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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修订 2021 版《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申请

书》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自评报告撰写

指导书》的说明

为进一步改进教育评价，推动师范类专业认证，聚焦认证重

点，强化认证“主线”和“底线”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组织修订了 2021

版《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

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以下

简称“指导书”）。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为什么进行修订

1.落实有关文件要求，改进师范教育质量评价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改进师范

院校评价，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教师作为

主要考核指标”“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师范类专业认证需要适应改革要求，推动师范

类专业明晰培养标准，强化能力与知识并重的师范生培养，全面

推进评价改革，实现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健全综合性评价，

落实评价结果反馈改进，促进师范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2.提高认证工作实效，切实引导专业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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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全面研判认证工作形势的基础上，针对认证内

容碎片化、过程形式化的倾向，学术委员会提出了强化以“毕业

要求”为核心的“主线”要求和建立基于产出的评价改进机制“底

线”要求，要求认证专业提供“主线”与“底线”相关指标点的

自评补充材料，引导认证工作聚焦重点，提升认证工作实效。为

固化改革成果，学术委员会对申请书和指导书进行了修订，细化

“主线”与“底线”要求，规范专业评建工作，发挥认证以评促

建作用，推动专业内涵建设。

二、修订后的文件有哪些主要变化

1.聚焦重点，落实“主线”和“底线”要求

一是“主线”要求方面，更加明确地厘清了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课程目标的逻辑主线。针对培养目标对应外部需求、课程

设置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实施与考核支撑课程目标等 3 个

关键、薄弱的环节，提出新要求：（1）说明调研需求预测与专业

培养目标的对应关联关系；（2）明确课程与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

的对应关系；（3）说明用于重点支撑各项毕业要求的专业核心课

程和重要实践环节的关键支撑作用；（4）依据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修订教学大纲，形成教学内容、方法和考核与课程目标的对

应支撑关系；（5）按照“产出导向”模式开展实践教学，实现实

践教学课程化。

二是“底线”要求方面，强调建立面向产出评价改进机制的

“底线”要求是专业达到认证合格要求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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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产出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机制和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

作为申请受理“门槛”。另一方面，要求建立学校、院系两级的

质量保障制度，并建立保证产出评价结果用于专业持续改进的制

度，说明基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

而开展的持续改进工作。

2.以课程评价为突破，着力建设面向产出的评价机制

课程是高校教学的基本单元，也是产出导向教育模式改革的

突破口和着力点。新版申请书要求专业提供 6-8 门课程的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新版指导书要求在课程考核评价中建立能

力与知识并重，结果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的课程考核体系。强

调课程目标评价审核的制度和证据，要求重点审核对应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考核方法的一致性。

3.明确区分第二级、第三级认证要求

以“学会教学”“学会发展”两个维度六项毕业要求为核心，

在第三级认证中重点考查高于第二级认证要求指标的达成情况。

在申请书中，要求提供支持相关毕业要求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报告，包括支撑知识整合、教学能力培养的课程各 2 门，

支撑技术融合、国际视野、反思研究培养的课程各 1 门，实践课

程 1 门。在指导书中，要求说明对六项相关毕业要求内涵的理解、

指标点分解的依据，对其形成高支撑的课程，并对有关课程的课

程目标达成评价及改进情况进行说明。

三、修订文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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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申请参加师范类专业第二级、第三级认证的专业，

须使用2021版申请书，并参照2021版指导书要求开展自评工作。

2.在 2021 版指导书正式印发使用前（以印发日期为准），已

经在师范类专业认证管理信息系统提交自评材料的专业，仍可用

已提交的自评材料完成后续认证工作，无需按照新版指导书重新

提交自评材料。

3.申请书和指导书的有关内容由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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