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教育思潮》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文） 西方教育思潮 课程名称（英文）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s

课程代码 08120131 课程性质 选修

课程类别 教师教育课程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学时/周） 1.5（2 学时/周） 理论学分（学时） 1.5/24 实践或实验学分（学时/周） 0

先修课程 中外教育史 后续课程 无

适应范围 小学教育专业 面向专业 小学教育

开课学期 8 开课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教师教育教育学教学团队 课程负责人 葛福强

课程网址

制定人 葛福强 审定人 蒋茵

二、课程教学目标及其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本课程教学总目标是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

的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究成果为本土

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课程目标 2：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课程目标 4：通过学习，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究成果为本土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2. 教育情怀：胸怀教育事业，情系学生成长。树立正确的教师

观，理解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与独特价值，愿意投身小学教育事业。

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富有爱心、责任心、事业心、耐心和细心，

乐于为学生成长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乐于做学生成长道路上

的陪伴者和引路人。具有较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

为人师表。

2.2 热爱学生。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学生，爱护学生，乐

于为学生成长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乐于做儿童成长道路上

的陪伴者和引路人。
L

目标 2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教育专

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育专业在基础

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

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小学学科教学工作。充分认

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经验的联系，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

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相联系。

3.1 学识广博。理解并初步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概念、原

理；具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通识知识，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兴

趣爱好广泛，有一定特长或才艺。

M



目标 3

3.学科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扎实的小学教育专

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小学教育专业在基础

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

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胜任至少两门小学学科教学工作。充分认

识知识世界、社会生活与儿童经验的联系，善于将学科知识与小

学生社会实践、生活实践相联系。

3.1 学识广博。理解并初步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基本概念、原

理；具有一定的人文与科学通识知识，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兴

趣爱好广泛，有一定特长或才艺。

L

目标 4

2. 教育情怀：胸怀教育事业，情系学生成长。树立正确的教师

观，理解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与独特价值，愿意投身小学教育事业。

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富有爱心、责任心、事业心、耐心和细心，

乐于为学生成长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乐于做学生成长道路上

的陪伴者和引路人。具有较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

为人师表。

2.2 热爱学生。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学生，爱护学生，乐

于为学生成长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乐于做儿童成长道路上

的陪伴者和引路人。

M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支撑”，

“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西方教育思潮概论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二章 自由主义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三章 保守主义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四章 人本主义教育思潮 4 4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五章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4 4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六章 精神分析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七章 现代终身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第八章 教育经济主义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九章 批判主义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十章 全球化教育思潮 2 2 0 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西方教育思潮概论（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西方教育思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

（2）西方教育思潮对我国教育领域的影响。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明确西方教育思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

（2）了解西方教育思潮对我国教育领域的影响。

【重点难点】

重点：西方教育思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

难点：西方教育思潮对我国教育领域的影响

第二章 自由主义教育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 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源脉与流变。

（2）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主张。

（3） 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之于教育思潮的影响。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 了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源脉与流变。

（2） 熟悉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主张。

（3） 掌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之于教育思潮的影响。

【重点难点】

重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主张

难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之于教育思潮的影响

第三章 保守主义教育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脉动。

（2）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承诺。

（3）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在教育思想上的体现。

（4）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美国“新品格教育”等几种保守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述评。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脉动。

（2）了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承诺。

（3）知道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在教育思想上的体现。

（4）理解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美国“新品格教育”等几种保守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重点难点】

重点：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承诺

难点：几种保守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第四章 人本主义教育思潮（4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2）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思潮：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在教育思想中的浓缩。

（3）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育思潮。

（4）借鉴与反思：对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态度。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2）理解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思潮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在教育思想中的浓缩。

（3）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育思潮。

（4）知道在借鉴与反思中对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态度。

【重点难点】

重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思潮

难点：两种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第五章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脉络

主要知识点：

（1）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历史际遇与流变



（2）实用主义、改造主义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

第二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观点

主要知识点：

（1）教育目的的社会改良主义观

（2）教育价值的实用主义观

（3）教育主体的儿童中心观

（4）教育内容的综合课程观

第三节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概观

主要知识点：

（1）美国精神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源脉

（2）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第四节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新论

主要知识点：

（1）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历史命运

（2）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观点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流变及过程

（2）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观点

（3）熟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具体流变及观点

【重点难点】

重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核心观点

难点：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第六章 精神分析教育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历史嬗变

主要知识点：

（1）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2）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古典精神分析学的裂变

（3） 新精神分析学：古典精神分析学的改造与重生

第二节 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基本教育观

主要知识点：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基本教育观

第三节 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历史影响

主要知识点：

（1）精神分析教育思潮之于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双重影响

（2）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理论限度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历史嬗变

（2）知道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基本教育观

（3）了解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历史影响

【重点难点】

重点：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基本教育观

难点：精神分析教育思潮的历史影响

第七章 现代终身教育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现代终身教育思潮勃兴的时代背景



（2）终身教育思潮的历史嬗变

（3）现代终身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4）现代终身教育思潮的历史影响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知道现代终身教育思潮勃兴的时代背景

（2）了解终身教育思潮的历史嬗变

（3）理解现代终身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4）了解现代终身教育思潮的历史影响

【重点难点】

重点：终身教育思潮的历史嬗变

难点：现代终身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第八章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当代嬗变

（2）当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观点

（3）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当代嬗变

（2）理解当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观点

（3）了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重点难点】

重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当代嬗变



难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第九章 批判主义教育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批判主义思潮概观：形成与发展

（2）批判主义教育思潮的共同理论特点

（3）几种主要的批判主义教育思潮的教育观评介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批判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2）知道批判主义教育思潮的共同理论特点

（3）清楚几种主要的批判主义教育思潮的教育观

【重点难点】

重点：批判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难点：批判主义教育思潮的共同理论特点

第十章 全球化教育思潮（2学时）

【教学内容】

主要知识点：

（1）全球化思潮的溯源及流变

（2）全球化思潮的主要理论主张

（3）全球化思潮之于教育的现实冲击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全球化思潮的溯源及流变

（2）掌握全球化思潮的主要理论主张



（3）清楚全球化思潮之于教育的现实冲击

（4）清楚全球化思潮之于教育的现实冲击

【重点难点】

重点：全球化思潮的主要理论主张

难点：全球化思潮之于教育的现实冲击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唐爱民著.西方教育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主要参考书目

1.王天一等编著.外国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2.袁锐锷.外国教育史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徐辉.现代外国教育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4.黄志成编.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知识讲授。通过系统讲授相关基本知识、原理和历史与现实等知识，让学生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在

知识讲授过程中，注重学科知识的合理分解、有序讲授，兼顾点和面、表和里。此外，注重多媒体运用，生动、形象的展现所讲授内容，特别是对于西方教育

思潮发展中的重要历史节点的展示，更是要细致入微的刻画。

（2）问题引导。问题情景法是引导学生思考，深入理解所学内容的一种重要教学方法。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于重、难点章节的讲授，注重设置问题情

景，积极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引发学生有针对性思考，并且予以一定的挑战度。然后，通过对于所设置的问题链逐步分析与解答，让所教内容逐步内化至学生

的知识体系中。



（3）案例分析。紧扣产出导向理念，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们将所学西方教育思潮知识与专业实际形成联系，借助本学科视角激发学生们对于专业实践的

反思，以及一些创新和研究的思考。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们体验到西方教育思潮发展历程中历史规律的作用，培养学生的科学、辩证精神以及历史唯

物主义等科学思维。

（4）专题讨论。通过专题讨论，推动所学知识和实际应用的融合，为学生提供更为深刻的专业素养养成体验，使学生更为主动的探寻教育思潮发展知识在

专业实践中应用，更为细致的分析西方教育思潮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着人文素养和科学思维。在专题讨论中，力求调动学生合作学习，并积极推动生生、师生间

沟通。

（5）课外养成。本课程课内教学时数有限，像对西方教育思潮发展历程的细致了解以及对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需要学生们进行更多数量的课外阅

读予以养成。在本课程相关能力及素养课外养成中，注重影像、网络资料的学习，注重各类型课外练习的开展，注重引导个体自学和合作学习的方式方法的引

导。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目标 1：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

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课前：引导学生课前阅读相关资料，初步了解学习内容，明确学习的重、

难点，梳理好所存各种疑问。

课内：讲授和问题交流，课堂练习，解决课前测验时记录的难点和疑惑。

课后：作业。引导学生对照课前预习，完成课内学习总结。

课程目标 2：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内：案例分析与练习。知识讲授和问题引导有机结合，黑板板书与多媒

体展示合理运用，学生系统掌握西方教育思潮的相关知识。

课后：反思及练习，课外拓展阅读与思考。提高学生学习内驱力，引导学

生将本学科知识与专业实际进行有效关联，初步培养学生知识整合和迁移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课内：讲授和问题交流，课堂练习，解决课前测验时记录的难点和疑惑。

课后：课外拓展阅读与思考；小组作业。合理布置课后学习、练习及实践，

注重与本课程相关的基本能力和素养的养成。



课程目标 4：通过学习，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

究成果为本土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不

断学习的习惯。

课内：案例分析与练习。通过案例分析与专题讨论，注重引导、运用、反

思、讨论等环节设置，

课后：反思及练习，课外拓展阅读与思考。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目标 1：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了解

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

表现、作业成绩。

课程目标 2：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差异，

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表现、作业

成绩。

课程目标 3：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案例分析与练习、课后反思及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

表现、作业及期末成绩。

课程目标 4：通过学习，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究成

果为本土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不断学习

的习惯。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案例分析、课后专题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程作业情况

及期末论文成绩。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40%，其中讨论占 10%，提问占 10%，作业占 20%。终结性考核

的权重为 60%，在期末采用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重

过程性

考核

讨论

课程目标 1： 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

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课程目标 2： 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目标 3： 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课程目标 4： 通过学习，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

究成果为本土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

不断学习的习惯。

采用开放式评价方法，关注教学过程，对

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思维的独立性以及反

思能力和习惯等作为评价的参考指标。

10%

提问

课程目标 1： 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

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课程目标 2： 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目标 3： 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由任课老师布置课后作业，按照对于西方

教育思潮相关知识点准确、规范程度以及

创新性来评定。

10%

作业

课程目标 2： 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目标 3： 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课程目标 4： 通过学习，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

究成果为本土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

不断学习的习惯。

采用开放式评价方法，关注教学过程，注

重过程性评价，对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思

维的独立性以及反思能力和习惯等作为评

价的参考指标。

20%

终结性

考核
考查

课程目标 1： 通过学习，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

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本课程期末以开放性的小论文作为课程评

价的重点。由任课老师设置论文标准要求，

按照对于西方教育思潮相关知识的相关论

述，就准确、规范程度以及创新性来评定。

60%课程目标 2： 通过学习，开拓国际视野，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进一步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目标 3： 通过学习，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教育理论储备。



课程目标 4： 通过学习，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实践和研

究成果为本土教学服务，积极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

不断学习的习惯。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课程考核结束后

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采用课程考核成绩数据进行计算，评价分析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再依据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计算得出各分

目标的达成度，取平均值为本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以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值）、同行或督导评价

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所在系

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作业以及

测验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考核情况来实

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并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

专家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果

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

据。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

教学

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能够深刻地认知与理解西

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

非常深刻了解西方教育思

想对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

响。

能够较好地认知与理解西方

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较好

地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

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能够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

思潮的基本知识，了解西

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教育

发展的影响。

能够基本上认知与理解西

方教育思潮的基本知识，基

本上了解西方教育思想对

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未能认知与理解西方教育

思潮的基本知识，未能了

解西方教育思想对于我国

教育发展的影响。

目标

2

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能

很好地理解中西方教育体

系的差异，具有很强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有很高的

理论综合运用能力。

具有较好的国际视野，能较

好地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有较高的理论综合

运用能力。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

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差

异，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有一定的理论综

合运用能力。

具基本的国际视野，基本能

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差

异，具有基本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有基本的理论综合运

用能力。

不具基本的国际视野，不

能理解中西方教育体系的

差异，不具有批判性思维

能力，没有基本的理论综

合运用能力。

目标

3

很好地具备优秀教师所需

要的教育理论储备，很好

地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运

用国外实践和研究成果为

本土教学服务，能够很好

地了解国内外教育实践和

研究，养成不断学习的习

惯。

较好地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

的教育理论储备，较好地具

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外

实践和研究成果为本土教学

服务，能够较好地了解国内

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不

断学习的习惯。

基本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

的教育理论储备，基本具

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

外实践和研究成果为本土

教学服务，能够基本了解

国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

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具备一定的优秀教师所需

要的教育理论储备，具备一

定的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

外实践和研究成果为本土

教学服务，能够基本了解国

内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

不断学习的习惯。

未能具备优秀教师所需要

的教育理论储备，未能具

备国际视野，主动运用国

外实践和研究成果为本土

教学服务，未能了解国内

外教育实践和研究，养成

不断学习的习惯。

目标

4

能够准确把握汉语和汉字

之美，具有优秀的现代汉

语应用能力，传承中国语

言文化的态度积极。

能够准确把握汉语和汉字之

美，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应

用能力，传承中国语言文化

的态度积极

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汉语

和汉字之美，具有较好的

现代汉语应用能力，传承

中国语言文化的态度积极

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汉语

和汉字之美，具有较好的现

代汉语应用能力，传承中国

语言文化的态度较为积极。

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不

够准确深入，现代汉语应

用能力较弱，传承中国语

言文化的态度不够积极。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

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