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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师范类专业认证一点通

一、什么是师范类专业认证

二、师范类专业认证重点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

三、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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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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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根本宗旨和目的

六、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三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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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体系架构

八、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逻辑“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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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师范类专业认证必须达到的“底线”要求

十、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十一、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如何体现产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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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为什么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强调建立毕业生和用人单

位跟踪反馈与社会评价机制

十三、为什么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参评专业“说”“做”“证”

必须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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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产出导向”的师范人才培养体系的“三个三”

十五、师范类专业认证关注的“三个机制”健全

十六、“一践行三学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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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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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师范类专业认证如何进行管理

二十、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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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学校申请参加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条件

二十二、学校如何开展认证评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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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师范类专业认证对教师的新要求

二十四、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考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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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专家考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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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结论、周期及结果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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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通过认证专业如何开展持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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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争议如何处理

二十九、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纪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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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一级）

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课程与

教学

1 教师教育课程学分
必修课≥10学分

总学分≥14学分

2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占

总学分比例
≥10%

3 学科专业课程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50%

合作与

实践

4 教育实践时间 ≥18周

5 实习生数与教育实践基地数比例 ≤20:1

师资

队伍

6 生师比 ≤18:1

7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有

8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

例
≥学校平均水平

9
具有硕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

比例
≥60%

10
中学兼职教师占教师教育课程教

师比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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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支持

条件

11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生均拨款总

额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
≥13%

12 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学校平均水平

13 生均教育实践经费 ≥学校平均水平

14 生均教育类纸质图书

≥30册

每6个实习生配备中学学

科教材≥1套

15
微格教学、语言技能、书写技能、

学科实验教学实训室等教学设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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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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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一级）

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课程与

教学

1 教师教育课程学分

必修课≥24学分（三年制专科≥

20学分、五年制专科≥26学分）

总学分≥32学分（三年制专科≥

28学分、五年制专科≥35学分）

2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

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10%

3
学科专业课程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
≥35%

合作与

实践

4 教育实践时间 ≥18周

5
实习生数与教育实践基地

数比例
≤20:1

师资

队伍

6 生师比 ≤18:1

7
教师教育课程教师占专任

教师比例
≥40%

8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

教师比例
≥学校平均水平

9
具有硕博士学位教师占专

任教师比例
≥60%（专科≥30%）

10
小学兼职教师占教师教育

课程教师比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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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支持

条件

11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生均

拨款总额与学费收入之和

的比例

≥13%

12 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学校平均水平

13 生均教育实践经费 ≥学校平均水平

14 生均教育类纸质图书

≥30册

每6个实习生配备小学教材≥1

套

15

微格教学、语言技能、书

写技能、实验教学、艺术

教育实训室等教学设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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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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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一级）

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课程与

教学

1 教师教育课程学分

必修课≥44学分（三年制专科≥

40学分、五年制专科≥50学分）

总学分≥64学分（三年制专科≥

60学分，五年制专科≥72学分）

2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

分占总学分比例
≥10%

3
支撑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相

关课程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20%

合作与

实践

4 教育实践时间 ≥18周

5
实习生数与教育实践基地数

比例
≤20:1

师资

队伍

6 生师比 ≤18:1

7 专任教师占本专业教师比例 ≥60%

8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

师比例
≥学校平均水平

9
具有硕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

教师比例
≥60%（专科≥30%）

10
幼儿园兼职教师占教师教育

课程教师比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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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条件

11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生均拨

款总额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

例

≥13%

12 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学校平均水平

13 生均教育实践经费 ≥学校平均水平

14 生均教育类纸质图书

≥30册

每6个实习生配备教师教学参考

书≥1套

15

保育实践、实验教学、教学

技能训练、艺术技能训练（舞

蹈、美术、钢琴等）等教学

设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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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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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师范类教育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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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0日）

一、坚持兴国必先强师，深刻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和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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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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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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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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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全力确保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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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一、指导思想

二、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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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措施

（一）师德养成教育全面推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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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培养层次提升行动。

（三）乡村教师素质提高行动。

（四）师范生生源质量改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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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建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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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师教育师资队伍优化行动。

（九）教师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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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行动。

四、组织实施

（一）明确责任主体。

（二）加强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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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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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

一、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

二、优化教师教育课程结构。

三、改革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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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九、建立课程管理和质量评估制度。

十、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



73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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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一、明确教育实践的目标任务。

二、构建全方位的教育实践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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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丰富创新教育实践的形式。

四、组织开展规范化的教育实习。

五、全面推行教育实践“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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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多方参与的教育实践考核评价体系。

七、协同建设长期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

八、建立健全指导教师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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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切实保障教育实践经费投入。



89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

一、总体思路

二、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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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任务和重要举措

（一）全面开展师德养成教育。

（二）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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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信息技术助推教育教学改革。

（四）着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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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深化教师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八）构建追求卓越的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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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机制

（一）构建三级实施体系。

（二）加强政策支持。

（三）加大经费保障。

（四）强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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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

一、指导思想

二、认证理念

三、认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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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证体系

五、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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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认证对象及条件

七、认证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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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认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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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认证结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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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认证工作保障

十一、争议处理

十二、认证纪律与监督





103

（三）改革目标。

二、重点任务

（一）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推进科学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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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学校评价，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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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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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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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革用人评价，共同营造教育发展良好环境

三、组织实施

（一）落实改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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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专业化建设。

（三）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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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一、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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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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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116



117



118

四、大力振兴师范教育，全面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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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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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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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断提高地位待遇，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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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确保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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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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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

一、优化师范教育布局

二、改革师范类招生和培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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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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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师范生教育实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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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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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教师发展支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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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新教师研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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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强研训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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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强教师教育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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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加强经费保障

三、加强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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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二、认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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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行依据

四、组织实施

五、认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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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认证计划

七、认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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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认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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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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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作保障

十一、争议处理

十二、认证纪律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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