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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师范专业认证体系的框架下,深入探索物理学师范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秉持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成果产出的理念,以学科竞赛为平台,充分利用其优势,结合物理学的专业知识和特性,精心构建了一

套满足专业需求的实践教学新模式,同时积极贯彻思政教育,建立了相应的思政评价体系,旨在为物理学

师范院校的师范生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一套创新且有效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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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orm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explore physics normal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uphold the student as the center,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output, to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s a platform, make full use of its advantages, combin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s, carefully build a set of new mode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actively,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established the corresponding ideological evaluation system, aims 

to physics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practice reform to provide a set of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new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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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部推动师范专业认证,深化培养体系改革,提出

了“一践行,三学会”要求：践行师德、学会教学、育人和发

展,师德培养成为师范生培养的核心任务,贯穿师范生培养全

过程[1]。其中教育部〔2019〕10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中强调师德师风教育的重要性[2]。“三

学会”要求师范生具备教育教学、管理、自我发展能力,能将理

论应用于实践[3]。师范生专业认证评价体系把践行师德作为师

范生培养的首要任务来抓,而且要求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同时

还需将师德修养与职业能力培养融入立德树人任务中[4]。新时

代师范生培养需必须以职业能力与师德修养协同发展为轴,深

度融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战略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实践教育是职业能力与师德修养的融合载体,以“知行合一”

为纽带,贯通能力锻造与价值内化的双向赋能链路。 

对师范生的实践教育提供了将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

动的广阔舞台,通过实践训练能将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

动,提高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从而更加坚定自己专业认同和学科理念。实践教育能使师范生

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从

而全面提升师范生的素质价值和学科能力。 

物理作为实践性强的自然学科,对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要

求严格。实践教学是培养该能力的有效途径[5],但师德师风、学

科素养培养面临着模式单一、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物理学

科竞赛因其专业特点,能有效培养师范生创新能力与应用实践

能力,成为实践教学的有益补充。参与竞赛能综合提升师范生创

新、教研与自我实现能力,故被纳入物理师范实践教学中,因此

在师范专业认证推动下,物理特色的实践教学内容将不断丰富

和完善。 

本文以云南楚雄师范学院物理学(师范类)专业为授课对象,

在累计多年实践教学经验上,探讨边疆少数民族地方高校的

物理师范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和职业道德学科素养培养方式

与途径。 

1 物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为了与国家基础教育政策和学校办学定位符合,与基础教

育需要结合紧密,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形成逻辑关联,反映毕业

生五年左右发展预期,我校物理专业拟定了“重师德、强基础、

突能力、专业与教师教育融合”的边疆民族地区应用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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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培养目标中明确了将“师范生师德修养和职业能力”培

养落实到“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中,是坚持师德为先,根植教

育情怀,着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边疆民族地区

教师。得益于我校悠久的办学历史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师德教育

和教育情怀培育贯穿专业教育始终,本专业已培养了2500名优

秀中学物理教师,他们分布在云南边疆城镇、乡村,他们热爱教

育事业,坚守岗位,努力奉献,绝大多数毕业生有着浓厚的师德

情怀,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了边疆民族地区引领中学物理教学

改革的中坚力量。 

2 学科竞赛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物理学科竞赛作为实践教育中的一块阵地逐渐被纳

入人才培养体系中,作为培养学生教育实践创新能力的载体备

受重视,竞赛种类日益丰富,如物理学术竞赛(CUPT)、物理实验

创新大赛、教学技能、微课、教具等。主要目的是锻炼学生专

业技能,提升专业素质,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对学生培养有积

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1)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引导,定位不准,老师倾向学术

竞赛,学生更偏爱体现专业特点的竞赛,导致竞赛面窄,需统一

有效的组织管理。 

(2)竞赛氛围不足,环境依托实验室和教室,影响训练结果,

不利于作品保存、展示及经验传承。 

(3)老师指导积极性不高,因投入大、成效不如科研显著。老

师稀缺,学生面对挑战无从下手,缺乏创新和勇气,易放弃。 

(4)参与学生需有专业知识和解决问题能力,四年级学生精

力有限,其他年级知识储备不足,畏难情绪严重,参与坚持到底

的学生少。 

(5)学科竞赛虽写入人才培养方案,但第二课堂学分认定不

完善,老师指导缺乏有效认定机制,投入大回报不确定,“以奖代

补”难以激励,师生积极性难保障。 

(6)缺乏有效奖励机制,宣传不到位,学生遇困难易放弃。功

利性思想影响,看不到拿奖希望即放弃,不利于长期实践教学效

果与竞赛经验积累。 

(7)学科竞赛对师范生培养效果显著,提升专业素养与职业

道德,培养教育实践创新能力,促进自我发展,但思政教育效果

评价机制缺乏,评价方式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需完善。 

3 学科竞赛实践教学所取得的成效与改革 

学科竞赛显著提升学生教育实践创新能力,学生专业学科

能力和执教能力普遍提升,形成物理实践教育特色成果。图1是

对历届参加过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的学生的毕业去向表,2014

年以来,共有180余人次在国家级大学生物理学科竞赛中获奖。大

部分学生参与了物理教学类比赛,调查显示参加比赛的110余名

学生中,87%在州、县中学工作；而选择参加物理实验创新大赛

的39名学生中,31%升学,24%进入中学工作。这证明了教学技能

比赛能大幅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有助于他们尽快成为中学物

理教师；而物理实验创新大赛能提高物理研究能力,为这些学生

升学深造奠定基础。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物理学科竞赛的人

才培养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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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参加学科竞赛学生数据统计图 

学科竞赛作为实践类第二课堂的内容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

中,育人机制效果明显。120份问卷中,68%的学生认为第二课堂

实践内容多,学科竞赛只占很少部分,学时、学分认定、评价机

制还不够完善,而且随着各种比赛项目逐年增多,赛事信息获取

渠道不一,边疆地区学校竞赛选择范围更窄,赛事信息获取不及

时,大部分学生参赛比较盲从,对竞赛规则了解不到位,仓促备

赛会很大程度影响参赛效果。67.39%的学生认为参赛过程缺乏

有效指导,畏难心理极大影响参赛积极性。大部分师范生为了提

升自身从业能力,72.83%的学生倾向选择师范性强的教学技能

竞赛,而学术性强的物理创新和综合类竞赛因门槛高,仅13.04%

选择。76%参赛学生希望得到有效指导,但指导老师稀缺,包括学

生知识储备和能力不足,三、四年级学业压力大,面对高强度的

学科竞赛活动,很多学生只能“望赛兴叹”。 

面对学科竞赛实践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采取了以下

措施,首先,需要加强竞赛组织的体系管理,努力实现“实验教学

模块化、实践教学案例化、教师职业能力训练系统化、创新实

践项目化”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体系；其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和课程结构,重点培养二、三年级的学生,合理安排课程内容,

为学生能参与竞赛提前完成知识储备和训练；再次,创造利于学

科竞赛的条件,实验室、创新创业基地的建立与老师指导团队的

构建,落实创新实践课程的学分的认定,鼓励传、帮、带的传统

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最后是提高师生的认识,贯彻落实思政教育,

落实指导学生参与实践的工作量认定,并将指导学生参与学科

竞赛作为工作考核的指标,完善奖励机制。 

4 学科竞赛的“一践行三学会”思政教育尝试 

学科竞赛的开展,能很好地师德修养和职业能力培养落实

到立德树人的任务中,物理学科的专业性要求师范生不仅具有

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还需要有良好的师范专业技能,因此在开

展学科竞赛中,把实践类的思政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坚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学

科素养和科学精神,勇于实践创新、乐于学习和发展”,培养“下

得去、留得住、干得好”适应边疆地区中学物理教育发展的人

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思政教育作为隐形教育贯穿始终,实施

策略如下： 

(1)在组织学科竞赛前,要对物理师范生进行实践类课程的

架构以及实践课开设的目的以及学科竞赛等相关信息做广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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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让学生能充分了解,然后加强竞赛组织的体系管理,做好信

息的收集与传递、赛事的组织等相关工作,营造良好健康的学科

竞赛环境。 

(2)思想上动员,采用说服教育[6]的方法引导学生对自己

“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做出回答,要求他们准确定位

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好成为中学物理教师的准备,引导他们具有

成为优秀中学物理教师的意愿,并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3)老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怎样培养？”做出回答。使学

生明白参加学科竞赛是一种有效提升自我教育实践创新能力的

渠道,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充分激发学生参与的欲望。以榜样

示范[6]的方法,介绍与并展示历届学生在校期间参与实践的成

功经验与成果、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激发师范生

让他们认识到成长过程中所要经历的锤炼,并且明白自身的差

距,做好自我学习发展规划。面对知识和技能的短板,鼓励他们

通过自我学习获得提升,并对自我学习的行为给予最大的支持

和鼓励。 

(4)组织学科竞赛时,营造互助合作、公平竞争环境,发挥团

队协作效果。竞赛准备周期长,需避免功利思想,指导老师应引

导,发挥思政教育优势,用案例介绍成功经验,应用“量变引起质

变”原理,让学生理解付出过程的价值高于回报。 

(5)学生在实践中会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等问题。老师应

鼓励学生主动解决问题。实践中创新意识、能力和创新文化培

养相当不容易,教师急于否定会使学生挫败,丧失信心。因此老

师的指导至关重要,需有策略地引导学生发挥创新精神,培养实

践能力。参与过程能增进学生对团队和老师的信赖,共同解决问

题,体会团队共鸣,实现“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

精神追求。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指导老师和学生一起追求探索捍

卫真理,不断实践,使学科素养得到提升,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和价值塑造的统一。 

5 结语 

在师范专业认证体系下,物理学专业将学科竞赛纳入实践

教学,分析现状后发现问题,利用竞赛实践性优势,以“一践行、

三学会”为宗旨探索实践教学。构建符合需求的思政教育新模

式,调查显示学生在“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学科素养和科学精神,

勇于实践创新、乐于学习和发展”等方面取得成绩。因此,思政

教育在学科竞赛实践中能有效提高物理师范生培养质量。 

(1)项目来源：云南省教育厅2023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

目名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应用研究；项目编码：

2023J1071。(2)项目来源：楚雄师范学院2022年思政示范课程建

设项目。项目名称：力学；项目编码：SZSFK2204。(3)楚雄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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