、责任心、耐心、细心，能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毕业生在读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社会实践调查并撰写

报告，同时主动参与各种专业实践活动、暑期“三下乡”支教活动、聆听师德养成报告

等教育情怀养成活动，在各类活动中不断养成教育情怀。通过参加各类教育实践，毕业

生深入地了解了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和专业要求，认同教师工作的价值，树立科学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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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观和教师观，热爱教育事业，乐于从教。

（3）学科素养的达成情况

“学科素养”的达成值为 0.79，表明 2023 届毕业生掌握了小学教育专业教育知识。

学科素养的分指标点“通识知识”、“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的达成值分别为 0.791、

0.808、0.819。

“通识知识”达成。这表明毕业生具有一定的科学、人文、艺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知

识，以及相应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掌握一定的综合性知识。

“学科知识”较好达成，这表明毕业生基本掌握了小学语文或小学数学课程的体系

与知识点，能够准确的把握学科内容；掌握一定范围内的学科基础知识，学科专业基础

知识面较为广博。

“教育知识”较好达成。这表明本届毕业生熟知小学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要

求和基本原则；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领域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注重各领域知识

的联系和整合；掌握具体教育情境中灵活运用教育类知识的基本方法。

在课程学习、教育实践（三习）、毕业论文等环节，毕业生较好地掌握了“通识知

识”、“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形成了整合性知识结构。2023 届毕业生在教育学

原理、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小学班队管理、教育心理学等核心课程的平均

成绩为 80.86 分，取得较好成绩，具有比较扎实的教育知识基础。在课堂和课外学习中，

毕业生积极思考所学知识，在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实践环节中能不断反思、

应用，了解和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体发育、认知、情感、社会性等特点，建立教学

知识的内在联系。同时将所学知识与调查研究、毕业论文等环节相联系，初步习得自主

拓展、交流合作、研究反思等学习方法与策略。毕业生扎实的教育知识受到实习学校领

导和指导老师的一致好评。

（4）教学能力的达成情况

教学能力的达成值为 0.82，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教育教学能力。教

学能力的分指标点包括“教学技能”、“教学实施”、“教学研究”，达成值分别为 0.822、

0.816、0.839。

“教学技能”较好达成。这表明毕业生具备一定的小学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能够

开展流畅的教学，做好教学课件；能够书写规范汉字；能够开展有效的师生等沟通能力。

“教学实施”达成较好。这表明毕业生能依据小学教材的特点，熟练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合理利用和整合资源，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能够结合当前小学生身心特点有效

进行教学设计；能够从整体教学角度有效进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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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较好达成。这表明毕业生实践能力得到充分训练，在日常学习中能够

严格要求自己的实践能力；能够有效运用观察、谈话、作业分析等方法，客观、全面地

评价小学生；能够运用评价结果不断反思和改进教育教学活动。

本届毕业生有较好的教学能力，专业技能测试通过率 100%；教育实习全部通过，优

秀率达 32.91%。同时，毕业生具备反思评价能力，在相关课程学习和教育实习、研习过

程中，能够运用适切的评价工具记录儿童学习与发展情况，分析其行为表现的成因和身

心发展需要，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

（5）班级指导的达成情况

班级指导的达成值为 0.83，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具有优良的班级指导能力。班级指

导的分指标点包括“班级管理”、“班级活动”，达成值分别为 0.872、0.833。

“班级管理”达成。这说明本届毕业生熟悉班级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能够根

据小学班级的特点，建立良好的班级秩序与规则，具备一定的班级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

处理等班级管理能力。

“班级活动”较好达成。这表明毕业生能够以小学生为中心，合理规划利用时间、

空间与资源，创设有助于小学生成长、学习和游戏的良好班级活动，能够为人师表，建

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创造丰富多样的班级活动。

毕业生能够掌握班级组织管理的方法和要点，具备合理规划班级时间和空间、利用

环境资源，创造适宜丰富的教育活动的班级管理能力。本届毕业生在读期间，《小学班

队管理》课程的成绩优良；同时，在实习期间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协助班主任完成各项

班级常规管理以及各项班级活动开展，深受淮南市淮师附小、田家庵区十六小、田家庵

区十八小等多所实习学校领导、教师的高度评价，也深受实习学校小学生们的喜爱，在

教育实习质量评价的“班级管理”指标中，实习学校对毕业生的评价普遍为“优良”等

级。

（6）综合育人的达成情况

综合育人的达成值为 0.80，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具有较好的综合育人能力。综合育

人的分指标点包括“学科育人”、“活动育人”，达成值分别为 0.799、0.871。

“学科育人”达成。这表示毕业生能够结合学科知识、学科特点、学科教学方式等

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育人活动；能够有意识的将知识传授与学生思想发展紧密的结合起

来。

“活动育人”较好达成。这表示毕业生能够关注小学生心理健康及个体差异，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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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学生的社会性—情感发展特点和规律，组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帮助小学生养成

良好的意志品质、学习品质和行为习惯。

毕业生重视学科和活动的教育价值，利用各种契机展开随机教育，整合多方资源全

面育人，促进儿童社会性-情感发展。毕业生能够捕捉儿童同伴关系、好奇心、创造力

等发展契机，展开随机教育；能够使用面对面交流、网络交流等多种方式，利用小学学

校环境、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开展班级开放日、主题班会等活动，整合资源全面育人。

在教育实习质量评价的“综合育人”表现性评价中，实习学校对毕业生的评价多为优良。

（7）学会反思的达成情况

学会反思的达成值为 0.78，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学会反思”

的分指标点包括“发展能力”、“反思能力”，达成值分别为 0.830、0.777。

“发展能力”较好达成。这说明毕业生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外

小学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合理的学习和职业生涯规

划；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

“反思能力”达成。这说明毕业生能够初步掌握基本的反思方法和技能，能够主动

收集与分析相关信息，不断进行反思；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分析和解决问题。

毕业生能够运用多种教育研究方法，调查小学教育教学的现实需求和实践问题，初

步具备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反思能力。毕业生积极主动收集实践活动信息，在教

师指导下撰写教案、观察计划、反思日志、实践报告等。在毕业论文与科研训练中，毕

业生能够应用观察、访谈、问卷等方法，研究儿童身心发展与小学教育教学问题。毕业

生在校期间申请“百优创新基金项目”、“挑战杯”培育项目、“互联网+创新创业项

目”等科研课题，熟悉选题、综述、设计、调查、撰写等主要研究流程。毕业生将毕业

论文选题与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94.93%的毕业论文属于小学教育领域的实践应用研

究，选题主要来源于教育见习、实习与研习环节。

（8）沟通合作的达成情况

沟通合作的达成值为 0.80，表明 2023 届毕业生具备较好的沟通合作能力。沟通合

作的分指标点“协同合作”、“沟通交流”的达成值均分别为 0.836 和 0.797。

“协同合作”较好达成。这表明毕业生理解并认同学习共同体的价值，掌握团队协

作的基本策略，能够在社团活动、教育见习、实习和研习等实践活动中积极开展小组互

助、合作学习和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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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达成。这说明毕业生具有语言与文字表达、信息获取与处理、交流沟

通等能力，掌握基本沟通合作的技能与方法；乐于倾听、善于表达，能够与小学生、家

长、教师、同学等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毕业生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合作技能，在课程学习、

科研训练、教育实习、社会实践中多次反复开展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沟通交流的能力

得到不断地培养。毕业生具有参与和组织共同体活动的经验，在课程学习中主动联系教

师担任教学助手，在小组合作课外活动中，能发挥团队作用。在教育见习、实习和社会

实践中主动地同实习学校指导老师、家长进行友好沟通与交流。所有毕业生参与教育实

习、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学会倾听儿童，掌握同家长、社区、同学、指导教师沟通

的技巧。

三、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定性分析

小学教育系先后走访了淮南市淮师附小、田家庵区第十六小学等实践单位，就本专

业毕业生在“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四个方面的表现广泛征求了

意见。各单位普遍认为，淮南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能够较好地践行师德、关爱

学生，在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中体现出专业知识掌握扎实、教育教学能力突出、善于利用

多种资源综合育人，有着较好的研究能力、善于反思、沟通能力较好。各方面的表现符

合小学教育工作发展的需要，其知识、能力和素质符合小学教育教师的岗位需求，人才

培养质量较高。

小学教育系在2023年 7月针对2023届毕业生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开展了专题教研

活动。本专业教师围绕 “一践行、三学会”对本届毕业生进行评价。大家一致认为 2023

届毕业生整体素质较高，达到了本专业所设置的毕业要求。

由于教育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教学管理人员指导和审核了本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修订工作，他们对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意见尤为重要，

因此，小学教育系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倾听了来自相关方的意见。相关人员一致认为，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较好，整体素质较高。可以预测本届毕业生 5年以后均将成

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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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发现的问题与持续改进措施

（一）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存在的问题及持续改进措施

1、存在的问题

（1）毕业要求的落实和评价机制需进一步健全

毕业要求的落实涉及到全体教师、学生的投入，师生是协商、制定、修订毕业要求

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由于时间限制，本次毕业要求的逐条分解和落实由全体教师、实践

基地代表、毕业生代表参与完成，征询了在校师范生对毕业要求的合理性评价意见，但

在研制各级毕业要求时暂未实现多方联动的理想状态。

（2）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标准需进一步完善

尽管在人才培养上思路比较清晰，但部分毕业要求评价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如师

德规范、教育情怀、班级指导、综合育人、沟通合作等，仅仅依靠量化的课程达成情况

评价结果和学生的自我评价，难以实现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价，缺少过程

性评价、表现性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

（3）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的衔接对应上需进一步改善

本专业召开了数次教研会议、集体备课，但在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的衔接对应上需

要专业教研的智库支持。部分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不够，课程评价任务与毕业

要求的关联度受限，影响了课程目标的达成值，进而影响了毕业要求的达成值。

（4）评价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需进一步提高

由于 2023 届前期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是传统的教学大纲，未能明确课程目标和毕业

要求的支撑关系，课程达成情况评价使用的是新标准和旧数据。在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值

时，本次分析评价使用的数据为学生课程考核总评成绩，而不是每门课程的目标达成值，

因此，数据的可靠性存在一定问题。

（5）毕业要求评价反馈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毕业要求评价工作的人员机制和过程机制较为完备，但反馈机制需要完善，保障评

价结果切实用于改进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持续改进措施

本次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评价属于首次开展，所得结果对完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继续发扬师德养成教育、教育实践等方面优势的同时，本专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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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改进和优化相应课程教学环节，建立更加完备的毕业要求评价机制。具体改进建议

与措施如下：

（1）定期召开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研讨会

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毕业要求达成的整体情况、课程支撑毕业要求的落实情况、课程

教学反馈、集体讨论四个环节，向全体教师公开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强调课程目标和

毕业要求达成计算取最低值的“兜底”原则，分析整体达成和落实过程中发现的常见问

题，告知和反馈课程目标达成值相对较低的任课教师，实现毕业要求结果产出和课程教

学、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质量保障等投入方面的良性循环。

（2）将应届毕业生离校座谈会列为常规工作

在 2023 届应届毕业生离校座谈会中，毕业生提出了加强学科素养、教学能力和学

会反思的培养力度，加强跨年级共同体建设等多条意见。这些意见与 2023 届毕业要求

的达成情况相契合，对后续制定和完善培养方案有重要意义。

（3）统筹考虑课程体系和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及时向课程目标达成值相对较低的任课教师提出反馈，沟通教学大纲、教案设计、

评价考核同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加强课程质量的过程性监测。

（4）制定毕业要求的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制度

针对师德规范、教育情怀、班级指导、综合育人、沟通合作等毕业要求，制定毕业

要求的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制度

（5）建立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多元评价机制

结合基于考试的定量评价和基于学生自评和他评的定性评价，建立较为全面、客观

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机制。

（二）2023 届毕业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持续改进措施

1、存在的问题

1.【师德规范】

师德规范分解为价值认同、依法执教和职业道德三个指标点。

（1）师德的养成体系不够完善，多依靠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及其他教育活动进行

培养。但课程思政元素在本届专业课程的教学环节中融入还不够深入，教师对于利用第

二、第三课堂培养师德规范的参与度也不够高。

（2）依法执教方面，主要靠思想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教师伦理与职业道德等理

论课程来支撑，学生虽然对国家教育法规有一定了解，但对于如何践行依法执教这方面

的实践体验还不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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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道德方面，缺少职业道德教育的深入实践活动，基础教育一线优秀小学

教师的示范引领不够。

2.【教育情怀】

教育情怀分解为职业认同和潜心育人两个分指标点。

（1）职业认同主要通过教育原理、中外教育史等专业课程教学以及教育见习、实

习等实践课程来支撑达成。但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渗透“职业认同”的方式方法还有待改

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学生对小学教育工作专业性的理解还停留在观念层

面和理论认知层面，尚缺乏深刻的体验，加上人生阅历的限制，学生对小学教育职业的

认同易受多种社会负面评价的影响。教育情怀的养成教育体系与机制尚待完善。

（2）潜心育人主要通过通识课程和专业实践课程的学习进行培养，但如何在理论

学习和实践环节中考核评价潜心育人的态度和行为达成情况，还需要丰富和优化评价方

法，要注重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3.【学科素养】

学科素养分解为通识知识、学科知识、教育知识三个指标点。

在通识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教育知识三个指标点的支撑课程和达成情况方面没有

明显问题。但在八个指标体系中，学科素养指标达成度相对较低，这其中通识知识达成

度最低，这表明多数课程的评价方式单一，对课程的过程性评价重视度不够，对知识的

巩固与强化程度不够，不能全面考量学生在该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

4.【教学能力】

教学能力分解为教学基本能力、教学实施和教学研究三个指标点。

（1）在教学基本能力培养方面已形成相对完整的课程支持体系，但缺乏有针对性

的、系统的、指标明确的技能考核。虽在理论上强调理论-实践并重、理论-实践结合，

但实际上倾向于重教轻实践，没有给予学生充分锻炼教学基本能力的机会。

（2）在教学实施方面，学生的小学教育基本技能总体较好，但各项技能水平发展

不均衡，在各类教学活动设计与组织实施能力上，语言、课件、教学设计等方面能力较

好，但由于本专业缺乏足够的艺术专业教师，在艺术课程实践环节上没有建立非常有效

的学生指导与督促机制，以致学生的弹、唱、跳、画等艺术表现技能普遍较弱，制约了

学生教学艺术性的提高。

（3）在教学研究方面，主要是通过核心基础理论课和实践实训等课程来支撑。通

过学习，学生理论上能够掌握小学教育评价的目的与方法，对小学教育活动的分析评价

能力有明显提高，但由于课程设置上存在的不足，学生在教育实习中表现出对小学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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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与评价的实践能力有限，不擅长利用多种方法了解和评价小学生行为，对实践中遇到

的教育问题也缺乏研究意识。

5.【班级指导】

班级管理包括班级管理和班级活动二个指标点。

通过《小学班队管理》与《儿童发展心理学》等课程的学习，以及教育见习和教育

实习的锻炼，学生熟悉了班级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为小学生开展日常班级活动，

基本胜任小学班级班会的组织与实施。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学生在班级管理实践经

验上仍显不足，班级管理的相关课程设置及其教学方法仍需优化改进。

6.【综合育人】

综合育人分解为学科育人和活动育人二个指标点。

通过通识性课程和实践类课程，学生树立了学生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理解

学科育人、活动育人的功能和价值，具有一定的育人实践能力，两者能力都较强。但由

于缺少足够的实践训练，协同育人的能力尚需加强，随机教育的应变能力也有待提高。

7.【学会反思】

学会反思分解为发展能力和反思能力二个指标点。

（1）在学生发展能力培养上，目前尚未构建起完善的课内外一体化的学生发展性

指导体系及工作机制，仅依赖相关课程的学习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指导需求。

（2）通过《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外教育史》等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的学习，以

及毕业论文和教育见习、实习等实践环节，学生已具有批判反思的意识，能够运用批判

性思维方法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问题分析。但在教育实践环节中也发现，不少学生对教

育实践的反思不够深刻，也没有养成反思的习惯。

8.【沟通合作】

沟通合作分解为协同合作和沟通交流两个指标点。

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践课程的学习，学生的沟通意识、沟通意愿明显提升，掌握了一

定的与人沟通的技能；小组合作和互助学习的意识及能力也有所增强，初步具备了与他

人合作互助的能力。但囿于与小学生及家长接触机会少，在教育实践中学生与他人进行

有效沟通的信心不足，不少学生未能掌握有效地与小学生及家长沟通的技巧。

2、持续改进措施

1.【师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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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完善的“师德养成体系”。加强师德教育课程建设，深入挖掘思政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教师教育课程以及专业教育课程中的师德教育元素。

（2）举办师德养成教育系列活动，利用好身边涌现的师德楷模对学生进行言传身

教，利用第二课堂、淮南好人馆、党史教育馆进行师德养成教育，培养学生的师德规范。

（3）利用微信、QQ 等传播媒介及时将国家最新教育政策法规推送给学生；与学院

党团学部门共同举办教师教育法规知识竞赛活动，强化学生依法执教能力的培养。

（4）制定师德规范达成情况的表现性评价标准及测评方案。

2.【教育情怀】

（1）采取多种途径涵养教育情怀。在新增《教师职业信念与师德养成教育》课程

中引入师德标兵和优秀教师的个人发展案例，促进学生对教育教学工作专业性的理解和

认同。

（2）通过微信、QQ 推送优秀教师事迹、组织观看有教育意义电影并撰写观后感等

方式，培养学生的从教意愿；引导学生以专业必读书目为基础拓展阅读面，开展多种形

式的读书活动。

（3）制定教育情怀达成情况的表现性评价标准及测评方案。

3.【学科素养】

（1）制定学生必读书目，细化学生读书笔记要求，完善学生成长档案袋，要求 4

年大学完成不少于 40 本经典书目阅读。

（2）加强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提高过程性评价在课程考核中的比重。

（3）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借助智慧课堂、翻转课堂、线下线下混合教学等

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4.【教学能力】

（1）加强与小学实践导师的沟通合作，切实提高实践教学指导的有效性，转变学

生重学轻教的观念，在教育见习和实习环节给予学生充分锻炼教学能力的机会，将教学

能力纳入教育实践能力考核范围。

（2）强化写、作、唱、画、讲、做等小学教师基本技能训练，要通过多种途径指

导和督促学生练习小学教师基本技能，包括完善校内外导师负责制，从大一开始为班级

配备学业导师，组建各种技能学习兴趣小组，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本专业教学案例库，邀

请优秀小学教师来校上示范课等，尽可能地全面提高学生的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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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学生对于小学生激励与评价实践能力较弱的问题，主要通过优化专业课

程体系，增加课堂评价的方式方法等途径，以及落实评价能力相关课程的实践环节来改

进。

5.【班级管理】

（1）调整专业课程实施方式，将原先《小学班队管理》改为理论＋实践型课程，

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强化课程的实践旨趣。

（2）将班级管理工作与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教学实践环节结合起来，在实践中

加大班级管理能力训练。

（3）教学时间安排上，将《小学班队管理》的部分课时安排在学生实习期间，以

便于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学生“从做中学”。

6.【综合育人】

（1）进一步修订《教育实习手册》，明确学科育人、活动育人的实习工作要求，

并作为实习成绩评定的依据，要求小学实践指导教师给学生下达明确的学科育人、活动

育人和家校共育活动任务，在实践中锻炼随机教育的应变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育人能

力。

（2）制定综合育人达成情况的表现性评价标准及测评方案。

7.【学会反思】

（1）在学生发展能力培养上，构建学生发展性指导机制。辅导员、班主任、学业

导师、理论与实践导师在学生指导工作中要分工明确，形成协同指导的合力；注重培养

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在反思能力培养上，在相关支撑课程的教学上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设

计问题导向的教学活动、布置反思性和探究性作业、增加发散思维的课程考核内容，促

进学生养成反思的习惯，提升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

（3）进一步丰富第二课堂及社会实践活动的载体和形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身

心健康教育的效果，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夯实发展后劲。

8.【沟通合作】

（1）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式教学，同时辅以小组作业，培养

学生学习共同体的意识，通过体验式学习亲身体会到学习共同体的重要性。

（2）党团学工部门要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团队式学科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协同合

作意识，提升他们的协同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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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学生通过选修沟通交流类通识选修课，参加相关讲座，从理论及实践上

掌握沟通交流的技巧；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参与团学活动，锻炼自己与他人沟通交流的勇

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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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淮南师范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办法（试行）

淮南师范学院文件
校评建〔2020〕3 号

关于印发《淮南师范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

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淮南师范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办法（试行）》经学校

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淮南师范学院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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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办法（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持续改进的质量

保障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

证实施办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等相关文件要求，探索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工作理念，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毕业要求达

成度评价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三条 各学院成立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组织，成员由二级学

院党政领导、教学系（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学院教学督导、

骨干教师代表、辅导员和校外专家组成。

第二章 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

第四条 评价依据。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以党的教育方针政

策、《国标》和相关专业认证标准为根本依据，以学校和专业办学目

标、定位为内部依据，以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为外部依据。

第五条 评价对象。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主要针对毕业 5 年

左右的毕业生进行。

第六条 评价主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主体，涵盖有关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二级学院、专业教师、学生、毕

业生、用人单位、实习实训单位、家长等利益相关方。

第七条 评价责任人。二级学院院长、党委（党总支）书记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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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的责任领导（主要责任人），分管教学

工作副院长是第一责任人，系主任（专业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

第八条 评价方法。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采用直接与间接、

定性与定量、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通过调研分析、问

卷调查、访谈交流、咨询研讨等方式进行。

第九条 评价周期。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每年进行一次。

第十条 评价程序。二级学院（专业）依据本办法和专业属性，制

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实施细则，开展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

评价，形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经二级学院教

学工作委员会审议后，报送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

第十一条 评价结果运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是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修订的重要依据。二级学院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委员

会审定提出的意见建议，督促专业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原则上

每四年组织一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修订工作。

第三章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第十二条 评价依据。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以《国标》、认证标准、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环节）质量监测结果为依据。

第十三条 评价对象。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针对应届毕业生进行。

第十四条 评价主体。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主体，涵盖本专业毕业

生、专兼职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用人单位、

学生实习实践单位等利益相关方。

第十五条 评价责任人。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是毕业要求

达成度评价的责任领导，系主任（专业负责人）是毕业要求达成度评

价的直接责任人。

第十六条 评价方法。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采用基于课程（教学

环节）考核成绩的定量分析法和基于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问卷调查

的定性分析法等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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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评价周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每年进行一次。

第十八条 评价程序。专业根据《**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

细则》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形成《**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报告》。二级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报告进行审

议。

第十九条 评价结果运用。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是课程与教

学环节设置和教学管理改进的重要依据，也是专业人才培养毕业要求

调整的主要依据。专业根据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

第四章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第二十条 评价依据。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以毕业要求、课程教

学大纲为依据。

第二十一条 评价对象。专业所开课程（含实践教学环节）均须进

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第二十二条 评价主体。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主体，涵盖授课教师、

学生、实习实训单位等利益相关方。

第二十三条 评价责任人。系主任（专业负责人）是课程目标达成

度评价的责任领导，授课教师（教学环节负责人）是课程目标达成度

评价的直接责任人。

第二十四条 评价方法。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主要采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可采用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进

行。

第二十五条 评价周期。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每学期进行一次。

第二十六条 评价程序。授课教师根据专业毕业要求和课程教学大

纲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形成《**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报告》，

交由教学系审议。

第二十七条 评价结果运用。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改进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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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依据，也是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修订的主要依据之一。授课

教师依据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审议意见和建议，制定改进措施，进一

步改进教学。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组织分工。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实行校院两级

分级管理和专业负责人负责制。学校统筹安排全校各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达成度评价工作，二级学院负责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与人

才培养工作的持续改进。学校定期对二级学院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

度评价工作进行检查。

第二十九条 评价文档保存。各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过程中形成的文档，包括

评价办法、评价过程性材料、评价报告、整改材料等，由二级学院整

理存档，要求材料完整、可追踪，保存六年。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

办公室负责解释。

淮南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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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淮南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文件
教育政〔2020〕27 号

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实施办

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评价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对师范类专业的毕业要求

进行多维度评价，检验和判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标准，

为本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淮南师范学院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办法（试行）》，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

第三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涵盖本专业八条毕业要求及二十二条

指标点的达成值和达成情况。

46



第二章 责任机构及主要职责

第四条 责任机构与责任人

责任机构：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组。组长为教学副院长；成员

包括系主任、教学管理人员、辅导员、骨干教师等。

责任人：系主任

第五条 主要职责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组：制定毕业要求达成标准与评价办法，

组织领导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实施。

系主任：全面负责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会同专业骨干

教师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反馈信息的分析总结工作；依据各类数据分析

和调研的结果，分析学生各项能力的长处和短板；研讨并形成专业持

续改进方案。

课程负责人：负责提供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所需的课程目标达成等

基础数据。

教学管理人员：协助系主任开展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主要职

责是收集、登记、整理、转送、保管各类学生学业成绩资料和评价反

馈材料等。

第三章 评价对象与周期

第六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每年进行一次，评价活动为每年 5-6 月

份开展，评价对象为本专业所有应届毕业生。

第四章 评价过程

第七条 数据收集内容

数据收集内容包括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全部课程（含实

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目标达成数据；基于本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的问

卷调查数据；基于专兼职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实习实践单位的管理

者、指导教师等利益相关方的走访座谈数据。

第八条 数据收集方法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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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 5 月份，由教学系主任汇总每门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数据；

根据本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编制相关问卷，以本专业所有应届毕业生

为样本开展问卷调查，收集毕业要求达成自评数据。

在每年 6 月份，系主任和骨干教师组成工作组走访实习实践单位，

召开各类座谈会，收集应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定性数据。

第九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基本程序

第一步：方案制定。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制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

方案，确定毕业要求达成标准；各专业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毕业要

求指标点与课程支撑矩阵，并计算每个指标点下三种支撑强度的设定

值；编制毕业要求达成调查问卷、访谈提纲。

第二步：数据收集。每年 5 月—6 月，毕业要求达成工作组组织

收集当年应届毕业生的各类定量和定性数据。

第三步：达成分析。以本专业应届毕业生所有课程的课程目标达

成值为基础数据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值；综合毕业要求达成值、访谈数

据、学生四年综合表现、自评数据等开展定性分析。

第四步：形成报告。从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情况、应届毕业生培养

过程等多方面查找不足、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形成《毕业要求

达成评价分析报告》，提交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

第五步：结果反馈。教学系组织召开“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反馈会”，

向利益相关方反馈本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并征求相关改进建

议，保障评价结果切实用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第六步：材料存档。《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分析报告》交学院教科

研办公室存档，评价分析报告保存六年。

第五章 终结性评价方法

第十条 直接评价

（一）评价依据：课程目标达成值；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

撑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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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程序：（1）合理性审查：确定和审查毕业要求各指标

点分解和相关支撑课程的合理性；（2）权重分配：对支撑各条毕业要

求的课程进行权重分配，支撑各条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所有课程权重之

和为1；权重分配应按照该课程对毕业要求能力达成的贡献度进行赋

值。（3）计算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用指标点下课程目标达成

值与该课程的支撑权重相乘得到该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度，

指标点下所有课程支撑度的总和为该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4）计

算各项毕业要求达成值：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最小值作为该

项毕业要求达成值。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计算公式一：

D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

Di—编号为 i 的课程目标的达成值；

Wi—编号为 i 的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权重。

第十一条 间接评价

（一）评价依据：应届毕业生问卷调查的自评数据；利益相关方

的反馈数据。

（二）评价程序：（1）问卷编制：根据本专业毕业要求各指标点

设计能力评价类的问题。（2）问卷调查：通过在毕业生中开展问卷调

查获得毕业生的自评数据。在调查问卷中，对应于每个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评价均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较差”五个等级。（3）量

化处理：调查结束后，对收到的所有调查问卷进行量化的统计处理，

其中，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于“0.95、0.85、0.75、0.65、0.55”五个

分值。（4）达成值计算：以每个毕业要求指标点获得的平均分作为毕

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最小值作为该项

毕业要求达成值。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计算公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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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

Xi—编号为 i 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评价分数；

N —评价主体的人数。

在间接评价中，系主任还要拟定访谈提纲，召开各类座谈会，通

过专兼职教师、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实习实践单位等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反馈，进一步了解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第十二条 达成标准

根据《淮南师范学院全日制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修订）》（校

教学〔2020〕2号）第四条（四）规定：“虽取得毕业资格，但专业核

心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00或所修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足1.80

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结合课程绩点计算方法，本专业将毕业要求

达成期望值设定为0.70，即达成值≥ 0.70为达成。

第六章 形成性评价方法

第十三条 形成性评价机制

为了保障毕业要求达成评价依据的合理性，本专业构建了形成性

评价机制。通过新学期专业建设会议、集体备课、常规性课堂教学等

多种活动，以描述性反馈和建设性反馈、线上反馈和线下反馈等多种

方式，及时将毕业要求达成进展情况告知全体师生，对相应的教学环

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合理分解、落实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全体任课教师和利益

相关方群策群力制定清晰、公开的八条毕业要求，并分解为可衡量的

指标点。1 个毕业要求一般分解为 2-3 个指标点，每个指标点对应至

少 3 门支撑课程，支撑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课程和课程对指标点的

支撑强度依据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相关度进行确定，支撑一

个分解指标点的所有课程的权重之和为 1，支撑强度值按照 3/2/1

（H/M/L）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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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教师落实并合理地考核、评价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本专业组

织集体备课、集体教研、专业研讨等，加强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

学实施、课程考核等各环节的动态监测，提高毕业要求评价的规范性，

保障毕业要求评价和课程考核相对应。

三是制订周期性的评价计划。围绕评价周期、评价人员、数据收

集与反馈、评价活动形式等，通过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表现性评价和

档案袋评价三种方式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形成性评价，定期了解学生与

毕业要求达成的差距。

第十四条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一）评价周期：每半年1次

（二）评价主体：课程负责人

（三）评价程序：课程负责人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确定考核形式和

内容。期末考核要求反映高阶认知能力的题目不低于 50%，试题覆盖

教学大纲中的教学内容不低于 70%，要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命题结

束后填写《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批表》，报系主任、教学副院长逐级审

批；平时考核依据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要有

明确的评分细则。课程考核结束后开展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系主任对

本学期所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根据课程目标达成

情况来判断毕业要求的达标情况，并根据达成情况适当调整教学计划。

第十五条 表现性评价

（一）评价周期：每半年1次及以上

（二）评价主体：课程负责人、辅导员、师范生

（三）评价程序：表现性评价有两种，分别是课堂学习或实践活

动过程中的表现性评价，根据师范生持续参与和完成学习任务的真实

表现来判断相应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作品展示、小组汇报等学习结

果的表现性评价，根据师范生提交的任务作品或其它表现性任务来判

断毕业要求的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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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负责人：教学副院长、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系主任

第十六条 档案袋评价

（一）评价周期：每年1次

（二）评价者：辅导员、师范生

（三）评价程序：在培养过程中，收集反映毕业生八条毕业要求

渐进式达成和成长过程的代表性作品，由毕业生参与制作和分析档案

袋，调动师范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促进毕业生毕业要求的达成。

第七章 评价结果与运用

第十七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毕业生、课程负责

人、学院教学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用于课程、教学环节

设置和教学管理改进，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构建基于学生发展

的反馈机制，以实现专业的持续改进。持续改进效果由学院教学工作

委员会在下一轮毕业要求达成评价中确定，形成“评价—反馈—改进”

闭环。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育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教育学院

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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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教育学院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工作方案

淮南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文件
教育政〔2023〕20 号

教育学院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

工作方案

为有效评价教育学院毕业生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检验和判断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是否达到预期标准，为专业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提供

依据。根据学院《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

的要求，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评价对象

教育学院各专业 2023 届毕业生。

二、评价工作组

组长：廖军和

副组长：王刚、万军

成员：董从勋、曹丽、李艳玲、郭瑞

三、评价方法

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直接评价依据课

程目标达成数据；间接评价依据学生自评数据、利益相关方座谈会等。

达成标准：达成值≥ 0.70 为达成。

（一）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直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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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依据：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

2、评价流程：a.合理性审查：确定和审查毕业要求各指标点分解

和相关支撑课程的合理性；b.权重分配：对支撑各条毕业要求的课程

进行权重分配，支撑各条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所有课程权重之和为 1；

权重分配应按照该课程对毕业要求能力达成的贡献度进行赋值。c.计

算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评价值：用指标点下各类强度中的

课程最小值与赋值权重相乘，再乘以对应的课程门数，然后各类课程

支撑度的总和作为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d.计算各项毕业要

求达成值：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达

成值。

（二）基于毕业生问卷调查的间接评价

1、评价依据：基于应届毕业生自评数据

2、评价流程：a.问卷编制：根据本专业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设计能

力评价类的问题。b.问卷调查：通过在毕业生中开展问卷调查获得毕

业生的自评数据。在调查问卷中，对应于每个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评价

均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较差”五个等级。c.量化处理：调

查结束后，对收到的所有调查问卷进行量化的统计处理，其中，五个

等级分别对应于“0.95、0.85、0.75、0.65、0.55”五个分值。d.达

成值计算：以每个毕业要求指标点获得的平均分作为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值，取该项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达成

值。

（三）基于利益相关方座谈会的间接评价

1、评价依据：基于座谈会的他评数据

2、评价流程：系主任拟定访谈提纲，召开各类座谈会，通过专兼

职教师、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实习实践单位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反馈，进一步了解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四、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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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在认真分析和总结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总体评价结果

的基础上，形成《***专业 2023 届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分析报告》。

该分析报告应针对每一条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

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持续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报告由各系主任提交

给学院，学院教学工作分委员会对各专业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进

行审核。

五、评价结果的利用

各专业结合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查找教学环节和课程体系的

薄弱项，持续改进同时，用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教育学院

2023 年 6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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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利益相关方对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访谈提纲

利益相关方对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访谈提纲

（用于学生实习实践单位、专兼职教师、辅导员、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对毕业生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进行定性评价）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

访谈内容：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

访谈内容：

请您对我校小学教育专业 2023 届毕业生在“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

会发展”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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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调查问卷（毕业生）

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关注并填写本问卷。本问卷旨在了解您在淮南师范

学院四年的学习是否达成了小学教育专业所设定的毕业要求。以下是小学教育专业的

19条毕业要求指标点描述，请您根据自己的达成情况进行如实评价。您的回答将为我们

提供十分宝贵的资料，请您认真阅读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并完成问

卷题目。问卷所有信息将严格保密，并仅用于调查研究，请您放心作答。 感谢您的信

任与配合！

教育学院小学教育系

请您认真读懂每句话的意思，然后根据该句话与您自己实际达成情况进行评价，在相应

的等级上点选。

评价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合格、较差

1.您的姓名

2.您的性别是？

3.您的毕业届别（哪年从淮南师范学院毕业）？

4.1-1 价值认同：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国家观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1-2 依法执教：能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树立法律意识，维护学校、学生和教师

的合法权益。

6.1-3 职业道德：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恪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立志成为

“四有”好老师。

7.2-1 职业认同：热爱教师职业，爱岗敬业，有真诚的教育理想和责任担当，志愿献身

教育事业。

8.2-2 潜心育人：具备良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尊重学生，关爱学生，

有志做学生学习的引导者、道德品格的好榜样、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9.3-1 通识知识：了解中国教育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具有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知识。

10.3-2 学科知识：系统掌握小学学科知识，具有小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指导的方法

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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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教育知识：系统掌握小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并熟悉各

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系统掌握小学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条件性知识，

拥有小学学科教学的综合知识。

12.4-1 教学技能：扎实掌握“三字一话”、现代教育技术和艺体类基本技能。

13.4-2 教学实施：能够依据所教学科课程标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

运用学科教学知识进行有效教学设计。

14.4-3 教学研究：能够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能指导学生

学习，并运用多种方式开展多元评价。

15.5-1 班级管理：掌握小学德育、班主任工作的原理和方法，自觉开展德育工作；掌握

班集体建设的原理和方法，具有班集体建设和管理的能力，有效组织和管理班集体。

16.5-2 班级活动：能够整合各种教育资源，针对班级实际和小学生的特点，开展丰富多

彩的班级活动；遵循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疏导和扶助。

17.6-1 学科育人：理解学科育人价值和意义，能够将思想品德教育与人格教育融入学科

教学实践，有效指导学生发展。

18.6-2 活动育人：学会创设学校和班级育人的文化环境，掌握组织主题教育、小学班队

活动和社团活动的方法，发挥活动育人功能，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19.7-1 发展能力：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能科学地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针对小学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相关研究，不断提

高小学教育教学质量。

20.7-2 反思能力：理解反思的重要性，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形成反思习惯和能力，

能够基于反思，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改进教育教学工作

21.8-1 协同合作：充分认识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备团队协作精神，积极主动参与或组

织小组学习、专题研讨、团队互助等学习活动。

22.8-2 沟通交流：掌握沟通技能，善于倾听，具备与同事、学生、家长等有效沟通交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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