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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师范生需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广阔人文视野
及敏锐审美意识，才能实现“以美育人”的目标。
当前关于师范生核心素养的研究与测评工具尚显不
足，亟需构建科学量表 [1]。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实
证研究，编制“师范生核心素养量表”，并检验其
信效度，为师范生培养及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新时代美育理念与师范生培养
回顾中国美育的发展历史，可以将其概括为古

典美育时期、准现代美育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美
育时期三个重要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
层面先后发布了多份关于美育的政策文件，尤其是
2015 年和 2020 年发布的两个重要意见，提出了宏
大的美育发展目标，并强调要实现“面向人人”和
“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新要求。这既为学校美
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方向，也为培养高素质艺术师资、
综合型师资给予了政策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支持。

对师范生而言，美育理念的融入意味着他们所
具备的学科专业基础，需要与更高层次的审美素养、
人文情怀以及跨学科融合能力相结合。教育部在《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及随后出台的《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等文件中，均强调了
师德素养、专业知识与能力、综合育人能力、终身
学习与发展等对未来教师的重要性。可见，师范生
核心素养既要涵盖师德、政治立场、教育使命，也
应当体现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注，对艺术、文化及
审美实践的多元思考，从而更好地体现新时代美育
“以美育人”的核心要求。

（二）核心素养概念及量表开发现状
“核心素养”的概念最初在欧美国家得到重视，

用于应对 21 世纪人才培养对于跨学科、跨文化和
高阶认知能力的需求。进入新世纪后，核心素养的
内涵不断扩展，由单纯的知识与能力转向对个体综
合素质的关注。我国学界围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进行了系列研究，包括对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及实
践能力的多层次探讨 [2]。与此相应，教师核心素养
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学者们普遍认为教师的师德、
专业知识、学科教学知识（PCK）、反思能力、创
新能力以及合作沟通能力等构成其核心素养的重要
方面。

在测评工具层面，国内外已有诸多量表针对教
师的专业认知、教学信念、职业倦怠或教师效能感
等方面进行评量，但尚缺乏着重于师范生综合发展
的多维度量表。针对美育背景下师范生核心素养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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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专门量表，更是相对空白。部分研究虽也尝试
从艺术教育、教师素质等角度建立指标，但较少将
政治素养、道德素养、专业能力与审美教育情怀等
各个要素结合，更缺乏大规模的实证研究。

因此，编制适用于新时代的“师范生核心素养
量表”，需要充分汲取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及美育
理念的核心内容，平衡“国家需求”与“个体发展”，
打通“学科素养”与“美育实践”，才能构建出更
为科学、系统和有效的多维评估框架。

二、量表编制的理论框架与结构假设

（一）多维度师范生核心素养模型
结合新时代美育的要求和已有教师素养框架，

本文尝试将师范生核心素养归纳为以下四大维度：
（1）师德与政治素养：体现师范生对党的教育方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认知
与践行；（2）学科与教育专业素养：包括师范生
对所学专业的专门知识、跨学科融合能力、课程设
计与实施能力等；（3）审美与人文素养：关注师
范生在艺术感知、审美创造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的
内在品质，突出美育背景下的艺术思维与审美体验；
（4）创新与反思能力：强调师范生对教育教学过
程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在教育实践中不断优化
与改进的创新精神和行动能力。

上述四大维度并非割裂存在，而是在具体教学
情境中相互交融，统领着师范生在教育过程中的思
想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我们假设，这四大
维度可以通过多条具体的因素路径相互关联或共同
作用，构成师范生核心素养的整体结构。

（二）量表编制的原则
1. 理论与实践结合：量表题项的设定需立足新

时代美育及师范生培养目标，并关注教育实践中的
可操作性与可评估性。

2. 综合与突出重点：充分体现师范生政治、道
德、专业、审美、人文及创新等综合特征，同时根
据测评需求突出师范生在美育背景下的特质。

3. 简明与差异兼顾：题项设计力求语言表达准
确明晰，保持较好的可读性和可回答性，并兼顾不
同地区、不同学科和不同生源背景等差异 [3]。

4. 结构清晰：维度划分与题项数量适度，确保
各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存在内在联系，为后续的信效
度检验和结构优化奠定基础。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编制过程
1. 文献分析与初始题库形成
通过系统收集与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包括教

育部政策文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师
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教师核心素养
与美育理念的学术论文等，初步归纳构建师范生核
心素养的四大维度，并从中挖掘具有测评价值的概
念与行为描述，形成最初的题库（约 60 条）。

2. 专家访谈与修改
邀请 5 名在教师教育、美育研究及心理测评领

域具有深厚经验的专家进行专题访谈。专家普遍认

可“四大维度”的总体构想，并在题项语言表述、
所测内容边界、题项数量适当性等方面提出修改建
议。基于专家意见，将初稿题项精简至 46 条，形
成“师范生核心素养量表”初稿。

3. 小范围预试与项目分析
在华北和华东地区两所师范院校各选取 30 名

师范生（含不同专业、年级），进行小范围预试，
收集被试对题目可理解度及对答卷时间、题项设置
的反馈。采用项目分析法，删除了极端分布及相关
度较低的 6 个项目，最终保留 40 个项目，用于后
续大规模施测。

（二）被试与施测
1. 正式样本
在全国 6 所师范院校（含教育部直属与地方重

点师范大学）随机选取一年级至大四年级的师范生，
共计发放问卷 900 份，有效回收问卷 857 份，回
收率约 95.2%。其中，女性占比 61.6%，男性占比
38.4%；文科与理工科师范生比例大致为 1:1；大一、
大二、大三、大四比例分别约为 25.1%、24.7%、
24.5%、25.7%。

2. 测试过程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

行。线上问卷以匿名填答的形式，由各院校相关教
师协助在课程结束后组织填写；线下问卷随机发放
到部分教育学基础课或学科教学论课程的课堂。确
保所有被试均自愿且知情同意，问卷回收后统一录
入并进行数据清洗与分析。

（三）数据分析方法
1. 信度检验
主要包括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

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用于判断量
表整体和各分量表在测量目标上的一致程度；分半
信度检验则将量表题项分为奇偶两半，比较两半得
分的一致性；重测信度则在施测两周后，随机抽取
部分被试再次完成该量表，计算两次结果的相关系
数。

2. 效度检验
首先，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

因素分析（CFA）来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看模型
拟合度与项目载荷是否与理论预期相符；其次，通
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考察量表与现有相关量表
（如教师职业认同量表、教学效能感量表等）的关
联效度（也称效标关联效度）；再者，通过与部分
高校教师教育专家及一线指导教师的访谈，对量表
题项适切性以及测评指标的内容合理性进行质性评
估。

四、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分析
1. 内部一致性系数
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92，四个

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师德与政治素养 0.88、学
科与教育专业素养 0.89、审美与人文素养 0.87、创
新与反思能力 0.85，均大于 0.80，说明量表及其维
度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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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半信度
将 40 道题按奇偶编号分成两半，分别计算各

分量表及整体得分的相关系数。整体分半信度为
0.84，各分量表分半信度介于 0.78~0.85 之间，结果
依然较为理想。

3. 重测信度
在正式测试两周后，随机抽取 120 名师范生再

次填写量表，结果显示两次测评的相关系数为 0.82
（p<0.001），说明本量表在不同时段测量时具有
稳定性。

（二）效度分析
1. 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利用主成分分析与最大方差旋转法，对全部数

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值为 0.90，巴特利
球形度检验显著（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提取到 4 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约为 62.7%，
各题项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系数均高于 0.45，与理
论结构预测一致。

2.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采 用 AMOS 软 件 进 行 CFA 检 验， 拟 合 指

标：χ²/df=2.36，RMSEA=0.052，CFI=0.92，
TLI=0.91，GFI=0.93，各项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或较
好水平，说明量表的四因子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度
较高，结构效度良好。

3. 关联效度
以“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和“教学效能感量

表”为效标，计算师范生核心素养量表各维度与效
标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师德与政治
素养、学科与教育专业素养、审美与人文素养、创
新与反思能力四个维度得分均与教师职业认同、
教学效能感显著正相关（r 值在 0.42~0.57 之间，
p<0.001），说明本量表兼具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4. 内容效度
在量表编制与修订过程中，先后邀请了 5 位专

家和若干一线教师，综合反馈表明：40 道题项可
以涵盖美育视域下师范生在政治道德、专业教学、
审美人文及创新反思等多方面的素养特征，题项内
容与语言表述基本符合师范生的实际学习与实习情
境。因此，在内容效度方面也得到了初步肯定。

五、讨论与启示

( 一 ) 量表的多维结构及与美育理念的契合
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四维师范生核

心素养模型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与新时代美育着
重强调的审美与人文关怀、综合育人理念相吻合。
师德与政治素养维度清晰诠释了师范生应肩负的教
育使命与政治责任；学科与教育专业素养维度保证
了师范生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审美与人文素养维度
则彰显了美育背景下对艺术感知力、审美体验的重
视；创新与反思能力为师范生持续学习与专业成长
提供了保障。四个维度交互作用，能够较为全面地
反映新时代对师范生综合素质与育人能力的要求。

（二）量表的信度效度与实践价值
从信度上看，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与重

测信度均在合格以上，说明量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表现良好。从效度上看，EFA 和 CFA 验证了理论

模型与数据的匹配度，关联效度与内容效度分析表
明量表也能与已有教师相关量表在方向和强度上相
符。由此可见，该量表可用于高校师范生核心素养
的测评，有助于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在人才培养效
果评估、课程优化及个体诊断等方面提供量化依据。

（三）强化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
核心素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在师范生的

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环节中得到持续打磨与反
思。建议高校在落实《意见（2015）》与《意见（2020）》
要求时，结合此量表对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审
美素养、人文关怀意识及创新实践能力进行动态追
踪和分阶段评估。通过量表结果，识别师范生的优
势与短板，以便进一步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如加
强实践教学、课间或课后研讨、微格教学演练以及
艺术审美素养提升训练等。对量表中较弱项的学生
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辅导与跟进，引导他们更加
深刻理解自身在新时代美育大背景下所承担的育人
职责。

（四）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首先，可以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师范院校

进一步扩大样本，并进行纵向跟踪研究，以更全面
地考察量表适用的普适性与敏感度。其次，可探索
与其他相关量表（如教师工作投入量表、班级管理
技能量表等）进行关联研究，或开展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进一步检验各维度之间的作用机制。最后，
可结合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情况，引入质性研究方法
（如访谈、观察、教学日志分析等），更深入地理
解核心素养在师范生教学情境中的真实表现，为量
表的持续修订提供经验支持。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新时代美育理念及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综合背景，设计并检验了“师范生核心素养量表”。
通过理论建构、专家访谈、预试调查以及大样本施
测等环节，量表最终保留 40 道题目并形成四大维
度：师德与政治素养、学科与教育专业素养、审美
与人文素养、创新与反思能力。信度与效度分析结
果表明，该量表在内部一致性、结构效度以及效标
关联效度等方面均表现良好，可为高校师范生培养
方案的评估、课程优化和教师教育研究提供科学依
据。在新时代落实美育“面向人人”与提升师范生
综合素养的背景下，如何运用这一量表帮助师范院
校准确识别学生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设置更有
效的培养与干预方案，是后续值得持续探索的方向。
尤其在“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改革趋势中，师范生身兼未来教育工作者与美育
践行者的双重身份，只有在大学期间便积极培育其
核心素养，方能在未来教学中担当起“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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