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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教学共同体：地方院校教育实习新视角 ①

李晓兰ａ，冉登远ｂ

（河池学院 ａ．外国语学院 ｂ．附属中学，广西 宜州５４６３００）

摘　要：校地教学共同体是指高校与地方中小学校在教师培养关键环节上，为了实现合作共赢，双方本着自愿互利
原则，共同构建校地教师教育资源共享的组织群体。地方院校师范教育肩负着为地方中小学校输送合格师资的重任，但

在培养师资的关键环节———教育实习上存在许多问题。通过稳步推进，完善校地教学共同体；加强合作，重构民族师资

培养方案；强化管理，发挥高校带队指导老师的作用；大胆实行双导师制，促进师范生做好教育实习的准备；优化教育实

习工作运行机制等途径，促进地方院校教育实习工作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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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校地教学共同体的缘起
美国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连续性”［１］，美国在建构新型的教师教育模式———ＰＤ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ｈｏｏｌ，即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来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的同时，还建立有效的ＰＬ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即专业学习共同体），
极大地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我国北京学院路地区的高

校，在北京市教委的提议和倡导下，１９９９年６月，北京师
范大学等１６所高校正式成立了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
同体”［２］。《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下文简称《试

行》）也明确提出，高校要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创

新师资培养模式，建构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共同培养

师资的模式。即对师范生实行双导师制，高师教育聘请

中小学和幼儿园优秀教师为兼职教师的人数，不少于教

育类课程教学教师的２０％，构建起高校和中小学教师共
同指导师范生的机制［３］。地方院校在师资培养过程中，

可以由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团队牵引，构建类似美国的ＰＤＳ
和ＰＬＣ，或类似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的“教学共同体”，即
通过强化地方院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校的伙伴合作关

系，沟通与中小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协作共建，促进师

资培养新发展的校地教学共同体。

教学共同体又可称为人才培养共同体，主要是指按

照人才培养与人才成长规律要求，理应参与高校人才培

养的各个行为主体组成的联盟［４］。校地教学共同体是由

高校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法教师与地方中小学校

一线优秀教师为了实现伙伴合作，互助共赢而平等自愿

地共同构建教师教育一体化的非正式组织或群体。通过

共建周、共建月的形式使师范生能够深入中小学进行经

常性见习、实习、研习等活动；通过顶岗实习、置换培训的

渠道实现高校与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双赢局面［５］。它与

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同体”不同之处在于“校地”

二字，却拥有与发挥像美国的ＰＤＳ和ＰＬＣ一样的“教师专
业发展学校”和“专业学习共同体”功能；打破有形的高校

与地方中小学的空间或地域藩障；搭建起高校与中小学

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的机制，对师范生实行双导师制。

它是一所无形的教师教育学校。

２　地方院校教育实习境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教育部陆续批准了２３８所专科院校

通过合并、重组、转制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６］，学界也称

之为地方院校。地方院校师范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为地

方基础教育输送合格中小学师资，以及为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７］。教育实习是师范生

成长为教师所必经的课程任务，它是获得相关从业人员

资格的关键环节，师范生教育实习质量会直接反映到他

们今后的教学水平中［８］。笔者曾对过去四届师范教育专

业毕业生６９１人展开调查访谈，发现地方院校在升格转型
和建设发展的进程中，都存在忽视教育实习基地建设的

通病，教育实习工作的效果不理想，应用型师资培养质量

还有待提高等问题。

２．１　教育实习经费不足
教育实习基地建设，需要大量经费投入保障后续发

展，但地方院校在升格转型建设发展的关键期，大量的资

金主要投入校内硬件设施建设；而扩招使师范生人数不

断增加，需要更多的教育实习经费，地方院校不堪负重，

举步维艰［９］。教育实习经费缺口，一方面是地方院校无

力顾及教育实习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中小学校不愿

接受师范生去实习，有的地方院校的教育实习基地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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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亡。

２．２　教育实习基地条件有限
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教育实习基地中，更多的也只能

为实习生提供办公地点、实习班级和指导老师，未能安排

实习生的食宿，因此实习生的食宿问题一直是地方院校

教育实习工作的一大难题。２００９年，笔者带队指导２００６
级英语教育专业３７位学生到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
治县（全国唯一的一个仫佬族自治县）某中学进行为期５
周的教育实习活动，我们被住宿问题难住了。通过当地

教育局出面联系可以给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的罗城职业

教育中心却在街尾，步行需要四十来分钟，实习生实习期

间是早出晚归。后出于安全考虑，改租住二高附近的“金

都大酒店”，三人房房价是每天３０元，每人每天１０元。为
了节约开支，有７人或８人合租一个房间，真是无“立足
之地”，有位男生把一块小黑板盖在卫生间的洗漱盆上，

再来一张高脚独凳，就在卫生间里备课改作业了。小考

中考高考成绩还是社会对学校和老师的唯一评价标准，

因此，实习学校的领导老师甚至是一部分家长并不乐意

接受实习生的实习。９９．４％的实习学校指导老师表示，
实习收队后要补课，只有２１．６％的学生家长对实习老师
表示欢迎。

２．３　教育实习效果不理想
在教育实习过程中，经常出现实习学校指导老师不

清楚自己的指导职责的情况，所以，大多数地方院校的教

育实习机制有待完善。然而幸运的是，从问卷调查中，我

们了解到８４．５％的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地方院校是教学型高校，教师疲于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

务，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实习的指导工作。

从问卷调查看，教育实习期间，８０．７％的实习生只得到实
习基地指导老师的指导，只有１９．８％是得到高校和实习
基地老师的共同指导。地方院校实习带队老师不能蹲点

指导，师范生不能获得全面指导与引导，只靠自己慢慢摸

索，加上实习时间过短，导致实习效果不甚理想。

３　基于校地教学共同体的地方院校师范生教育
实习新举措

３．１　完善校地教学共同体
目前我院已建有３个自治区级教学团队，５个院级教

学团队；教学团队成员结构由校内延伸到校外，有高校教

授专家也有中小学一线学科教学能手。通过教学团队建

设，稳步搭建、推进、完善校地教学共同体。通过校地共

建周、共建月、顶岗实习、置换培训等活动，实习基地选派

优秀教师给师范生进行示范教学，在理论和实践、知识和

技能的相互交融中达到双方的共赢，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潘懋元先生认为，“教学与科研相结

合原则是体现高等学校教学过程较之一般教学过程不同

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高等学校较之一般教学过程特殊的

教学原则。”［１０］

３．２　修订培养方案
校地教学共同体的建构能有效加强校地合作，完善

民族师资培养方案，根据当地社会需求，适时对应用型师

资培养方案和师范专业课程设置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大

一下学期带领师范生到中小学进行教学参观见习；大二

到实习基地做教学助手、代理班主任，同时进行分组试

讲；大三上学期进行微格教学，下学期到实习基地开展不

少于１２周的教育实习；大四时加强教学反思，进行理论
巩固运用提升，完成专业学位毕业论文。

３．３　实行双导师制
加快对师范生实行双导师制的步伐，聘请中小学和

幼儿园优秀教师为师范生校外指导教师，构建起高校和

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的机制［３］。“聘请实习基地

师德过硬且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与高校具有带队指导实

习经验的教师一起担任师范生教育实习指导工作。”［１１］

实行双导师制，聘请中小学一线师德过硬且富有教学经

验的学科课程实践指导教师（即校外指导教师）。

３．４　完善校地教学共同体运行机制
校地教学共同体“伙伴合作关系的建立首先依赖于

制度层面的政策驱动”［１２］。为保障地方院校教育实习工

作的正常运行，“校地”创设开放、民主、生态的教师教育

氛围与环境，主观上给予动力支持的机制配备，客观上缩

短师范生入职的适应期。在激励制度建设上，校地共同

拟定与完善地方院校《关于聘请校内校外实践指导教师

的有关规定》《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职责》《优秀教育实

习指导教师评比规定》《师范生教育实习纪律安全规定》

《优秀教育实习生评比规定》等文件，为校地教学共同体

的正常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开展师范生实习支教

工作，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有关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密切配合，大力推进，将实习支教工作落到实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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