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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2024〕16 号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优化公费师范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根据《教育部直属师范

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国办发〔2024〕27 号）

有关规定，为加强研究生层次中小学教师培养，现就优化公费师

范生培养方案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1.强化本研衔接的科学性 

结合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需求，科学制定本研衔接公费师

范生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优化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突出教

育情怀和教育家精神的养成教育，突出反思能力、研究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成为未来扎根中西部基础教育的大国“良

师”。 

2.加强培养过程的贯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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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培养目标，合理设置本科、研究生及本研衔接三个阶段

的课程体系，形成本研课程的有效衔接，摒弃本科和研究生阶段

学习的割裂性与课程内容安排的重复性，优化和调整课程结构及

课程内容，构建由“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卓越教师课程+综合创

新课程”组成的本研贯通课程体系。 

3.重视学科培养的广度与深度 

本科阶段突出对学生基础性和综合性学科知识能力的培养，

拓宽学生的知识广度，提升多学科的知识水平；研究生阶段突出

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与研究能力，深化学生对学科专业知识深度、

前沿知识领域的掌握，为未来的持续成长提供学科动力。 

4.创设多样化的实践环节 

围绕未来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能力需求，在建立城乡双实践模

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实践环节，将培养工程素养、信息素养

的环节纳入师范生实践课程体系，形成由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教育研习、工程与信息素养实训构成的四维一体实践体系。 

二、培养目标  

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以培养具有“四有”素养的硕士层

次中小学教师和基础教育领军人才为目标，学制 6 年，完成本科、

硕士研究生两个阶段学校规定学业且达到学士、硕士学位授予要

求的，可分别取得相应学历、学位。 

三、具体要求  

1.各培养单位应统筹设计公费师范生本科 4年及教育硕士 2

年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应包括培养目标，学习年限，本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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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及课程体系，教育硕士阶段培养要求及课程体系，本研

衔接课程修读说明等具体内容。 

2.本科阶段培养方案以《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生培养

方案的指导意见》（师校发〔2022〕16 号）文件精神为指导，各

专业可根据教师培养需求，适当调整和优化各模块学分数，总学

分保持不变。加强对学生工程与信息素养的培养，在专业课程模

块的实践环节中，增设“工程与信息素养实训”2 学分，依托各

理工科院系，建设增强学生工程与信息素养的课程；根据基础教

育需求，适当调整卓越教师模块“教师教育选修课”修读学分要

求，优化课程设置并明确修读指导；加强对学生学科基础知识能

力的培养，优化专业课程模块的课程设置，增强学生未来持续发

展的潜力。 

3.教育硕士阶段培养方案以《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23 年 8 月修订）》文件精神为指导。在满

足培养方案对各类课程修读学分要求的基础上，建议设置一定比

例的学科专业深化、学科交叉类课程，增强学生跨学科的教学能

力和研究能力；建设人工智能+教育、科学教育类课程，进一步

提升学生适应现代基础教育发展所需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科

学素养。 

4.本科第四学年为本研衔接阶段。学生在修读本科专业方向

课程、完成本科阶段的教育实习、教育研习、毕业论文等环节，

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同时，修读本研衔接课程和部分

研究生课程。各专业可设置部分教育硕士先修课程及综合性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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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学分设置建议不超过 8 学分（4 门次课程）。对于学有

余力的学生，也可自主提前修读其他教育硕士课程。 

5.本研衔接、逐级递进的教育教学实践环节。 

本科阶段需按照本科教师教育课程的修读要求，完成教育见

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通过教育教学能力考核获得师范生教

师职业能力证书或通过国考，在本科毕业时取得相应学科的教师

资格证书。 

研究生阶段需按照教育硕士培养方案要求，完成校内外实践

环节。建议延长学生入校实习时长，加深与基础教育学校的合作，

开展顶岗实习实践，增加学生在教育一线的实战经验。实习基地

应以学生履约任教省份为主，让学生提前熟悉履约就业地的基础

教育环境，为未来从教做好准备。 

四、组织实施  

各培养单位应组建由本、研教学工作负责人、学科专家、教

育教学专家等组成的优化培养方案工作组，结合基础教育对本学

科教师的培养需求做好培养方案优化工作。 

优化后的培养方案经培养单位组织专家审议后，由教务部报

学校教学委员会审定后方可执行。 

 

 

教务部（研究生院） 

2024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