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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是师范专业本科生教学过程中针对师范生入职生的现实需

要而设置的一项重要课程，是师范专业本科生形成符合教师职业水平的教学能力的重要前

提。在本文范围内，作者不仅提出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相关概念，还对胡志明市师范大学

汉语师范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希望通过该研究能够反

映当前师范生培养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状，故此次调查将是与该领域相关的研究课

题的参考基础。 

关键词：限制; 教师职业培养; 现状; 调查  

 

1. 引言  

教师职业能力不仅局限于教学技能，还包括一个教师应具备的知识储备和职业

素养（包括对学生人格的教育）。在越南，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是“尝试从事教师专

业工作”，即在师范专业本科生教学中就教师职业能力展开教学和训练的过程，为

作为国家未来师资的师范生培养所需的综合教学能力。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是师范专

业本科生教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不仅限于师范专业本科生的教学，教师职业

能力培养亦是提高正在从事教学工作者的教学能力的重要活动。可见，教师职业能

力培养对提高师资整体质量的重要性。 

在越南，已有部分学者就教师职业能力培养问题展开相关研究。其中，Nguyen 

Ngoc Minh (2014)在其发表的期刊中指出，近年来，针对师范专业本科生的教师职业

能力培养，尤其是在学分制的正规体系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未起到提高针对师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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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科生的教师职业能力的效果1。此外，Nguyen Mau Duc，Dao Viet Hung 亦表示，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之间缺乏联系2。从以上观点可以得知，目前针

对师范专业本科生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还比较松散，师范专业本科生的教师职业能

力培养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本文范围内，作者对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

培养”课程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以此为基础指出该课程的教学优缺，最后提出改

进该课程教学效果的办法。 

2.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现状 

2.1.  关于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  

教师职业能力是属于教学职业或教师的范畴；是指教师在运用知识、技能、情

感和态度对待教学工作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教学能力。3  

培训是“培养和训练”，其中“培养”是“按照一定目的长期地教育与训练使

成长”4，练习则是“反复学习、实践、以求熟练”5。结合以上定义，可以得出，“教师

职业能力培训”是从事教学工作者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形成和发展以满足教育部公布

的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的活动。 

在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课程框架中，“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是

该专业的职业必修课程。该课程的学分为两学分，实际上课学时为 45学时，其中理

论讲授部分占 15学时，实践教学部分占 30学时，自习学时为 45学时。参加该课程

的条件是，学生必须完成该课程的先修课，也就是课程框架的前几个学期的其他课

程，这意味着师范生在接触到该课程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教学技能，

保证师范生能够有效的展开教学工作。该课程为学习者提供系统性、全面性较高的

关于汉语言教学知识和技能。同时，学习者也有机会运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以及在

其他课程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应用到模拟课堂当中，以此来实践自己所学习到的教学

 
1 Nguyen, N. M. (2014) Hinh thanh va ren luyen ky nang nghiep vu su pham thuong xuyen cho sinh vien Đia 
li truong Đai hoc Su pham theo phuong thuc đao tao tin chi [Forming and training regular pedagogical 
profession skills for Geography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by credit training method].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54). 
2 Nguyen, M. D. & Đao, V. H. (2013). Van đe ren luyen nghiep vu su pham tai truong Đai hoc Su pham – 
Đai hoc Thai Nguyen – thuc trang va giai phap [The issue on the pedagogic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of Thai Nguyen University: The statu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02(102). 
3 Nguyen, T. T. B. & Vu, T. M. H. & Nguyen, T. M. L. & Kieu, P. T. (2020). Ren luyen ki nang nghiep vu su 
pham trong đao tao giao vien [Training pedagogical profession skills in teacher train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ublisher. 
4 Jiang, L., Tan, J., & Cheng, R. (2012).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6th ed.).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978 pages. 
5 Jiang, L., Tan, J., & Cheng, R. (2012).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6th ed.).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808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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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教学技能。该课程安排在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第五学期，

为师范生提供形成和实践教师职业能力的操练环境，从而帮助他们对教师职业能力

形成一定的认知及基础，以服务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在第六学期

根据培养计划赴校见习工作。 

2.2.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现状调查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

课程教学现状，作者从该课程的学习者（即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

对该课程教学效果的意见、负责该课程教学的教师以及该课程教学的教材选用这三

个方面进行调查。 

2.2.1.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对“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效

果意见调查  

作为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职业必修课程，“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是

旨在师范生具备一些基本的教师职业能力，以保证师范生在接下来的在基础学校的

见习、实习能够得心应手，甚至为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基于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及其他研究的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作者得出涉

及调查分析的三个方面，分别为：知识、技能、态度。以这些方面为起点，再细分

为 19 项调查内容，具体如表 1。问卷模板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参调者可通过选择

不同的等级来表示自己的态度。由于该项调查的对象为第四十四、四十五届胡志明

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因此参加调查人数仅为 40人。 

 

要素 编号 内容 

知识 

ZS1 提供关于“教师职业能力培养”在师范生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ZS2 提供全面的教学必备的知识 

ZS3 提供全面的教学必备的技能 

ZS4 提供全面评估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结果的方法 

技能 

JN1 提供教学技能在现代教育趋势的定位、职责和任务的相关知识 

JN2.1 提供关于板书技能的知识 

JN2.2 有机会锻炼板书技能 

JN2.3 形成并掌握板书技能 

JN3.1 提供关于演讲技能的知识 

JN3.2 有机会锻炼演讲技能 

JN3.3 形成并掌握演讲技能 

JN4.1 提供关于组织课堂技能的知识 

JN4.2 有机会锻炼组织课题技能 

JN4.3 形成并掌握组织课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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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TD1 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配合、师范高等教

育机构与基础学校相配合的意识 

TD2 形成热爱教学、自我发展的精神，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以提

高见习与实习效果 

TD3 形成对教师职业能力培训的认识与责任感，积极参加教学活动，积极参加

院、校、区、市各级教师职业能力竞赛 

TD4 认识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前基础学校的共同教学方法以及针对不同科

目的教学方法 

TD5 有意识地提高和积累教学工作所需的知识 

在搜集到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作者使用社会科学统计包软件（英文称 SPSS）

就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以此得出每一项调查内容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这两项数值

为依据，可以知道参加调查者对“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在知识、技能、态度等

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意见。 

根据图 1可以得知，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平均值都在 4点以上，各项内容的

调查结果的标准差都落在 1 点左右。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参加调查者在一定程度上

都同意“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在知识教学方面的教学效果显著。 

图 1.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在知识教学方面的调查结果 

 
不同于知识教学方面，在板书技能教学方面，根据图 2，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

的平均值都在 4 分以下，虽然这样的平均值亦可以表示参加调查持同意态度，但是

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标准差都偏高。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存在部分参

加调查者不同意于问卷调查在调查板书技能教学方面的教学效果。 

图 2.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在板书技能教学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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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技能教学方面，根据图 3，有两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平均值在 4 分以上，

有一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平均值为 3.92，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标准差都小于 1 分。

基于这两组价值，可以得知参加调查者在都同意“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在演讲

技能教学方面的教学效果显著。 

图 3.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在演讲技能教学的调查结果 

 
在组织课堂技能教学方面，根据图 4，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平均值皆在 4分

以上，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标准差都在 1分左右。从这个结果来看，多数参加调

查者亦认为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在组织课堂技能教学方面的教学效果显著。 

图 4.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在组织课堂技能教学的教学结果 

 
根据图 5，“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在态度教学的各项内容的调查结果

的平均值在 4分以上，有两项内容的调查结果的标准差大于 1分，三项小于 1分

（最小的一项为 0.899）。从这个结果来看，多数参加调查者亦认为 “教师职业能力

培养”课程在组织课堂技能教学方面的教学效果显著。 

图 5.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在态度教学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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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对该专业“教师

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在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教学总体上效果显著。不过在技

能教学方面，根据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不是所有参加调查者都认为该方面的教学效

果，特别是板书技能。板书技能的各项内容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板书技能的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不同于知识，技能是

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一项技能的掌握与数量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反复练习，

要求投入大量的心力，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技能也不例外。由于各种原因，汉

语师范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学时仅为 45，这样的学时安排仅适合帮

助学习者形成基本的教师职业能力，想要在这样的学时安排内掌握并熟练各种教学

技能明显有些强人所难，故此处有参加调查者都认为技能教学方面的教学效果不理

想也是无可厚非。 

2.2.2. 负责“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的教师的意见 

不仅调查学习者对该课程的教学效果的意见，作者还就负责“教师职业能力培

养”课程教学的教师展开访问以了解教师从教学的角度如何评价“教师职业能力培

养”课程的教学。作者就在胡志明市师范大学负责汉语师范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

养”课程的W.K.H教师与 L.J.Y教师进行访问。经访问得知，从整体上来看，

W.K.H教师与 L.J.Y教师都表示“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基本能够帮助学

习者形成基本的教师职业能力，足以满足赴校见习、实习的要求。可是他们都认为，

应就课程的某些方面做出调整以提高教学效果。 

W.K.H教师认为目前该课程的教材选用大多都是使用中国学者编撰的与教师职

业能力相关的教材，虽说这些教材在关于理论基础层面会有较高的保证，但是其毕

竟是面向中国以外的教材，所以不免得会存在不符合越南汉语教学的地方。 

L.J.Y教师则认为应就“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技能的教学模式做出

调整。作为师范本科专业的职业课程，学习该课程后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教学技能是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因此锻炼教学技能是该课程的教学核心。一般来说，教师

职业能力培养的技能训练会包括三个环节，分别为提供知识，观察，实践。目前，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流程中的技能训练的问题被认为集中在流程的第一个环节、第二

个环节。在提供知识环节，由于技能是难以通过简单的概念所能解释清楚的，因此

仅靠通过书面上的概念为学习者提供教学技能的知识明显效果欠佳。在第二个环节

一般情况下会与第三个环节被整合在一起，这意味着师范生一般会观察其他同学在

模拟课堂中使用自己所学习到的技能。这种做法可以解决“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教

学时间不足的问题。可在另一方面，要求师范生在刚接触教学技能的知识后马上能

运用自如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这样也无法完全反映出师范生对教学技能实际掌

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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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材选用 

由于胡志明市师范大学的汉语师范专业是面向越南基础学校的汉语教学，因此

学习该专业的大学生亦应具备符合越南基础教育的汉语教师的职业能力，该课程的

教材选用应该是针对越南基础教育的汉语教师的职业能力的教材。经了解，目前还

未出现这种教材，所以该课程的教材选用仍然是中国学者编撰的与教师职业能力相

关的教材或者由负责该课程的教学的教师自己综合的材料。很明显，这两种作法存

在一定的问题。对于由中国学者编撰的与教师职业能力相关的教材，如上面所述该

类教材面向范围比较广泛，有些地方会不符合越南基础教育的情况，因此使用该类

教材作为该课程的教材要求教师精心挑选与越南基础教育的情况最贴切的教材。至

于由负责该课程的教学的教师自己综合的教材，这类教材的来源是负责“教师职业

能力培养”课程教学的教师以符合越南基础教育的情况为前提，基于不同的针对教

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教材，综合出符合该课程的学习资料，然而通过这样的作法生成

的资料亦存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等方面的问题. 

3. 结果与建议  

通过“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学习者、教师以及教材调查，作者初步了解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汉语师范本科专业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教学现状调查。

调查结果指出，该课程在提供关于教学知识、训练教学技能、教师态度等方面具有

一定的效果，能够为师范生日后职业发展奠定的基础。不过，调查结果亦指出该课

程在教学技能的教学模式、教材选用应做出一些调整。 

在课程的教学方法层面，目前该课程的一大难点在于教师职业能力是一个相对

模糊的概念，这并不利于教师职业能力的形成和锻炼。所以，使教师职业能力培养

过程变得生动直观可以有效提高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活动的效果，所以作者建议制定

一个以视频教学技术为核心的培养教师职业能力流程。在这一流程中，教师讲授教

学知识部分后，会通过分析实际教学案例来突出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师职业能力，采

取这样的做法可以令培养教师职业能力过程变得更直观、更生动、更有趣，特别是

教学技能的教学，从而提高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效果。同时，亦要建设一个实际教

学案例专门用于该流程的语料库，这些实际教学案例的内容主要为汉语师范专业本

科生在各所基础教育学校见习、实习时上课办学的过程。 

在教材选用层面，如上所述，由于胡志明市师范大学的汉语师范专业是面向越

南基础学校的汉语教学的缘故，所以作为该专业的职业课程，“教师职业能力培养”

课程的教材选用应该满足这一点。作者对此的建议是，应该基于已有的相关理论尽

快组织编撰符合越南基础教育的汉语教学的教师职业能力的教材。该教材不仅是保

证“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内容符合越南基础教育的汉语教学的情况，还

能成为师范生毕业后职业发展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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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认为，作为学时仅为 45 学时的课程，“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

难以同时兼顾教师职业能力的所有内容。更何况教师职业能力的组成部分的性质并

不一致，最明显的是教学知识以及教学技能两大模块，故在该课程教学中一定会遇

到不协调的地方，如此有碍于有效培养教师职业能力。对此，作者建议，可将胡志

明市师范大学的汉语师范专业原本的“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课程分成两个课程，名

称分别为“教师教学知识”课程以及“教师教学技能”课程。顾名思义，每一课程

针对的是不同的模块，“教师教学知识”是知识型课程，教学目的主要为帮助学习

者形成关于教学的基本认知、任务与意义；“教师教学技能”是技能型课程，教学

目的主要为帮助学习者形成并熟练汉语教学中的各种技能以有效展开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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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ous pedagogical training is a crucial component i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teacher training. It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developing the teaching 

competencies necessary to meet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surrounding pedagogical training while surveying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ourse of Continuous Pedagogical Training. The focus is 

specifically on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results identified areas for improvement 

and strengths of the course. These findings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areas for improvements; continuous pedagogical training; current state; surv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