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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学管理办法 

    实践教学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师素质培养不

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加强对实践教学工作的管理，保证实践教学

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践教学目的 

    （一）使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在实践中接受职业道德教育，

体验和感受到教师职业的神圣与责任感，培养教育情怀，加强师德

修养,养成高尚师德。 

（二）使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能够按照中小学(含幼儿园)

教育教学的要求，完成教学设计、课程教学、作业批改等教学常规

工作，班级管理、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班主任工作，具备独立高

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能力。 

（三）使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将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与教育

教学实践研究紧密结合，具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教

育研究能力。 

二、实践教学任务与要求 

    实践教学环节共 8学分，包括校内实训（2学分）和校外实践

（6 学分），校外实践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实践

教学累计时间为 1 学年，在中小学校或幼儿园开展实践教学时间

不少于 1学期。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可获得相应学分。 

（一）校内实训 

校内实训包括教学技能训练（1学分）、微格教学（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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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例分析（0.5 学分）三个环节，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 

1.教学技能训练:教学技能训练分为日常训练和竞赛训练。日

常训练可结合课程开展，要求研究生完成与教材分析、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相关的专业课程不少于 32学时。竞赛训练

需要研究生参加一场学院及以上级别的教学技能比赛，参赛后填

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参赛记录表》（附件 1），并

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2.微格教学：研究生需开展不少于 3 次的微格教学实践活动

并编写教案，邀请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进行现场点评和指导。微格

教学结束后，研究生根据点评意见修改教案后填写《聊城大学全日

制教育硕士微格教学记录表》（附件 2）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

理平台。 

3.课例分析：研究生需选取国家教育智慧平台等网站上的优

质课进行不少于 2 次的课例分析，撰写不少于 1500字的课例分析

报告，经校内导师指导后，填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

课例分析报告》（附件 3），并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学院需成立审核小组审核上述材料，审核通过者获得 2学分，

审核未通过者不可参加校外实践。 

（二）校外实践 

校外实践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4 学分）和教育

研习（1 学分）三个环节，其中教育见习一般在第一学年进行，教

育实习在第二学年进行，教育研习贯穿实践教学全过程。 

1.教育见习 

教育见习的目的在于通过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的协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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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研究生了解教育教学过程和学习优秀教师的师德风范、教育

教学方法或技术技能，反思教育理论与教学原则，激发教育教学工

作和教育实践研究的兴趣，提升发现和分析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

主要任务包括： 

 （1）教学观摩。 

本科为师范类专业的研究生听课应不少于 8 节，本科为非师

范类专业或跨专业研究生听课不少于 12节，其中公开课听课次数

不少于 2 次；观摩主题班会或幼儿园半日活动和游戏活动不少于

1 次。 

   （2）教研观摩。 

   观摩中小学教研活动不少于 3 次；观摩县区级以上教研活动

不少于 1 次。参加教育管理专家或教学一线名师的专题报告会不

少于 2 次。 

参加完上述活动需及时填写《聊城大学教育硕士教育见习表》

（附件 4）并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2.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的目的在于通过双导师指导，帮助研究生直接体验

和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学习优秀教师的师德风范，提升教育教

学能力、教育实践研究能力和教育实践创新能力。教育实习由学校

和学院统一组织安排，原则上采取集中实习的方式，并与所学专业

相符。在开展教育实习前，学院应向研究生介绍实践基地状况、了

解行业导师情况，帮助其了解基地学校教学进度，指导其熟悉教

材，开展备课、撰写教案和试讲等。教育实习的主要任务有： 

   （1）学科教学实践。 

    研究生在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加强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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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结合，开展学科教学实践工作，主要包括：进行课堂观摩，本

科为师范类专业的研究生每周听课不少于 4 节，本科为非师范类

专业或跨专业研究生不少于 6 节；运用教育教学理论开展教学设

计、课堂教学和教学评价，实习期间独立撰写教案并讲授新课不少

于 6 节。研究生完成上述活动需及时填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

硕士研究生听课记录表》（附件 5）和《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

教育实习教案》（附件 6），并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校内导师可采用驻校指导、巡回指导和远程指导等多种方式

和行业导师联合开展讲评，讲评次数不少于 2 次，讲评结束后，

研究生填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导师联合讲评记录》（附件

7），并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2）班级管理实践 

参加班级集体活动，了解学生和班级文化，熟悉班主任工作内

容和流程，参与集体教育、个别教育以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等；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认真搜集和分析相关教育案例；独立组织

班级集体活动，如主题班会、报告会、团会、中队会、半日活动和

游戏活动等，活动次数不少于 2 次。研究生完成上述活动需及时

填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班级管理实践表》（附件 8），并上

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3）教学研究实践 

参加教研活动不少于 6 次。围绕教育实践研究的主题，结合

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教学问题，开展教育反思。每月撰写教育实践反

思报告不少于 1 篇。围绕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收集相关实践案

例、调研材料和参考素材等，为撰写教育研习报告和学位论文做好

充分准备。研究生在教育实习期间，每月填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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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硕士教育实践反思报告》（附件 9）一份，并上传至校友邦专业

实践管理平台。 

3.教育研习 

教育研习的目的是通过对教育教学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和反思，

形成研究意识，掌握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能力。教育研习应贯穿于

实践教学全过程，应与课程学习和论文撰写有机结合。教育研习的

主要任务是围绕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或教育实践研究的主题，

开展教育调查研究、课堂观察研究等，并通过课堂实录、教育日志、

教育教学案例等记录自己的反思与收获。研究生在教育见习和教

育实习期间，至少各撰写 1份不少于 3000字的教育研习报告。报

告的形式可为调查研究报告、教学反思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报告

内容一般应包括现状与问题、成因分析和改进建议等。研究生需在

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结束后，填写《聊城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

研习表》（附件 10），并上传至校友邦专业实践管理平台。 

学院需成立审核小组审核上述材料，审核通过者获得相应学

分，审核未通过者不可参加实践教学考核。 

（三）其他 

研究生按实践教学流程如实填写《聊城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表》。纸版一式两份，正反打印，一份装人事档

案、一份装学位档案，电子版上传至研究生管理系统。 

三、实践教学考核 

1.实践教学考核一般安排在第 5学期，研究生须试讲 20分钟

微型课，考核小组（由 3-5名校内外导师组成）按照《全日制教育

硕士教师职业技能达标考核表》（附件 11）中要求为研究生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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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教学成绩分为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分）、

中等（70－79分）、合格（60－69 分）和不合格（0－59分）等 5

个档次，优秀率一般在 20%以内，成绩合格及以上可得 1学分，不

合格者不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3.实践教学考核结束后，研究生需将《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师职

业技能达标考核表》上传至研究生管理系统。 

四、其他 

1.本办法自 2024级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实施。 

2.本办法解释权归研究生处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