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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北方学院师范生教育研习指导意见

教育研习是培养学生教育研究能力、促进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河北北方学

院师范生教育实践管理办法》（校字〔2022〕70 号），特制定教育研

习指导意见，供各师范类专业在学生教育研习中参考使用。

一、教育研习的目的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具体教育教学问题、运用教育理论分析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策略、改进教育教学行为的能力，为培养研究型教

师打下基础。

二、教育研习的任务

（一）发现问题。在自己教育实习的师德养成、学科教学、班主

任工作三大领域，发现一个并能清晰准确地描述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二）分析问题。就某一具体问题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他人

在该问题上的观点与做法，依据教育理论和政策进行较为全面深入地

分析。

（三）提出策略。结合班级与学校实际，吸收指导教师意见，依

据教育理论与政策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实施改进。找到恰当的教学时机，尝试有步骤有计划地实

施自己设计的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解决方案。

（五）反思提高。自己总结研究各环节的经验和体会，提出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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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和提高思路。

三、教育研习的要求

（一）撰写三份案例研习材料，每份不少于 1500 字。师德养成、

学科教学、班主任工作各 1 份。

（二）问题表述清楚、具体，文献分析科学规范，策略制订有理

论和政策依据和可操作性，改进实施过程层次清晰、效果明确，反思

提高要目标清晰、分析有据。

（三）研习材料需结构合理，逻辑顺畅，文句通顺。

四、教育研习的成绩评定

（一）评定原则

1.注重过程，改进提高的原则。以形成性评价为导向，不仅注重

研习的结果性材料，更要注重研究的过程性材料。鼓励学生就同一问

题的材料在不同阶段，展开多次的修正和改进。

2.单项评价，总体认定的原则。研习成绩由师德养成分析研究、

学科教学分析研究、班主任工作分析研究三部分组成，由指导教师为

学生的三项研习内容进行评定。

（二）考评方式

教育研习综合成绩原则上由师德养成分析研究(30%)、学科教学

分析研究(40%)、班主任工作分析研究(30%)三部分构成。评分标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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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

优秀

(90-100 分）

良好

（80-89 分）

合格

(70-79 分）

不合格

(0-69 分）

1
选题意

义

与学科教学（师

德养成/班主任

工作）密切相关，

具有相当的先进

性，合适的深度

和难度，能结合

生产实际和科研

实践进行，现实

意义明显

能反映学科教学

（师德养成/班主

任工作）的主要内

容，具有一定的深

度和难度，有现实

意义

属于学科教学（师

德养成/班主任工

作）的业务范围，

深度和难度一般

与学科教学（师德

养成/班主任工

作）的业务范围有

某种关联，但不够

明确，或者没有关

联

2
研究设

计

研究方案合理，

观点正确，见解

独特、富有新意，

或对问题有深刻

的分析，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或较

强的应用价值：

研究方法切实可

行

研究方案合理，观

点正确，见解较有

新意、对问题分析

较为深入，有一定

的学术价值或应

用价值：研究方法

基本可行

研究方案较合理，

观点明确，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和应

用价值，但对问题

的分析不够深入，

研究方法有一些

局限

研究方案见解一

般、立意不新，对

问题的分析虽无

深度但尚全面：研

究方法基本不可

行

3
研究过

程

能熟练地综合运

用教育教学理

论，原始资料真

实可信，实验数

据准确、可靠，

有较强的实际动

手能力，以及分

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能熟练地掌握和

运用有关理论，表

述概念正确；较好

地收集了各种原

始资料与数据，有

一定的实际动手

能力，以及一定的

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能较好地掌握和

运用有关基本理

论，表述概念基本

正确：基本上收集

了原始资料与数

据；实际动手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一

般

能基本掌握和运

用基本理论知识，

表述概念无大错

误；基本上收集了

原始资料与数据：

实际动手能力差，

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不强

4
结果表

述

结论表述符合规

范，逻辑清晰，

明确具体，对解

决数育教学中的

实际总是具有较

强的参考价值与

借鉴作用

结论表述符合规

范，逻辑上不够清

晰，对解决教育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

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与借鉴作用

结论表述基本符

合规范，但不够明

确具体，对解决教

育教学法中的实

际问题有一些启

示

结论表述基本上

不符合规范，也不

明确具体，对解决

教育教学法中的

实际问题有一些

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