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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massification, cultivating practical competencies in pedagogy undergraduates has become pivotal 
for enhancing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emphasize integrating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rough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development. Domestic research proposes a dynamic model 
encompassing generic, discipline-specific, and integrated practical competencies, while highlighting issues like the theory-practice 
disconnect in current systems. Findings suggest reconstructing curricula with interdisciplinary elements, establishing practical 
platforms, strengthe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with scenario simulations, and implementing dynamic assessment to 
integrate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Existing limitations in disciplinary focu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fessional alignment 
necessitate urgent development of a tailored practical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pedagogy, advanc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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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背景下，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国外研究强调课程、科研与
社会实践的融合，以及校企合作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国内研究则构建了包含一般、专业和情境实践能力的动态模型，指出
当前体系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研究表明，需重构课程体系，融入跨学科元素，建立实践平台，强化教育技术应用
和场景模拟，并通过动态评价促进知识与实践的结合。现有研究在对象聚焦、方法创新和专业适配性方面仍有限制，急需
构建符合教育学专业特点的实践能力培养框架，以支持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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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下，我国高校本科招生规模持续

扩大，人才培养质量保障面临新挑战。近年来，《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强调“知行合一”教育理念，

突出实践能力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教育学作为教育理

论与实践的桥梁，培养本科层面的实践能力尤为重要。本项

目聚焦地方大学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的研究现状，为

进一步构建系统化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2 国外相关研究

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举措方面，国外相关研究

主要涉及课程学习、教学与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环节。

2.1 重视学生课外实践能力的培养
Gholamreza 和 Esmail 采用横断面调查对 254 名农业高

年级学生随机抽样进行结构化访谈，提出提高实践训练的质

量的三个要素——学术人员的积极参与、与私人和公共机构

的有效组织间沟通及学生积极参与课程。通过实习为学生

提供有效的学习环境，为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1] 

Sternberg认为课程应转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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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其时，若学生受到的教育与其能力模式相匹配，在

任何方面都会有更佳表现。其利用量化研究通过具体准确

的实验数据支撑结果，增强了理论的科学性。[2]Austin 和

McDaniels 认为学生具备学术能力之外的能力也同等重要，

并列举四种能力目标——概念理解、人际交往、专业领域知

识和技能、专业态度和习惯。第四届高等教育系统实地实践

国际会议同样强调实地实习是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学生在现

场应用获得的能力和技能。[3]

2.2 关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探索
傅维利等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社会服务能力的养

成和独立生活能力的训练三方面归纳总结国外高校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模式有实习模式、产学合作模式、合作教育模

式、社区服务模式以及生活磨砺模式。[4] 陈超等概括国外大

学实践教育模式有以课堂教学为依托的认识实践和以课外

活动为依托的操作实践等两种类型，指出国外大学在实践教

育方面采用的具体措施有改革课程结构、实行本科生科研

制度、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加强专业实习和开辟第二课 

堂等。[5]

3 国内相关研究

3.1 关于大学生实践能力结构的研究
实践是人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既是

真实作用于客体的物质活动，又将意识性作为实践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部分。而能力则代表了个体完成某种任务所具备的

素质。但实践能力在面对不同群体时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模

型，主要表现为实践能力要素侧重不同。

国内关于大学生实践能力结构的研究成果可归为四种

说法。

其一是实践能力四维度结合活动说。刘磊、傅维利采

用质性研究的方式，根据 30 位不同领域内的专业人士的访

谈归纳出实践能力的四个维度——实践动机、一般实践能

力、专业实践能力、情境实践能力 [6]。而后他们在此基础上

对生理和心理特性的总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践活动，对

其作了更易理解的阐释，“实践能力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解

决实际问题所呈现的综合性能力，由实践活动评判，对个体

行为产生影响”。[7]

其二是实践能力内外结构说。赵建华以四维度实践能

力说为引，提出实践能力的内外结构划分。其内部结构可以

分为实践兴趣、理解力、策划力、执行力和表达力，是根据

实践活动的过程所提出的能力维度。其外部结构取决于具体

实践活动的内容形式和不同专业所需的侧重。实践能力结构

是一个由基本实践能力到综合实践能力再到实践创新能力

的动态发展过程。[8]

其三是实践能力四维度二重性说。王东认为大学生实

践能力结构由动机系统、一般实践能力、专项实践能力、具

体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构成。其突破点在于提出学生的

实践能力具有二重性，其特殊性受学生实践活动特点和过程

制约，内含的自我发展功能是突出的特点。[9] 杨道宇从实践

哲学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实践能力的发展由“从事伦理活

动的行动能力”转变为“控制自然与社会的技术”，再从“技

术理性”转变为“寻找生命意义的行动能力”的三阶段组成，

认为学生的实践能力至少有规范之维、技术之维和意义之

维，共同构成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机整体。[10]

其四是实践能力三方面结合说，邓辉、李炳煌认为大

学生的实践能力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各种

能力所构成的能力体系，其由一般实践能力、专业实践能力

和综合实践能力三方面有机结合构成，缺一不可。一般实践

能力，指所有大学生都应具备的能力；专业实践能力指大学

生利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解决社会和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

能力；综合实践能力指大学生运用在校期间已积累的丰富知

识，通过不断探索研究而形成的独创性思维。这一能力建立

在以上两种能力的基础上，是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独立性、

综合性的最高层级的实践能力。[11]

3.2 关于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的研究
尽管目前有关教育学实践能力的研究渐增，但本科层

次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中国知网以“教育学实践能力”为关

键词搜索，可发现研究对象大多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涉及

多个教育学二级学科。本科层次研究主要关注师范生和教育

技术学本科生的实践能力。本文谨为全面了解教育学实践能

力研究状况和为本科生实践能力调查提供参考，整理了相关

研究。

首先，不同学者通过分析教育学本科课程设置，强调

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必要性与急迫性。教育学结合学

术与实践，且许多毕业生有意愿成为教师，因此“双专业”

理念应融入教育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直接影响专业发展，

目前存在理论化倾向和与学生需求不符的问题，需要从课程

目标、结构和内容等方面改革，以提升学生的认知和实践 

能力 [12-14]。

其次，较多相关研究从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

专业认同、学习参与和就业取向等方面探究其本科生实践能

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及方法。

在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上，苗学杰从专业的培

养目标与模式的定位出发，发现培养的应然与实然冲突，从

内外双层因素探究其原因，探索消除这一鸿沟的积极有效策

略，以期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和谐统一，促进地方高师教育学

本科专业的和谐发展。[15] 周霖等分析教育学本科专业与教

育学院、学科发展、本科生就业的关系，提出教育学本科人

才培养的未来走向，认为教育学人才培养应当放弃“工具人”

假设，应为不确定社会培养人才，注重专业厚度与研究素养，

以扩大生存空间。程伟等以就业为导向，认为教育学专业本

科生要实现从单一的学术研究能力培养向学术研究能力与

实践应用能力并重转变，尤其要对教育教学、教育行政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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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应用能力进行悉心培养。[16]

总体而言，受制于重理论，轻实践的失衡育人理念，

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断裂，内外部环境的种种

变化呼吁学校注重其实践能力的培养。

4 评述

4.1 国外相关研究评述
对国外相关领域文献的系统回顾分析，可知国外对高等

教育体系中学生实践能力的研究范围较广，但也存在局限性。

在研究对象上大都集中在高年级本科学生和硕博阶段，

调查其实践课堂现状和实践能力，关注理论如何与实际相结

合，考察其实践应用能力，却忽略了低年级本科生实践能力

及培养现状。

在研究调查的专业上，大多学者关注到理工学科的强

应用性，忽略人文学科学生的实践素养，故实践能力调查大

多聚焦于地质学、生物学等野外研究及具体实践，较少研究

教育学专业的实践能力。

目前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效果难以考察。不少学者关

注到存在高校学生实践培训章程目标较模糊、开展培训质量

较低以及学生实践能力与其理论知识脱轨等问题，并尝试分

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提出可行性解决办法，但究其实际效果，

却不是很明确。

4.2 国内相关研究评述
国内学者对实践能力结构进行广泛研究，提出多种理

论，但针对教育学本科生的具体研究较少，需借鉴其他领域

的研究来构建教育学本科生的实践能力结构。

理论的缤纷对教育学本科生的实践能力结构的研究大

有裨益。但仍有一遗憾，即已有研究较少涉及学生本人的主

观能动性，而更多是从实践本身来探讨，是一种实践需要

什么而实践能力又如何发展的角度。我们应将人摆在核心位

置，正如王东教授所说，实践能力最终是一种寻找生命意义

的行动能力。虽然我们将人的实践能力拆分成多类，但最终

仍要归一，从人的整体去看待，实践是人主动的事，而非事

催动人。我们需要从中探索出更适合教育学本科生实践能力

结构的角度。

这种研究对象的偏移不仅体现在实践能力结构层面，

也延伸至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整体研究格局。

在研究对象上，当前的研究主要分散在更广泛的大学

生实践能力培养和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的综合培养研究中，专

门针对其实际现状和培养策略的系统性探讨还相对匮乏。这

表明，以教育学专业本科生为焦点的实践能力培养研究还具

有较大的深化和拓展空间。

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主要依赖于理论分析或问卷

调查，也有部分研究尝试在新的教学实践模式下展开现场研

究。然而，较少的研究是以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的日常生活为

核心进行质性研究，这一方向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

值得进一步探索。

同时，实践能力结构的研究主要通过理论思辨和分析，

而直接从学生实践中获取信息的研究较少。因此，通过问卷

和访谈探究教育学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应有之义是有价值的。

实践是理论指导和生活互动的产物。通过教育学本科生的自

我报告，我们可能发现实践能力的新视角，强调人的主体性。

总体而言，研究教育学本科生的实践能力结构应结合理论和

现实实践两个维度。

以上问题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细致剖析，还

需结合具体实践情境和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的实际生活，构建

更为精确的模型和分析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教育学专

业本科生实践能力领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视角或方

向，而是逐渐展现出多元化、交叉性的研究态势。这种趋势

标志着该领域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和系统，为后续的理论探

索和实践应用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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