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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调查分析

童　莉
（重庆师范大学数学学院，重庆４０１３３１）

摘要：实践性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总称。数学类师范生实践性教学开展的情况直接决定着其数学课
堂教学技能的水平，决定着数学教师培养的质量。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了我校数学类大三师范生教育见习、微格教
学和教育实习期望等３方面的情况，发现本院的实践性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１）教育见习开展的状况不够理想；２）微格
教学缺乏老师有效的指导；３）教育实习之前学生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据此，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实践性教学的方案：
加强教育见习的力度；加强微格教学的指导；改革现有的教育实习方式。以形成“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环环
相扣的系统化的实践性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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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调查目的
实践性教学环节（见习、微格和实习等）是数学教

师培养的一个关键环节［１］。本环节开展得好坏直接影
响着数学教师培养的质量，为了深入了解本院实践性
教学开展的情况，为今后更好地实施实践性教学环节
提供建议，展开了此次调查研究。

２调查对象和方法
选择重庆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２００９级的本

科生作为调查的对象，这是因为他们已完成了大部分
本科课程的学习、微格教学和学院组织的教育见习工
作，即将进入教育实习，这个时间段会很好地了解他们
对已开展的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看法和对将开展的教育
实习的希望。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９０
份，有效率为９６．７％，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数，可作研
究之用。其中，男生９６人，占３３．１％；女生１９４人，占
６６．９％。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并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
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录入及统计分析。问卷内容涵盖：学
生的基本信息、微格教学开展情况、教育见习开展情况、
对教育实习的看法以及对实践性教学的意见等方面。

３调查结果
３．１关于教育见习开展的情况

教育见习是数学类师范生接触基础教育实际教育

教学环境，获得数学教学感性认识的必要途径［２］。这
就要求数学类师范生能真正去接触中学数学教学，到
中学去亲眼看、亲耳听中学老师的上课，亲自感受中学
的课堂，去接触中学生，了解中学数学教学的情况。而
这种实践并不是没有目的地盲目地去听、去看，数学类
师范生刚开始见习时是需要指导教师进行合理而有效
地指导的［３］。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教育见习的开展存在
以下问题。
３．１．１学生没有充分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见习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约５７％的学生没有到中学去进行
数学课堂教学见习。据了解，这是因为许多指导老师
误认为听学生试讲是教育见习的主要工作，没有想到
要带领学生去中学。而即使有少部分指导老师把学生
带到中学去了，也就听１次或２次课，学生难以建立起
对中学数学教学的感性认识。通过开放性问题结果的
统计可知，大部分学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中学观
摩数学教学的。
３．１．２指导老师的指导效果不理想　从图１可以看
出，４０％的学生觉得教学见习的指导老师对其教学技
能提高的帮助一般，甚至１６．６％的学生认为是不大或
非常小的。而通过开放性问题结果的分析可知，大部
分学生希望得到老师认真而负责的指导。可见教育见
习指导老师的指导效果并不理想。据笔者了解，笔者
所在学院教育见习的指导老师并非全是专业老师，而
是由学院分配任务，每位老师必须带１０个学生见习，
这样使得：一方面，有些指导老师缺乏专业的知识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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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没有专业化的指导水平，不能给学生充分而有效的
指导；另一方面，有些老师认为教育见习是学院硬塞的
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责任心不强。

图１　学校安排的教学见习指导教师
对学生教学技能提高的帮助

３．１．３现有的教育见习时间安排不恰当　据了解现有
的教育见习期是在《数学教学论》课程学习的后半学
期，学生有了一定的数学教学理论以后，形成的是“理
性———感性”这样的学习途径，这违反了“感性———理
性”认识的一般规律，没有体现教育见习的真正作用。
３．２关于微格教学的情况

微格教学（Ｍｉｃｒ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ｇ）即是建立在教育学、心
理学、传播学、视听技术基础之上，从微观的角度将复
的课堂教学分解细化为单一的、可操作的若干教学技
能并借助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以提高师范生和在职
教师教学技能的一种有效的系统训练方法［４］。它是对
数学类师范生进行数学教学技能训练的一门重要实践
课程。本院微格教学是在第６学期，与《数学教学论》
课程的教学一起进行，每周２课时，１８周共３６课时。
调查发现有９７．９％的学生进行了微格教学训练，且开
展的情况较为理想。

图２　微格教学对学生数学课堂教学技能提高的帮助
从图２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学生觉得微格教学训练

对其的数学课堂教学技能提高的帮助较大或非常大。
但从问卷中开放式题目的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同学
感觉微格教学的课时太少，平均每人一学期的训练时
间为１６０～１７０ｍｉｎ，指导教师的指导次数较少，这主
要是因为微格教学是一个教师带一个班（大约７０人）
进行，分为８个小组，每组大约９人左右，这样每次课
每个同学训练的时间就只有１０ｍｉｎ左右，指导教师也
不可能到每个组对每位同学做指导。
３．３关于教育实习的希望和看法

３．３．１对教育实习的希望　１）从调查可知约５２．１％
的学生愿意选择自主实习，４６．１％的学生选择集中实
习，其余未选。其中选择自主学习的原因为：考研的占
３３．１％，利于以后工作占１９．３％，另还有４７．６％为了
更好地训练自己的教学基本功。这和过去的情况出现
了一定的反差。根据笔者每年带实习的经验来看，过
去是大部分同学愿意参加集中实习，仅少部分考研的
学生选择自主实习。究其原因，这主要与近２年实习
指导制度改革有很大关系。以前实习指导是“双导师”
制，由学院在每个实习点指定一个指导老师和中学的
老师一起负责学生实习指导，而从２０１０年起，实习就
直接全权委托中学教师进行指导，原有的大学指导教
师则成为联络人，仅负责学生的接送和平时纪律的管
理。通过近２年来学生们的反映，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实际情况是：大学指导教师不指导，中学指导教师大部
分让他们改作业、守自习，对教学的指导放任不管。所
以从图３可以看出，学生选择自主实习的原因并非全
是因为与考研的冲突，更多的是认为自主实习比集中
实习更能有效地训练自己的教学基本功。

图３　选择自主实习的原因
２）从表１可知有３７．９％的学生更愿意在第６学

期进行教育实习。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实习与
考研、就业产生冲突。现有的实习在第７学期（即大四
上学期），与他们考研准备时间有冲突，且在学生实习
期间通常会有用人单位的招聘，以致影响了实习效果。

表１　学生关于教育实习时间的选择比例 ％
第４学期第５学期第６学期第７学期分散在大二至大四
６．６ １２．４ ３７．９ ２０．３ ２２．８

３）从表２可知大部分学生愿意选择的市区的重
点中学、一般中学或区县的重点中学作为实习学校进
行实习。选择在重庆市直属重点中学实习的学生仅占
１２．４％，大部分学生愿意选择在一般的学校进行实习。
这是由于参考过去由学校教务处统一联系实习的情况
来看，学生若到重点中学实习，其讲课的机会很少。

表２　关于学生对实习学校类型选择的比例 ％
重庆市直
属重点中学

市区重
点中学

市区的
一般中学

区县重
点中学

区县一
般中学

农村
中学

１２．４ ２９．７ ３０ ２１ ６．６ ０．３
　　４）其它对教育实习的希望。①约４２．４％的学生
认为实习时间在３个月左右比较合适；②有６０％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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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实习中首先希望通过教育实习在教学基本功方面
得到提高，其次有３５．５％的学生希望能提高综合素
质；③同时，有７８．３％的学生非常愿意或愿意在今后
从事数学教师这一职业的；④超过８０．４％的学生愿意
由本院教师和实习中学的实习班级的教师一起进行指
导，并希望经常能得到指导

表３　学生关于实习时间长短的选择比例 ％
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４个月１学期（５个月）更长时间
４．１ １８．６４２．４ ７．２ ２３．８ ３．５

３．３．２对教育实习的看法　１）图４的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普遍认为实习的主要工作是：讲课、听课、做班主
任、辅导学生和批发作业；另据调查有超过７６．８％的
学生认为实习中应有６节以上的讲课机会。

图４　学生对实习主要工作的理解
２）只有少数学生觉得已经为实习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从表４的数据可以得到，仅１７．３％的学生觉得
自己可以在实习中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策略讲授教学
内容，大部分学生还不具备这一能力；仅１６．２％的学
生觉得自己具备处理或平息课堂上出现的突发事件的
能力，大部分学生还不具备这一能力；大部分学生觉得
自己可以在实习中有效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
学，仅有少数（占９．３％）的学生有点吃力或不能；仅有
２１．１％的学生觉得目前的知识储备可以满足实习的需
要，还有大部分学生觉得自身的知识储备不足；有
４３．８％的学生了不了解中学数学教学的相关情况，这
值得关注。

４结论
实践性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

总称，师范类本科生“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实
习”是实践性教学的核心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
要途径，能有效地提高本科教学的质量，进而提高人才
培养的质量。通过以上的问卷的调查与分析，发现本
院的实践性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必要针对这些
问题，积极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实践性教学的实施方案，
大胆改革、不断创新，提高本科生培养的质量。以下是
笔者结合各方面的情况对此进行的思考。

表４　学生关于做好实习准备的选择比例 ％

题项 完全
可以

比较
可以

基本
可以

有点
可以

完全
不可以

在实习中能否灵活
地运用各种教学策
略讲授教学内容

０．７１６．６５０．７３２．１ ０

是否具备处理或平
息课堂上出现的突
发事件的能力

１．４１４．８４１．７４０ ２．１

是否能在实习中有
效地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辅助教学（如多
媒体）

５．５３１．４５３．８８．６ ０．７

目前自身的知识储
备是否可以满足实
习的需要

２．１ １９５５．９２２．８ ０．４

对中学数学教学的
相关情况是否熟悉 ０．７１８．６３６．９４３．４ ０．４

本院现有的实践性教学的各环节，各自为政，彼此
间联系不强，成零散的局面，没有统一的规划和要求，
难以发挥整合的优势。建议整体构建实践性教学，形
成“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实习”这一环环相
扣的实践性教学体系，明确每个环节的开展的时间、目
标、任务、方式、内容和评价，处理好实践性教学整体与
局部的关系［５６］。
４．１加强教育见习的力度

对教育见习的建议［７］：１）时间：安排在《数学教学
论》课程学习前半学期；２）目标：到中学去真正感受中
学数学的教学工作，获得对中学数学教学各方面（教
学、学生、管理等）的感性认识；３）任务：听课６节，改
作业６次，写见习感受，回校讲课２次等；４）方式：由
大学指导教师和中学指导教师共同进行指导；５）内
容：感受初中或高中的数学教学工作；６）评价：由大学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教育见习的表现，给予合适的成绩。
４．２加强微格教学的指导

对微格教学的建议［８］：１）时间：在《数学教学论》
课程的同时；２）目标：强化训练学生的数学课堂教学
的基本技能，达到数学课堂教学技能的熟练化；３）任
务：每周一次微格训练；４）方式：学院应考虑多安排一
些微格教学的指导老师（可以是研究生），最好一个微
格教室一个老师；５）内容：各项数学课堂教学技能，如
安排数学教学语言技能、板书技能、提问技能、导入技
能、结尾技能等；６）评价：每次微格教学中学生的得分
加上期末微格教学考核分数。
４．３改革教育实习的方式

对教育实习的建议［９］：１）实习时间：大学第６学
期或在第７学期（对于教研的同学在教研后单独安排
实习）；２）实习的目标：在中学数学教学工作中，实践
自身的知识，提高作为数学教师的素质和能力，达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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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中学数学教学的工作和班主任工作，能对中学数
学教学进行研究，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的目的；３）任
务：提高数学课堂教学基本技能和教师素养；４）实习
方式：①关于学生：不考研的学生规定选择集中实习
（除有一些特殊情况）；②关于指导老师：改原有的大
学老师作为联络人的方式为双导师制，即实习学生由
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共同进行指导和管理，加强老师
指导的力度；③关于实习学校：改变过去由教务处统
一联系实习学校的方式为学院自行联系，学院应自行
联系一些固定的中学作为教育实习的基地，长期建立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５）实习的内容：听课、讲课、批
改作业、做班主任工作、参与教研活动和集体备课活
动、做一些简单的数学教学研究、进行一些教学案例的
分析；６）实习的评价：实习前，听学生的试讲，并对学
生进行过关考核；实习中，指导老师每周至少去实习学
校２次，每周带领学生作一次案例分析，整个实习期间
指导每个学生完成一个教学研究；实习后，完善对学生
教育实习的考核，实习分数应为“结合中学指导老师的
意见，并根据学生在整个教育实习活动中的表现给予
适当的分数”加上“学生进行实习汇报课所得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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