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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一级）

µ Ὰ ᶓ‾ Ђ ōװ ᾳŎ¶ ỉῑᵓ

Ὰ ᶓ‾ [1] Υ ᾘϖו ő ┼ỉῑ‾ ᶅ ᶅẵ

ἀ י ‾ Ђ ᴧ¢

ϖЂ ṍי י ‾ ♅ϖו

ᶓ ¢

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Ҡ

‾

1 ‾ ‾ ♪Ҡ ᶳ[2]
ϰ ♪≥8 ᶳ

ᶳ≥12 ᶳ

2 ᾀ ♅ ♪Ҡ[3] ᶳ ≥8 ᶳ

3 ♪Ҡ ᶳ[4] ᶳϠ ≥1/3

ἂ

῾

4 ῾ [5]ἀ‾ ῾ [6] ῦ
≥36 ő ‾

≥8

5 [7] ‾ ῾ᾘש [8] Ϡ ≤20:1

6 [7] ῾ᾘש [9] Ϡ ≤20:1

ᵒ

7 Ϡ [10] ≤18:1

8 ‾ ᶅ‾ [11]

9
║ ṍᾳ Қ‾ ‾ [12]Ϡ

[13]
≥ ╫

10
║ П ‾ ‾ Ϡ

[14]
≥60%

11 “ ”‾ [15] ♪‾ Ϡ ≥40%

12 Ῠ ‾ [16] ‾ 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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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Ҫ

 

13
‾ ѷ ӊ [17] ╫Мꜝ

ᵭ [18] ᶮ [19] ἀוϠ
≥13%

14 ╫‾ ѷ ӊ ≥ ╫

15 ╫ ῾‾ ⅎᶮ [20] ≥ ╫

16 ╫ [21]ἀ‾ [22]

≥40ї

10Ṥ

ϐ י

‾к[23]≥1

17
ṟ‾ ¡ Ὰ ¡ Ὰ ¡

‾ ‾י

18 Ὰ 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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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二级）

µ Ὰ ᶓ‾ Ђ ōװᵽᾳŎ¶ ỉῑᵓ

Ὰ ᶓ‾ [1] ‾ ἂṟו ő ┼ỉῑ‾ ᶅ

ᶅẵἀ י ‾ Ђ ᴧ¢

ϖЂ ṍי י ‾ ♅ϖו

ᶓ ¢

一、培养目标

1.1ƀ Ђᴧ Ƃ Ђ Ằҍּו‾ ᶚ őΰҪ ᾀ

Υ ᶚ ő ỉῑ¡ש ‾ Ḳṝᵿ ἀѰ ᾳ

ő ỉῑ ‾ Ḳṝ ᶚ͡ἀ‾ ‾ ầ ѕ

ő ṍ ὄ¯ °‾ ő ¯ +

ḷ Ὰ ᾳי ° ᵇō1+X ᵇŎἀỉῑ ꜡῞Ӕ

ϐ őḋἂ Υ ᴧ ¢

1.2ƀ Ђ ỚƂ Ђ őᶑ ᶓ ϧ Ἢ

5 ᾀἀ ᵿו ő őИ ẇ

ᶓ ¡‾ ¡‾ ẫ ᾭ ầᶚ ₆ἀ ¢

1.3ƀ Ђ ῝Ƃᴧ ᵓ Ђוἂ ₭ ῝őИ ṧ

┼ ῝₅Ịᵓ Ђ₭ ϰ ᴨ¢ ῝ἀ ᴨỌҠ

ầᶚф ¢

二、毕业要求

ṧ┼ י ‾ Ђ ő ᴧ ¡ṷ▲ו

ϧ ¢ϧ ẇ ҙ ЂőИ ᶓ Ọ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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ᶳ₆ ¢ Ọ ῝ ϧ ֚ҝ¢ ᴧוϧ

Ớḵ ş

■῾ ד

2.1ƀ ῾ẵᶓƂד ᾀ Ỹ ῝ Ẫő ₭ᵓ ỉ

ᾀ ו ¡ ¡ ἀ Ḿ ¢Ằҍּ

‾ו ᶚ ő ד Ᾰ ¢ µ ֥ ‾

¶ő║ ᶅ ‾ ő ҝ ¡ ב

ד я¡ ¡ ͗ Ựו ¢

2.2ƀ‾ ὊƂ ͗ ‾ ő║ ἀԅ‾

ő ‾ Ṱ ו ἀ ő║ ᾜᾨו Ḿ¡ᵊ ו

ᵇ¡ ῝ו Ẫ¢║ ר ἀ♅ ℮ ő ҝлẪ

ő ṟő őḩ ͗ ¡ őṰ

¡ ő Ӫ ṟ¡ ¡Ӧ ¡᷾ ỉ

ו ¢

2.3ƀṰ‘℮ Ƃ ¡Ḏ ¡ ἀӦ

¢ДҤ͗Ṉↄ ¡ң ¡℮ י℮ ℮ ¢ἢ ︣

ᴮằ ¡Ὰ νỂ¡Ӧ ו֞ ֥᷄ ¢

■ ᾀ‾

2.4ƀ ἀ ƂϠ ש ϖ ϰ ᾘӓו

ἀᾘϖ ő ϖ ᾘϖᾺו ἀϰ ᶚᶅ¢ ₆ϖ

ầו ϊ⅛ ¢║ ԅ ϖ ΈṰ ἀ ∏Ṱ Ӊו

г ¢

2.5ƀ ῾ Ƃ ϖ ầו Ђ ő Ὰ

Ὰ ҝẵ ő║ϐ ו Έя Ὰ ő◦ 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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Ὰ ᾳי ᾑ ṟ ¢י

2.6ƀ‾ Ƃ י ‾ Ђ ἀᾘ ᴮ

ׅ ‾ו ᶚᶅ¢ ‾ ‾ ῾ ő ẇ ᵓ י

ᵿ ἀ ᴄő ׅ Ὰד ő ‾ ‾

ἀ Ὰ ₭ ‾ ῄ¡ ἀ ῝ő ׅ ἀ

῾őᾐה‾ ő║ϐ‾ ᾘϖᾺ ő║ Ӊгו‾ ἀ

ᴧו‾ ∏ ¢

■ ᾀ

2.7ƀΘᾳ ׅƂ ד ő ₆ י ד

Ṱ ו ᶚᶅő Θᾳ  Ṱו ẵ ἀᾘϖᶚᶅ¢

ẇ Θ Ṱ ῾ őф ד ἀ  ◓‾ ‾י ᾍᴮ

ו ׅő ἢ ︣ᴮ℮

ו ∏ ᶚ ∏ ד ṰƀΘ
ἀ ἀ Α

ӉΘ ᾣ Ň ו ἀ  ᶻ ľו
◔

ᾍỶו ‾  Ὢἀ Ỷו
∏

ו͍═῾ ὔ∏ἀד ᶚ ∏őᶚ 2.Θ א ד יד ЂṰᶚ

‾∏ ᾳֺ2.炙
ᾀ

ᆴไ ᅔ ߵ ྜ ԃ ။ ᅖ Ì Ͼ 蠀ߊ
༊ ᄎ ༰

ྜ  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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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 ẵὃ¢Ӊг ᶑ ᶚᶅἀᾺ ő

ᶚᶅő ᾀᶳ ἀ₆╨‾ ‾ ¢

2.11ƀẁ ἂ Ƃ ₆ Ṿ ו ő║ ᵒ ℮

ő ẁ ἂ Ὰ ő║ Ἲ ἀἂ ¢

῾ᾍᴮ ő║ ẁ ἂ ו ¢

三、课程与教学

3.1ƀ♪Ҡ Ƃḋἂ י ‾ Ђ ἀ ‾

Ђ ¡ Ђ י ő ẇ ҙϧ ֚ҝ¢

3.2ƀ♪Ҡ₅ẅƂ♪Ҡ₅ẅ ‾ ¡ ‾ ¡ ‾

‾ ‾ ᾙ₅ἂŠ ♪ ῾♪¡ϰ ♪ ♪

ἂ ¢ṥ ♪Ҡ ᶳϠ ֺő ‾ ♪Ҡ ו ᾀ ♅

♪Ҡ[3] ᶳбמ 8 ᶳő ♪Ҡ ᶳ[4]бמ ᶳו

1/3ő‾ ‾ ♪Ҡ ᶳ[2]бמ 12 ᶳ¢

3.3ƀ♪Ҡ Ƃ♪Ҡ ¡ ᶓ ¯

° ἂו ő· ᾀ Ỹ ῝ Ẫ¡ ‾ד ἀṰ‘℮

ᾙ ♪Ҡ‾ ¢▲ᵿᾑ י ‾

кő‾ו ¡ Ὰ ¡ Ṱ ἀ ᶚᶅő ♪ҠḲ

ṝἀ ‾ ∏ ҝỊ¡ י ‾ ‾ ͡ ő

И ẇ₅ἂѰ ᵿ ϼὄἀ ᶓ Ꞌᾭ Ṫ ¡ ♪Ҡ

¢

3.4ƀ♪Ҡ Ƃ ♪ ‾ ỌҠ ᾘӓו ő

ὄ♪Ҡ ő ‾ Ằ ‾ ỌҠ¢ ┼ϧ

ᴧ‾ ֞ṇő‾ ¡‾ ᶚᶅ¡◦Ỹ ᶚ Ҫ♪Ҡ

Ђו ¢ ẇ ὄ‾ 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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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⅞‾ ᶚי ᶚᶅőἂ Ὰ ő ṍ ᶓ

Ị¢♪ ‾ ¡♪ ׅἀ♪ ו ῦᶳ ἂ ő‾

Ὰ Ὰ ♪Ҡ Θ‾ ő ҝ ᶓ ו

ő ¯ ὅ°¡Ὰ ᶓיԅ‾ᾘϖṲ¢

3.5ƀ♪Ҡ ῝Ƃᴧ ῝♪Ҡ ἂו ἀ♪Ҡ Ђ֚ҝ

ꞋőИ ẇṧ┼ ῝₅Ị₭ ᴨ¢ ῾♪Ҡ ῝Ђ ₒ

´ ầ ῝Ђ ¢ ῝ ᴨỌҠ ¡ ¡

י י ầᶚф ¢

四、合作与实践

4.1ƀ Ƃ ‾ᶚש י ầ е ¡ ἀ

י  ¡ ᴧ ᴘ¡ἂ Ṿ ᵟᶚו

ᾙ őбᵎ ὄѰ‾ ἂ¡ ἂ őᾘϖ ҝ‾ ¡ ¡

∏ἀḎ ὄוἂ Ṿ ¢

4.2ƀᾘש Ƃ ᵓ ᴧו ῾ᾘ[9]שἀ‾ ῾

ᾘ[8]שő 20Ṥ [7]б 1Ṥ ῾ᾘשἀ 1Ṥ‾

῾ᾘש¢ ῾ᾘשἀ‾ ῾ᾘש╫ ẇ ṵἂ ו ῾ὐ

⅞ἀ ׅő ᶓ ῾ἀ‾ ῾ ¢

4.3ƀ ῾‾ Ƃ ῾‾ ő ῾[5]ἀ‾ ῾[6]

ᾙ₅ἂ¢ ῾‾ Ђἀ║ ῄὃő ῄб 36 ő

‾ б 8 ¢ ῾ỚḵṰ‘℮ ҝ¡ Ὰ

¡ ἂ ῾¡Ṉ ῾ἀӦ Ӧ őי῾ Ѱ

Έ Š‾ ῾Ớḵ ד ¡‾ ῾¡Θᾳẫ ῾ἀ

‾ őИי῾ ‾ ὐ⁹ ᾙ ¢ ᾬ ‾

őκ ᶓ ῦ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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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ƀׅ ᵒ Ƃ ṍ ‾ Ѱ ׅ [25]¡ ‾

Ṿ ׅ ¯ו῾ ׅ ° ᵇ [26]¢ ¡ ῝ἀ Ҫ

῾ἀ‾ ῾ ׅ‾ ו ᵇ ֖ ¢̄ ׅ ° Ҹ ő ᵓ

ᴧő ő ¢

4.5ƀẫ ῝Ƃ‾ ῾ ῾ẫ  ẵᶓő ẇᵓ

ᴄὐ⁹ ῢⱦ¢ ‾ ῾ ῾ ῝ Ḳ₭

ᵇ¢ ┼ ầЂ őᵓ‾ ῾ ῾ỌҠ ₅Ị₭

῝¢

五、师资队伍

5.1ƀ ₅ẅƂ ‾ ₅ẅ ẇ ϖ ‾ ἀᵿ

ו ő Ϡ[10]бṍ 18:1ő ¡П ‾ Ϡ[14]б

מ 60%őṍᾳ Қ‾ Ϡ [13]бמ ╫ ő

ᶓ ♪¢  ‾ ‾ ♪Ҡ‾ ᵒő ‾ ᶅ

‾ б 2 [11]¢Ῠ ‾ [16] Ự¡ᵒ ᴧő

ẇ י ‾ ו ő ‾ [12]Ϡ б

מ 1:5¢

5.2ƀ Ƃ ṍ ‾ ẵᶓőדב Ѕő

ӝ ‾Š ד ő ϖ¡ ᴧ‾ő║  ♪ו ‾ ¡

῾‾ ¡ Ὰ ἀ ‾יׅ ‾ Š ד ‾ő

€ ő║ ᴧו ἀ ∏ ¢║ ҝἀ

Ἢᵿ ὄ ׅ ő ẇ ׅ ᶓ ᵿ ẵὃ¢

ᶓ ᵓϖ ‾ [12]¡Ῠ ‾ [16] ‾ἀד ║ ṍו

ᵇ¢

5.3ƀ“ ”‾ Ƃ║ϐ ‾ ἀ ῾‾ Šΰ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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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ᵇőṨ Ѱ Ὰ ᵿ ő ו₭ ‾ ‾

ḲṝҝỊő║  ו ‾ ἀ ῾ ¢“ ”‾ [15]

♪Ҡ‾ Ϡ бמ 40%¢

5.4ƀ ῾ⅎ Ƃ ♪‾ ₆ ầ Ђ ¡Ṉ

¡я ẵᶓἀᾺ ő י ‾ Ђ

ἀᵓ ו Ђ ő 1Ṥ ᾑ ᾘש ő║

ׅ ῾‾ ו ¢‾ ‾ ♪Ҡ‾ י ‾

Ђ ἀ י ‾ ‾ Ṱ ő ῄΤ ו י

‾ Ḏ ⅎ [27]ő║ ׅ¡ᶳ ¡₆╨ י ‾

‾ Έ ו őИ ᴧו ‾ ∏ҝỊ¢

5.5ƀҪ ᵿ Ƃ ᴧИ ‾ ᵒ  ẵὃ¢ ‾

ἀ ῾ ᵇ¢ ‾ őᴧ ▲ ‾ ᾍᴮ¢

‾ ᶳ ῝ ᵇő ῝₅Ị ᾥ ᶳ ¡ Қ ạṿ¢

ṍ ἀ י ᾑ ¯ ‾ °̄ † °̄ Ṉ

Ἲὔ°יṾ ᵿ ᾙ ¢

六、支持条件

6.1ƀⅎᶮκ Ƃ  ⅎᶮ ᶓ ő‾

ѷ ӊ ╫Мꜝ ᵭ ᶮ ἀוϠ бמ 13%ő
[17][18][19] ╫‾ ѷ ӊбמ ╫ ő ╫ ῾‾

ⅎᶮ ӊбמ ╫ [20]¢‾ ϐἀ י

Ṫ ⅎᶮ Ђ ἀ ╨ ¢

6.2ƀ κ Ƃ‾ ‾ ϐ ᶓ ¢

ᶓ ‾ Ὰ ¡ Ὰ ő ¯ ὅ°¡ ṟ

‾ ¡ ‾ ¡ Ὰ ¡ ἂ י῾ ῾‾ ¢



10

ὄ‾ ϐ ẇ ᶓ ¢ ‾

‾ ϐẫ ¡ Ἱ¡Ṫ ἀṾ ᾙ őᶚϻ ᶓ ¢

6.3ƀ κ Ƃ ‾ ᶓ ő ὄ

‾  ᶾḩő ṍ¢ ╫ ἀ‾

б 40ї [21][22] ¢ י ‾к ⱳἀ י

‾ ‾ ͡ ⱳő י ‾ Ђ ἀ

‾к[23] 10 б 1 ¢

七、质量保障

7.1ƀκ Ƃ ‾ κ őṥ ‾ ὐ⁹

ו ¢ κ ¡ Ђ ő ő

ᾙẅ  ő ׆ ő ẇ Ҫϧ ֚ҝ¢

7.2ƀ еῢⱦƂ ‾ ỌҠ ѷ ὄῢⱦᾙ őᴧ ᵓ

ṥ ‾ ὐ⁹ ῢⱦ ῝őκ ϧ ֚ҝ¢

7.3ƀ е ῝Ƃ ϧ Ṩ ᶑדᾙ ᾭ ¡‾

е ¡ י ầᶚф ו ᾀ ῝ᾙ őᵓ

Ђ֚וҝ Ꞌ₭ ᴧ ῝¢

7.4ƀҪ Ḳ₭Ƃᴧ ᵓ ו ῝₅Ị₭ ἂᶳ ő

ẇ ᶳ ₅Ịő ᴮ ᶓ Ҫ Ḳ₭ἀ ṍ¢

八、学生发展

8.1ƀ Ƃ ו ᵇ֖ ő ẇ ԅ‾¡

Ự¡ ᴧᾺ Ὰ ᾘӓᾑ ו ¢

8.2ƀ Ƃ ₆ ᶓ ᵿ őῒ ᶳ ő ῄ

ῨẗṾ Ṥ ו ᶚ͡ ‾ ẫ ᵇő ᶓ

ᵿ ṵⱣ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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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ƀҝѸ ׅƂ ᶓ ׅ Ḏ őῒ

‾ ő ὄẫ Ḏ ő ẇ ᶓ ṵ ᾍ ׅ¡

ׅ¡ ׅ¡  ◓ őיׅ ᶓ ҝѸ ¢

8.4ƀ ῢјƂ ҝ ῝ᾙ őῢј ᶓ ו ₭

ἀᾺ Ὰ Ꞌőκ ᶓ ϧ ϧ׆֚ ¢

8.5ƀ≤ Ƃϧ ≥ӉԀו бמ ϖש ṍ ϧ

≤ ו ╫ őᾐה‾ ṟ Ϡו [28]бמ 75%ő

ԅ ‾ Ṱ [29]¢ ầ Ὰ ᾳי ᾑ ṟ

וי őϧ ¯ה °[30]¢

8.6ƀ ᾀ Ƃϧ ᾀ Ựő ֮ ᵇ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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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三级）

µ Ὰ ᶓ‾ Ђ ōװ ᾳŎ¶ ỉῑᵓ

Ὰ ᶓ‾ [1] ‾ ו ő ┼ỉῑ‾ ᶅ

ᶅẵ¡ י ‾ Ђ ᾭ‾ еầ ‾

ῄὃ ו2.0   ᴧ¢

ϖЂ ṍי י ‾ ♅ϖו

ᶓ ¢

一、培养目标

1.1ƀ Ђᴧ Ƃ Ђ Ằҍּו‾ ᶚ őΰҪ ᾀ

Υ ᶚ ő ỉῑ¡ש ‾ Ḳṝᵿ ἀѰ ᾳ

י ő ỉῑ ‾ Ḳṝ ᶚ͡ἀ‾ ‾ ầ

ѕ ő ṍ ὄ¯ °‾ ő ¯ +

ḷ Ὰ ᾳי ° ᵇō1+X ᵇŎἀỉῑ ꜡῞

Ӕϐ őḋἂ Υ ᴧ ¢

1.2ƀ Ђ ỚƂ Ђ őᶑ ᶓ ϧ Ἢ

5 ᾀἀ ᵿו ő ἀ őИ

ẇ ᶓ ¡‾ ¡‾ ẫ ᾭ ầᶚ ₆ἀ

¢

1.3ƀ Ђ ῝Ƃᴧ ᵓ Ђוἂ ₭ ῝őИ ṧ

┼ ῝₅Ịᵓ Ђ₭ ϰ ᴨ¢ ῝ἀ ᴨỌҠ

ầᶚф ¢

二、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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ṧ┼ י ‾ Ђ ő ᴧ ¡ṷ▲ϧ

¢ϧ ẇ ҙ ЂőИ ᶓ ỌҠ

ᶳ₆ ¢ Ọ ῝ ϧ ֚ҝ¢ ᴧוϧ

Ớḵ ş

■῾ ד

2.1ƀ ῾ẵᶓƂד ᾀ Ỹ ῝ Ẫő ₭ᵓ ỉ

ᾀ ו ¡ ¡ ἀ Ḿ ¢Ằҍּ

‾ו ᶚ ő ד Ᾰ ¢ µ ֥ ‾

¶ő║ ᶅ ‾ ő ҝ ¡ ב

ד я¡ ¡ ͗ Ựו ¢

2.2ƀ‾ ὊƂ ͗ ‾ ő║ ἀԅ‾

ő ‾ Ṱ ו ἀ ő║ ᾜᾨו Ḿ¡ᵊ ו

ᵇ¡ ῝ו Ẫ¢║ ר ἀ♅ ℮ ő ҝлẪ

ő ṟő őḩ ͗ ¡ ¡

őṰ ¡ ő Ӫ ṟ¡ ¡Ӧ ¡

᷾ ỉו ¢

2.3ƀṰ‘℮ Ƃ ¡Ḏ ¡ ἀӦ

¢ДҤ͗Ṉↄ ¡ң ¡℮ י℮ ℮ ¢ἢ ︣

ᴮằ ¡Ὰ νỂ¡Ӧ ו֞ ֥᷄ ¢

■ ᾀ‾

2.4ƀ ἀ ƂϠ ש ϖ ᾘӓו ἀ

ᾘϖ ő ϖ ϰ Ὰו Ὰ ἀᶚᶅ¢ ϖ ầ

ו ϊ⅛ ¢║ ԅ ΈṰ ἀ ∏Ṱ ו ő║

ᶳ ἀ₆╨Ḣ Ὰ Ӊг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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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ƀ ῾ Ƃ ϖ ầו Ђ ő Ὰ

Ὰ ҝẵ ő║ϐ ו Έя Ὰ ő◦ ầ

Ὰ ᾳי ᾑ ṟ ő║ϐфי Ὰ ◦Ỹ

Ӊгו῝ ¢

2.6ƀ‾ Ƃ י ‾ Ђ ἀᾘ ᴮ

ׅ ‾ו ᶚᶅ¢ ‾ ‾ ῾ ő ẇ ő ԋ

₭ ἀᵿ Ђő ׅ Ὰד őӦ ᴮׅ ו

⅞ő▲ ὄ‾ őԋ₭Ὰ Ὰ ҝ¢ ׅ

ἀ ῾ő₭ ῝¢

2.7ƀ ἂӦ ƂӉг Ὰ ὄ ‾ ᶚᶅו

Ὰ ő║ Ὰ ▲ ᶟ ¡ ‾ ἀ ϼ

ᶚ Ӊгⅎו ¢ ẇ·‾ ‾ ‾ ῾₅

ἂő ἂ ҝ ‾ őӉг║ϐ ‾ ᶅ ¢║

⸗ ו♅ Ὰ ő ῾ Ӧ ᾑ₆╨ Έ ו

¢

■ ᾀ

2.8ƀΘᾳẫ Ƃ ד ő ₆ י ד

ᶚᶅő Θᾳ  Ṱו ẵ ἀᾘϖᶚᶅ¢

Θᾬ  ¡Θᾳ‾ ᾍᴮ ¡ ᵿ ׅ¡ ἂ ῝¡

¡ ῑѸᾭ ẁ ἂ ΘᾳѷẵṰי ᴄő

ẇ Θ Ṱ ῾ őф ד ¡  ◓‾ ¡͛ ‾ י

‾ ᾍᴮו ׅő ἢ ︣ᴮ℮ ő‾ ׅ

һ ︣ᴮ¡ ︣ᴮőᾐהᾜᾨ ¢

2.9ƀ ἂ Ƃ║ Ҡ ¡ ᶚ ő ẇ 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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₅ἂ ‾ ₭ ᾍᴮ¢ ₆ ὄ¡ ὄ

ἀ‾ ᾍᴮו Ớἀᶚᶅ¢ ẇ ‾ ῾  ¡

ᵿ ד ҝ ₅ἂő ╧ ‾ ἀ ῾ ᾙ

₭ ᾍᴮőᾜᾨф ‾ ¡︣ᴮ‾ ἀ ᾍᴮő

▲ ⅎ † őᵓ ₭ ‾ו ἀ ׅ¢

2.10ƀ ׅƂ ₆ỉῑ≤ ѕἀ≤ ő

ׅ¡ ‾ ו ἀᶚᶅ¢ Ӧ Ӧ ᾘϖ ἀᶚᶅő

Ӧ Ӧ ῾ᾍᴮוⅎ ő ׅ Ӧ ᾍᴮἀ וׅ

Ӊг ¢

■ ᾀᵿ

2.11ƀ Ƃ║ ᵿ ¢ ₆ ᵿ

Ỹ ἀᵿ ⁶ᵍ ↑ő ẇ₅ἂ≤ ⅛ ᴨ ἀ

ᵿ ẵὃ¢ ҝ Ắő║ ẫ ¢

2.12ƀᶑ ∏Ƃ ♦ ₆ᶑ ᵓ‾ ᵿ ו ¢

ᶚᶅő ҝԅ ¡♪Ҡ‾ ¡ ῾¡

≤ ¡ ֮ бי ″ᵇᶑ ИḲ₭‾ ‾ ו Ắ¢

‾ ῾ ᶚᶅἀו∏ ׅ ♅ ¡↕ Ὰו ő║ϐ

ᴧוӦ ¡‾ ‾ ∏ἀ↕ ¢

2.13ƀỉΈ Ƃ║ ἀ▲ᶢ ő ₆ỉΈ ‾

Ḳṝᵿ ו ἀ ᴮ ő· ¯ ֣ ° ₭ ἀ

ỉ ‾ ỉΈὄᴮ őᾜᾨф ỉΈ‾ † őѶ ₒ´ỉΈ

₭ ‾ ἀⅎ ₭ ‾ ‾ ¢

2.14ƀ† ἂ Ƃ ₆ Ṿ ו ő║ ᵒ ℮

ő ẁ ἂ Ὰ őᾜᾨ▲ Ἲ ἀ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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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ᾍᴮ ő║ ф Ὰ ᵿ¡Ὰ Ẳ¡Ѱ Ѱἀ΅ ¡

Ѱ י ¢

三、课程与教学

3.1ƀ♪Ҡ Ƃḋἂ י ‾ Ђ ἀ ‾

Ђ ¡ Ђ י őṨ ᵓ י ♪ҠḲṝ ő

ẇ ҙϧ ֚ҝ¢

3.2ƀ♪Ҡ₅ẅƂ♪Ҡ₅ẅ ‾ ¡ ‾ ¡ ‾

‾ ‾ ᵇ ἂŠ ♪ ῾♪¡ϰ ♪ ♪

ἂ ő ▲ ὄ♪Ҡ¢ṥ ♪Ҡ ᶳϠ ֺő

‾ ♪Ҡ ו ᾀ ♅ ♪Ҡ[3] ᶳбמ 8 ᶳő

♪Ҡ ᶳ[4]бמ ᶳו 1/3ő‾ ‾ ♪Ҡ ᶳ[2]бמ 12

ᶳ¢

3.3ƀ♪Ҡ Ƃ♪Ҡ ¡ ᶓ ¯

° ἂו ő· ᾀ Ỹ ῝ Ẫ¡ ‾ד ἀṰ‘℮

ᾙ ♪Ҡ‾ ¢▲ᵿᾑ ἂ י ‾ ו

‾кő ¡ Ὰ ¡ Ṱ ¡ ᶚᶅő ỉ

‾ ♪ҠḲṝἀ‾ ‾ ∏ ҝỊἀỉ י

‾ ‾ ͡ őИ ẇ₅ἂѰ ᵿ ϼὄἀ ᶓ

Ꞌᾭ Ṫ ¡ ♪Ҡ ő ҝԋ₭ ᶓ ᵿ ו ¡

ὄו♪Ҡ ὄ¢

3.4ƀ♪Ҡ Ƃ ♪ ‾ ỌҠ ᾘӓו ő

ὄ♪Ҡ ő ‾ Ằ ‾ ỌҠ¢ ┼ϧ

ᴧ‾ ֞ṇő‾ ¡‾ ᶚᶅ¡◦Ỹ ᶚ Ҫ♪Ҡ

Ђו ¢ ᶓ ו ф ἀ ῾ 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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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ő Ὰ

₭‾ ‾¢Ḳṝו Ὰ Ὰ ♪Ҡ Θ‾ ő

ᵟ őḩ ҝ ő ҝ ᶓ ו ő ¯

ὅ°¡Ὰ ᶓ¡ ¡ ¢ԅ‾ᾘϖṲי‾ ὄᾍᴮ

║ ‾ ‾ ő ҝԅ‾ ¡ Ӧ ¢

3.5ƀ♪Ҡ ῝Ƃᴧ ῝♪Ҡ ἂו ἀ♪Ҡ Ђ֚ҝ

ꞋőИ ẇṧ┼ ῝₅Ị₭ ᴨ¢ ῾♪Ҡ ῝Ђ ₒ

´ ỉΈ ₭ ầ ῝Ђ ¢ ῝ ᴨỌҠ

¡ י י ầᶚф ¢

四、合作与实践

4.1ƀ Ƃ ‾ᶚש י е ¡ ἀ י

 ¡ ᴧ ᴘ¡Ѱ‾ ἂ¡ἂ Ṿ ᵟᶚו

ᾙ ő ᴧ Ђ¡ ῄ♪Ҡ ¡ ♪Ҡ ¡

‾ Ӧ ᵒ¡▲ ‾ ∏¡ ῾ᾘש¡▲ Ӧ Ӧ

¡ ῝ ő ҝ‾ ¡ ¡ ∏ἀḎ ὄו

ἂ Ṿ ¢

4.2ƀᾘש Ƃ Ѹ ᴧו ῾ᾘ[9]שἀ‾ ῾

ᾘ[8]ש¢ ῾ᾘש║ ֥Ѕ ¡Ὰ ₭ ¡ẫ ẵᶓ ő

ẇ ṵἂ ו ῾ὐ⅞ἀ ׅő ᶓ ῾

¢‾ ῾ᾘש║ Ựו ᷄ő ו ¡

¡ẫ ¡♪Ҡ ἀ‾Ḳ ῾ ¢ 15Ṥ б

1Ṥ ῾ᾘשἀ 1Ṥ‾ ῾ᾘש¢ ő ᶓ ῾

ᾘשб ᶳ ¢

4.3ƀ ῾‾ ] ῾‾ ő ῾[5]ἀ‾ ῾[6]



18

ᾙ₅ἂ¢ ῾‾ Ђἀ║ ῄὃő ῄб 36 ő

‾ б 10 ¢ ῾ỚḵṰ‘℮ ҝ¡ Ὰ

¡ ἂ ῾¡Ṉ ῾ἀӦ Ӧ őי῾ Ѱ

Έ ő֮ Ὰ ¡ ἂᾺ Ằ₭׳ Š‾ ῾Ớḵ ד

¡‾ ῾¡Θᾳẫ ῾¡‾ ῾ἀ őИיׅ

‾ ὐ⁹ ᾙ ¢ ᾬ ‾ őκ ᶓ

ῦו ♪ ἀ ♪ ¢

4.4ƀׅ ᵒ Ƃ ṍ ‾ Ѱ ׅ [25]¡ ‾

Ṿ ׅ ¯ו῾ ׅ ° ᵇ[26]¢ ¡ ῝ἀ Ҫ

῾ἀ‾ ῾ ׅ‾ ו ᵇ ֖ ¢̄ ׅ ° Ҹ ő₅ẅ

ἂ ő ṍő ᴧ ő ő ő ¢

4.5ƀẫ ῝Ƃ‾ ῾ ῾ẫ ẵᶓő ẇᵓ Ọ

Ҡ ῢⱦ¢ ṟ ‾ ῾ ῾ ῝ Ḳ₭ ᵇ¢

ẇп ỌҠ ῝ ҝỊ◦Ỹ ῝ ₅ἂᶚ őᵓ‾ ῾ ¡

῾ ἀ‾ ‾ ᶑ ₭ ♅ ῝¢

五、师资队伍

5.1ƀ ₅ẅƂ ‾ ₅ẅ ẇ ϖ ‾ ἀᵿ

ו ő Ϡ[10]бṍ 16:1ő ¡П ‾ Ϡ[14]б

מ 80%őṍᾳ Қ‾ Ϡ [13]ṍ ╫ ő

ᶓ ♪¡֬ ᶓ ׅ ¢  ‾ ‾ ♪Ҡ‾ ᵒő

 ‾ ᶅ‾ ő Ṥ ‾ ᶅ‾

[11]¢ ῄὃ ‾ ḞỐ ₭ ¡ᶠ ő║ Τ Ố ₭

¡ᶠ ⅎ ‾ו ṍϠ׆֚ ¢Ῠ ‾ [16] Ự¡ᵒ

ᴧő ẇ י ‾ ו ő ‾ [12]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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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מ 1:5ő ṍᾳ ҚᾑṍᾺ лő ᵇф ᶓ

Ṱ ¢

5.2ƀ Ƃ ṍ ‾ ẵᶓőדב Ѕő

ӝ ‾Š ד ő ϖ¡ ᴧ‾ő║ ӊו♪ ‾ ¡

♪Ҡ▲ᵿ¡ Ὰ ἀ ‾יׅ ‾ ¢ ד ‾ő

€őṨ ♅ ő ∏Ӧ  ¢║ ҝἀ

Ἢᵿ ὄ ׅ ő ẇ ׅ ᶓ ᵿ ẵὃ¢

ᶓ ᵓ ‾ [12]¡Ῠ ‾ [16] ‾ἀד ║ ṍו ᵇ¢

5.3ƀ̄ °‾ Ƃ║ϐ ‾ ἀ ῾‾ ŠΰҪ

῾ ᵇőṨ ♅ἀѰ Ὰ ᵿ őₒ´ ỉ

ו₭ ‾ ἀᶚᶅő║  ו ‾ ἀ ῾ ő

ẇ▲ ὄ‾ ¢̄ °‾ [15] ♪Ҡ‾ Ϡ

бמ 50%¢

5.4ƀ ῾ⅎ Ƃ ♪‾ ₆ ầ Ђ ¡Ṉ

¡я ẵᶓ¡Ὰ ¡ẫ ᵇ¡ ὄיő

י ‾ Ђ ἀᵓ ו Ђ ő 1Ṥ

ᾑ ᾘש ő ה ầו Ὰ ᾳי ᾑ║ 

ׅ ῾‾ ו ¢‾ ‾ ♪‾ י ‾

Ђ ¡ ‾ ‾ Ṱ ő ῄ ו י ‾

Ḏ ⅎ [27]ő ẇ ׅ י ‾ ‾ Ṱ őИ ᶾḩ

ו ‾ ∏ҝỊ¢

5.5ƀҪ ᵿ Ƃ ᴧИ ‾ ᵒ  ẵὃ¢‾ ἀ

῾ ᾙ Š ‾ őᴧ ▲ ‾ ᾍᴮ¢

‾ ᶳ ῝ ᵇőἂ ᴧ ‾ ᶅי‾ ‾ ῾ ♪



20

Ҡ‾ ῝Ђ ő ῝₅Ị ᾥ ᶳ ¡ Қ ạṿ¢ṍ ἀ

י ᾑ ¯ ‾ °̄ † °̄ Ṉ Ἲὔ°יṾ

ᵿ ᾙ   ¡ҝ ¢

六、支持条件

6.1ƀⅎᶮκ Ƃ  ⅎᶮ ᶓ ő‾

ѷ ӊ ╫Мꜝ ᵭ ᶮ ἀוϠ бמ 15%ő
[17][18][19] ╫‾ ѷ ӊṍ ╫ ő ╫ ῾‾

ⅎᶮ ӊṍ ╫ [20]¢‾ ϐἀ Ṫי

ⅎᶮ Ђ ἀ ╨ ¢

6.2ƀ κ Ƃ‾ ‾ ϐ ϐ¢ ᶓ ‾ Ὰ

¡ Ὰ ő ¯ ὅ°¡ ṟ‾ ¡ ‾ ¡

Ὰ ‾ ¡ ἂ ῾‾ ¡ Ҡ  י ῾‾

¢ ὄ‾ ẇ ҙ ‾ Ḳṝ ᶓ ᶚ

ϼ¢‾ ‾ ϐẫ ¡ Ἱ¡Ṫ ἀṾ ᾙ ѽő ᶓ

ϻ₁¡Ҹᶳ¢

6.3ƀ κ Ƃ ‾ ᾭ ὄ‾ ᶾḩő

ṍ¢ [21]ἀ‾ [22]Ҹᶳ ᶓ

¢ י ‾к ⱳἀ י ‾

‾ ͡ ⱳő ᵟ Ξϖ י ‾к[23]ő י

‾ Ђ ἀ‾к 10 б 1 ¢

七、质量保障

7.1ƀκ Ƃ ‾ו κ őṥ ‾

ὐ⁹ ¡♅ ἂ ו ¢ κ ¡

Ђ ő őᾙẅ  ő ׆ ő ẇ Ҫ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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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ҝ¢

7.2ƀ еῢⱦƂ ‾ ῢⱦ ῝ᾙ И ő

Ὰ ᵓṥ ‾ ὐ⁹ Ҡῢⱦ ѷ ὄ ῝ő

κ ϧ ֚ҝ¢

7.3ƀ е ῝Ƃ ϧ Ҫ Ṩ ᶑדᾙ ᾭ ¡

‾ е ¡ י ầᶚф ᵟו ᾀ ῝ᾙ ő

ᵓ Ђ֚וҝ Ꞌ₭ ᴧ ῝¢

7.4ƀҪ Ḳ₭Ƃᴧ ᵓ ו ῝₅Ị₭ ἂᶳ ő

ẇ ᶳ ₅Ịő ᴮ ᶓ Ҫו Ḳ₭ἀ ṍő

ҝ ו ὄ¢

八、学生发展

8.1ƀ Ƃ ḋἂ Ὰ ᶓ‾ ᴄו ᵇ֖ ő

ẇ Ự¡Ὰ Ὰ ṍᾑ ṍ ‾ ו‾

¢

8.2ƀ ƂҸᶳ ₆ ᶓ ᵿ őῒ ᶳ ő

ῄῨẗṾ Ṥ ו ᶚ͡ ‾ ẫ ᵇőẐ

⸗ ¡⸗ ♪Ҡő ᶓ ᵿ ṵⱣῦ¢

8.3ƀҝѸ ׅƂ ו ᶓ ׅ Ḏ őῒ

‾ ő ὄẫ Ḏ ő ẇ ᶓ ṵ ᾍ

ׅ¡ ׅ¡ ׅ¡≤ Ӧ ׅ¡  ◓ őיׅ

ᶓ ҝѸ őИ ה ¢

8.4ƀ ῢјƂ ҝ ῝ᾙ őᵓ ᶓ Ṥ

ỌҠἀᾺ Ὰ ҝỌҠ Ѕו ₭ Ṩ ẌőẐ ᶓ

ῢјἀ ῝őᾭ ҝ ׅ  ἀḲ₭ѕ őκ 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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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 ϧ׆֚ ¢

8.5ƀ≤ Ƃϧ ≥ӉԀו бמ 75%őᾐה‾

ṟ Ϡו [28]бמ 85%ő ԅ ‾ Ṱ [29]¢ ầ

Ὰ ᾳי ᾑ ṟ וי őϧ “ה

”[30]¢

8.6ƀ ᾀ Ƃϧ ᾀ Ựő ֮ ᵇṍ¢

8.7ƀҪ ҪƂᵓϧ ₭ Ṩ Ḏ ő ₆ϧ ᵿ

ő ϧ ṵҪ ᾙᾀἀ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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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职业技术师范教育

ҟ ҿҲ ҟ ῠҘҟ ɻ ӥ

ָ ЇΊ Ҙҟ ɻ ҟ ɻ ɼ

[2]教师教育课程学分

‼┼ Ї1 ⅎ ԓ Ґ

ӥ 16-18 Ї ɼ

[3]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

ָ ᴰғ ῠ ҿ ῠ

Ї ῎ΐ Ғ Ὶ∆ɼ

[4]专业课程学分

Ҙҟ ᶳ Ὴ Ҙҟ Ѓ Є ҟ

ҘҟЇҘҟ ῠ ҟ Ҙҟ ɻҘҟ

Ⱶғ ҟ ɼ1 ⅎ ԓ Ґ Ҙҟ

ӥ 16-18 Ї ɼ

[5]专业实践

Ҙҟ ҿ ῠ ҟ Ҙҟ Ⱶ ҟ

Ї Ҙҟ ɻҘҟ ɻҘҟЃ ֥Є ӥɻ

ҟ 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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ῠ ᶱ ꜙ Ҙҟ ӥɻҘҟ ӥɻҘҟ ӥ

ɼ

[10]生师比

ʃ ʄ ῗῪ ┼ ɼ =
/ Ҙҟ ɼῚҲЇ = Ҙҟ +

*1.5+ *2+ *3+ ḷ + ָ ֥

+ ЃҟᵯЄ *0.3+⃰ *0.1Ж Ҙҟ =Ҙᴑ
+ *0.5ɼ Ὺ Ὶל ɻ ҟ

ғ ᴧ װ ᴗҟɻ ҟ Ҙҟ ָ ғ ָ Ї

ҿ҅ ҏɼװ 0.5 ῇ Їҙָ Ғ

Ҙᴑ 25%ɼ ԓ ⸗ Ї Ҳ ԑ Ѓ Є

ҏװ ᵲ 1:1 ῇ Ҙҟ Ї ҅

ҩ 0.5 ῇ Ҙҟ Ї Ғ ҅

Ғ ῇ Ҙҟ ɼ

[11]专业教学法教师

Ҙҟ Ҙҟ ҲЇ ҅ ∑

ҐҘҟ Ὺ Їғ

Ѓ Є ɼҘҟ Ҙҟ ҲӀ

Ҙҟ Ҙᴑ ɼ

[12]专任教师

ʃ ʄ ῗῪ ┼ ЇҘᴑ

Ҙҟ ҲΊ ЇҘ Ԑה ᵲ ָ ɼ

[13]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ῗῪ ┼ ɼΊ

Ҙᴑ ᶡИΊ ◖ ҏװ ҘҟҘᴑ Њ ҘҟҘᴑ

ɼ

[14]具有硕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ῗῪ ┼ ɼΊ ᵣ

Ҙᴑ ᶡИ ҘҟΊ ᵣ Ҙᴑ Њ ҘҟҘᴑ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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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双师型”教师

“ ” Ί Ⱶ ɼ

[16]兼职教师

ῡ Їῡ ᴑ ᵲ Ҳ ҟ

҅ ᴗԐҟ ᵣҘҟ ָ ָ ɼ

[17]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ʃ ᵲ ᵆ ʄ┼ ɼ

₴ ҟ Ҙҟ ꜠ Ὶ ꜡ ꜠

₴Ї׃ ₴Ҳ ꜙ ЇҒ Ҙ ₴Ї

Ίᵩ ⸗῎ Ѓ ꜙ ɻ Єɻ ═ ɻ

ɻ ɻ֢ ɻ ɻ₴ ɻ ḷЃ Є ɻ ɻᴰ

ɻ ɻҘ Ѓ ᵩ Єɻַײꜙ Ὶל

ꜙ ₴Ѓ ꜠ ɻ ᴰ ɻ ҟꜙ

ɻ ҟꜙ ЄЇ ᴰ ” ɼ

[18]生均拨款总额

ʃ ᵲ ᵆ ʄ┼ ɼ

Ҳ ҅ ԓ Ї

ָ Ї ₴ ₴ЇҒ Ҳ

Ҙ ɼῚҲЇ Ҙҟ Ҙҟ

ָ ɼ

[19]学费收入

ᵲ ᵆ ┼ ɼ ῇ

Ҙҟ ῇЇ ‼ ‼ Ҙҟ ɼ

ЇҒ ᵥ ɻ Ὶל ɼ

[20]实践教学经费

Ҙҟ ɼ ԓ

ӥɻ ӥɻ ӥ ꜠ ɼҘҟ

ԓҘҟ ӥɻҘҟ ӥɻҘҟ Ҙҟ ꜠ ЇҒ

∆ῇ ֥ ɼ

[21］专业类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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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ҟ ӫ Ҙҟ ҟ ӫɼ

[22］教育类纸质图书

ӫ ӫɼ

[23]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材

Ҳ ҟ Ҙҟ Ҳ ҟ Ҙҟ ‼

Їҿ ῠҲ ҟ ҟ ɻҘҟ Ҙҟ ῎

ᴮ ɼ

[24]专业技能实训场所

Ҙҟ Ὺ ԓ Ҙҟ ɼ

[25]产业导师

֥ҟ Ҙҟ ᴗԐҟ ᵣҘҟ

ָ ָ ɼ

[26]“三导师”制
“Ҏ ”┼ ҿ ῠ ҟ ֥ҟ ΐ

Ҙҟ Ї Ҳ ҟ ΐ

┼ ɼ

[27]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服务经历

Ҳ ҟ ꜙ Ҳ ҟ Ԑה ɻ

ɻ װ Ҳ ҟ ᵲɼ

[28] 教师资格证书通过率

ҟ = ҟ ָ /
Ҙҟ ҟ ָ ɼ

[29]从事教育工作

Ԑה ᵲ ҟ Ԑғה ῗ

ɻ ɻ ᵲЇ ɼ

[30］双证书

ӫ ӫ ғҘҟ ῗ ҟ ӫ ҟ

ӫ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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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一级）

《特殊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一级）》是国家对特殊教

育专业办学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特殊

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相关要求制定。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本、专

科特殊教育专业。

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课程与

教学

1 教师教育基础课程[1]学分
≥14 学分（专科

≥10 学分）

2
特殊教育课程学分占总学分

比例[2]

≥25%（其中，康

复类课程≥4 学

分）

3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

分占总学分比例[3]
≥10%

4
学科专业类相关课程学分占

总学分比例[4]
≥10%

合作与

实践

5 教育实践时间[5] ≥18 周

6
实习生[6]数与教育实践基地

数[7]比例
≤18:1

师资队伍

7 生师比[8] ≤18:1

8 特殊教育专业背景教师[9] 有

9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

师[10]比例[11]
≥学校平均水平

10
具有硕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

教师比例[12]

≥60%

（专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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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监测指标 参考标准

11

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13]兼职

教师[14]占特殊教育课程教师

比例

≥20%

支持条件

12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5]占生均

拨款总额[16]与学费收入[17]之

和的比例

≥13%

13 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学校平均水平

14 生均教育实践经费[18] ≥学校平均水平

15 生均教育类纸质图书[19]

≥30 册

每 6 名实习生配

备特殊教育和中

小学学校教材

≥1 套

16

微格教学、语言技能[20]、书写

技能[21]、特殊教育实验[22]教

学、康复技能实训[23]等教学设

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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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二级）

《特殊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是国家对特殊教育

专业办学的合格要求，主要依据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特殊教

育教师专业标准相关要求制定。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本、专

科特殊教育专业。

一、培养目标

1.1［目标定位］培养目标应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面向国家、地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办好

特殊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重大战略需求，落实国家教师教育

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学校办学定位。

1.2［目标内涵］培养目标内容明确清晰，反映师范生毕

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体现专业特色，

并能够为师范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所

理解和认同。

1.3［目标评价］定期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

能够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必要修订。评价和修订过

程应有利益相关方参与。

二、毕业要求

专业应根据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制定明确、公开的

毕业要求。毕业要求能够支撑培养目标，并在师范生培养全

过程中分解落实。专业应通过评价证明毕业要求达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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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毕业要求应涵盖以下内容：

■践行师德

2.1［师德规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2［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特殊教育教师工作

的意义和专业性、独特性、复杂性，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积

极的情感、正确的价值观和残疾人观、特殊儿童发展观和教

育观。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

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细心和恒心。为每一位学生发展

提供适合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补偿缺陷，

促进全面发展，做学生健康成长、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

■学会教学

2.3［专业知识］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

基本技能；理解所教学科知识体系或不同障碍类型教育和康

复的基本内容、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与所教学科或所服务

障碍类型相关的康复训练的基本知识与方法；了解所教学科

与其他学科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了解学习科学相关知识。

2.4［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运用合适的评估工

具和评估方法，综合评估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特殊教育需

要。依据所教学科的课程标准，针对特殊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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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体验。

三、课程与教学

3.1［课程设置］课程设置应符合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等相关要求，能够支撑毕业要求达成。

3.2［课程结构］课程结构体现通识教育、特殊教育、学

科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有机结合；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

与选修课设置合理。各类课程学分比例恰当，通识教育课程

中的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3]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

特殊教育课程[2]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25%，学科专业类相关

课程[4]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教师教育基础课程[1]本科专

业不低于 14 学分，专科专业不低于 10 学分。

3.3［课程内容］课程内容注重基础性、科学性、实践性，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德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选

用优秀教材，能吸收学科前沿知识，引入特殊教育课程改革

和特殊教育研究最新成果、优秀特殊教育教学案例，并能够

结合师范生学习状况及时更新、完善课程内容。

3.4［课程实施］重视课堂教学在培养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强化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教学全过程。依据毕业

要求制定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

内容与方式应支持课程目标的实现。能够恰当运用案例教学、

探究教学、现场教学等方式方法，合理应用信息技术，提高

师范生学习效果。课堂教学、课外指导和课外学习的时间分

配合理，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班教学，养成师范生自主学习

能力，掌握“三字一话”、国家通用手语或国家通用盲文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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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基本功。

3.5［课程评价］定期评价课程体系的合理性和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并能够根据评价结果进行修订。评价与修订过程

应有利益相关方参与。

四、合作与实践

4.1［协同育人］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特殊教育学校等

机构建立权责明晰、稳定协调、合作共赢的“三位一体”协同

培养机制，基本形成教师培养、培训、研究和服务一体化的

合作共同体。

4.2［基地建设］教育实践基地相对稳定，能够提供合适

的教育实践环境和实习指导，满足师范生教育实践需求。每

18 名实习生不少于 1 个教育实践基地[7]。

4.3［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体系完整，专业实践和教育实

践有机结合。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贯通，涵盖师

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实践和教研实践等，并与其他

教育环节有机衔接。教育实践时间[5]累计不少于一学期。学

校集中组织教育实习，保证师范生实习期间的上课时数。

4.4［导师队伍］实行高校教师与优秀特殊教育教师共同

指导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度。有遴选、培训、评价和支持

教育实践指导教师的制度与措施。“双导师”能够满足实践教

学需要，相对稳定，责权明确，有效履职。

4.5［管理评价］教育实践管理较为规范，能够对重点环

节实施质量监控。实行教育实践评价与改进制度。依据相关

标准，对教育实践表现进行有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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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资队伍

5.1［数量结构］专任教师[10]数量结构能够适应本专业教

学和发展的需要，生师比[8]不高于 18:1，硕士、博士学位教

师占比本科专业不低于 60%[12]，专科专业不低于 30%，高级

职称教师比例[11]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且全员为本专业学生

上课。特殊教育背景教师[9]占比不低于本专业专任教师总数

的 25%，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13]兼职教师[14]队伍稳定，占特

殊教育课程教师比例不低于 20%。

5.2［素质能力］遵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人师表，

言传身教；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具有较强的课堂教学、信

息技术应用和学习指导等教育教学能力；勤于思考，严谨治

学，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具有职前养成和职后

发展一体化指导能力，能够有效指导师范生发展与职业规划。

师范生对本专业专任教师、兼职教师的师德和教学满意度较

高。

5.3［实践经历］专任教师熟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特殊教育教学或相关的康复训练工作，累计至少有一年特殊

教育学校等机构的教育服务经历[24]，具有指导、分析、解决

特殊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特殊教育教学研

究成果。

5.4［持续发展］制定并实施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建立教

师培训和实践研修制度。建立专业教研组织，定期开展教研

活动。建立教师分类评价制度，合理制定实践类课程教师评

价标准，评价结果与绩效分配、职称评聘挂钩。建立高校与



35

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协同教研”“双向互聘”“岗位互换”

等共同发展机制。

六、支持条件

6.1［经费保障］专业建设经费满足师范生培养需求，教

学日常运行支出[15]占生均拨款总额[16]与学费收入[17]之和的

比例不低于 13%，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不低于学校平均水

平，生均教育实践经费[18]支出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教学设

施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更新经费有标准和预决算。

6.2［设施保障］教育教学设施满足师范生培养要求。建

有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技能实训平台，满足微格教学、语言技

能[20]、书写技能[21]、特殊教育实验[22]教学、康复技能实训[23]

等实践教学需要。信息化教育设施能够适应师范生信息素养

培养要求。具有教育教学设施管理、维护、更新和共享的制

度和机制，方便师范生使用。

6.3［资源保障］专业教学资源满足师范生培养需要，数

字化教学资源较为丰富，使用率较高。生均教育类纸质图书[19]

不少于 30 册。建有特殊教育教材资源库和优秀特殊教育教学、

康复训练案例库，其中现行特殊教育学校、中小学课程标准

和教材，或《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每 6 名实

习生不少于 1 套。

七、质量保障

7.1［保障体系］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主要教学环

节有明确的质量要求。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强，目标清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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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明确，机构健全，责任到人，能够有效支持毕业要求达成。

7.2［内部监控］建立教学过程质量常态化监控机制，定

期对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实施监控与评价，保障毕业要求达

成。

ࠋ.7 ᅵ踀 ࢠޮ

ᅒ ᆖ࣡ॢᾸނᶈో༰ကߒbἰကõਪॆ۾㈀ຠֺېϰିԏᲃޮē ĥॢ ͬ ᙒઓቢ蠀ྀઆԏᓦࣥܫ ޮē
7 ܫΘ༢ᄞࠋ.

ْໃ

᷵ ԏ ޮ ēᚳܫᆜۦṠဌגṠͬ ᷗ ೦ᗅᤠᬀ२ ಬΘଢᄞࡨ ඐ
7 ঠȰᆑ

ਇ ኈ
7 ࠋ8

ł

ટ耀ပṨᄐ႘Ұbᴠ२܀ठၥ
7 ࠋ8

ņܬఉ༙Ӓ

ݳ ݬ ᳦ ׅ ठ ᕴႺᓒęޑޡுגᅠޘ ᙨௐӒِ୬ᓒᬀֺ̢ି༰ڟܬᤳ℀է ೦ᗅठմႺ٠
7 ࠋ8 ᅵ d

ಬᄕń ି ೀಣ℀೦ߕੜගഐຳ™०ἰကᙴ ᗅᤠᶓ᙮ᝢᄕаbᜬᄕаbဏ㈒℀ಒὀᄕаbࣲҕྑᄕ аbळ℀ࢦ༕аͬ۾ᘀᆳ೦ᗅᤠńㅢ楰ಬ Ӓ༙
7 ᅵࠋ8 `Ћࣅྑڶ

ޮ ࢠ
ğ耀Ћ᳦ׅठᔏڶńㅨ⢀ܫႺ

ߢ ᄙ Ð ќ ᳦ ׅठၰྜྑಣ℀ᾜ Ӓྑ
7 ᅵ脦焉瀀ࠋ8

ࣲྑ २ ܀

· ƀ  ເغ ྑಒ ࣲྑ  ԏ ޫ ᆏ܉ҫᄙݦᘰ೦ᆇـќೢྐृ℀d褀



37

75%[25]，且主要从事教育工作[26]。

8.6［社会声誉］毕业生社会声誉较好，用人单位满意度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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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第三级）

《特殊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三级）》是国家对特殊教

育专业办学的卓越要求，主要依据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特殊

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及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制定。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本、专

科特殊教育专业。

一、培养目标

1.1［目标定位］培养目标应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面向国家、地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办好

特殊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重大战略需求，落实国家教师教育

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学校办学定位。

1.2［目标内涵］培养目标内容明确清晰，反映师范生毕

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体现专业特色

和优势，并能够为师范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所理解和认同。

1.3［目标评价］定期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

能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必要修订。评价和修订过程

应有利益相关方参与。

二、毕业要求

专业应根据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制定明确、公开的

毕业要求。毕业要求能够支撑培养目标，并在师范生培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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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分解落实。专业应通过评价证明毕业要求达成。专业

制定的毕业要求应涵盖以下内容：

■践行师德

2.1［师德规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

师。

2.2［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特殊教育教师工作

的意义和专业性、独特性、复杂性，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积

极的情感、正确的残疾人观和价值观、特殊儿童发展观和教

育观。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

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细心和恒心。为每一位学生发展

提供适合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补偿缺陷，

促进全面发展，做学生健康成长、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

■学会教学

2.3［知识整合］扎实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基本技能，掌握所教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基本思

想和方法。理解并初步运用学习科学相关知识。整合特殊教

育、所教学科及相关康复训练的知识与方法，并能初步运用。

2.4［教学能力］理解教师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促进者。

依据所教学科的课程标准，在教育实践中，能够以学生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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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创设支持性学习环境，指导学习过程，进行学习评价。

能够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康复训练。本科具备初

步的课程整合能力、综合性学习设计与实施能力。

2.5［技术融合］初步掌握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

方法技能，具有运用信息技术支持学习设计和转变学生学习

方式的初步经验。具有运用辅助技术支持学生学习的经验。

■学会育人

2.6［综合育人］具有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意识，理解学科的育人价值。本科毕业生能够在教育实践中

将知识学习、能力发展、功能康复与品德养成相结合，专科

毕业生能够具有上述结合的意识和初步能力。了解学校文化

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能组织主题教育和班团队、

兴趣小组活动；能够利用各种教育契机和教育资源，对学生

进行教育和引导。

2.7 ［班级指导］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德育原理与

方法。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与基本方法。掌握班

集体建设、班级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发展指导、与家长及社

区沟通合作等班级常规工作要点。能够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

参与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能够运用积极行为支持等管理策略，预防、干预学生的问题

行为，获得积极体验。

■学会发展

2.8［自主学习］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识。了解

专业发展核心内容和发展阶段路径，能够结合就业愿景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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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学习和专业发展规划。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具有自我管

理能力。

2.9［国际视野］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国外特

殊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交流，

尝试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进行教育教学。

2.10［反思研究］ 理解教师是反思型实践者。本科毕业

生能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养成从学生学习发展、课程教学

等不同角度反思分析问题的习惯；专科毕业生能初步养成上

述习惯。本科毕业生掌握教育实践研究的方法，专科毕业生

了解上述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2.11［交流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

作精神，积极开展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初步具有与家长沟

通、合作的能力。

三、课程与教学

3.1［课程设置］课程设置应符合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等相关要求，跟踪对接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前沿，能够支撑

毕业要求达成。

3.2［课程结构］课程结构体现通识教育、特殊教育、学

科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

与选修课设置合理。各类课程学分比例恰当，通识教育课程

中的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3]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

特殊教育课程[2]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25%，学科专业类相关

课程[4]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教师教育基础课程[1]本科

专业不低于 14 学分，专科专业不低于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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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课程内容］课程内容注重基础性、科学性、综合性

和实践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德教育有机融入课程

教学中。选用优秀教材，吸收学科前沿知识，引入特殊教育

课程改革和特殊教育研究最新成果、优秀特殊教育教学案例，

并能够结合师范生学习状况及时更新、完善课程内容。本科

专业应形成促进师范生主体发展的多样性、特色化的课程文

化。

3.4［课程实施］重视课堂教学在培养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强化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教学全过程。依据毕业

要求制定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

内容与方式应支持课程目标的实现。注重师范生的主体参与

和实践体验，注重以课堂教学、课外指导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注重应用信息技术推进教与学的改革。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

班教学，形式多样，富有成效，师范生“三字一话”、国家

通用手语或国家通用盲文等从教基本功扎实。开展有针对性

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学生养成从事特殊教育的信念、专业

素养与创新能力。

3.5［课程评价］定期评价课程体系的合理性和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并能够根据评价结果进行修订。评价与修订过程

应有利益相关方参与。

四、合作与实践

4.1［协同育人］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特殊教育学校等

机构建立权责明晰、稳定协调、合作共赢的“三位一体”协

同培养机制，协同制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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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织教学团队、建设实践基地、开展教学研究、评价

培养质量，形成教师培养、培训、研究和服务一体化的合作

共同体。

4.2［基地建设］建有长期稳定的并与其专业特色相适应

的教育实践基地，覆盖各类特殊教育学校以及举办特殊教育

班或招收特殊学生随班就读的普通学校。实践基地具有良好

的校风和较强的师资力量，具有学科优势、管理优势、课程

资源优势和教改实践优势。每 15 名实习生不少于 1 个教育

实践基地[7]，其中，示范性教育实践基地不少于三分之一。

4.3［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体系完整，专业实践和教育实

践有机结合。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递进贯通，涵

盖师德体验、特殊儿童评估、个别化教育计划和教学活动方

案制定、班级集体教学与个别化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实践和

教研实践等，并与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教育实践时间[5]

累计不少于一学期。学校集中组织教育实习，保证师范生实

习期间的上课时数和上课类型[27]。

4.4［导师队伍］实行高校教师与优秀特殊教育教师共同

指导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度。有遴选、培训、评价和支

持教育实践指导教师的制度与措施。“双导师”数量足，水

平高，稳定性强，责权明确，协同育人，有效履职。

4.5［管理评价］教育实践管理规范，能够对全过程实施

质量监控。严格实行教育实践评价与改进制度。有教育实践

标准，采取过程评价与成果考核评价相结合方式，对实践能

力和教育教学反思能力进行科学有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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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资队伍

5.1［数量结构］专任教师[10]数量结构能够适应本专业教

学和发展的需要，生师比[8]不高于 16:1，硕士、博士学位教

师占比本科专业不低于 80%、专科专业不低于 40%[12]，高级

职称教师比例高于学校平均水平[11]，且为本专业学生上课、

担任本专业学生导师。特殊教育背景教师[9]占比不低于本专

业专任教师总数的 30%。具有半年以上（专科三个月以上）

境外研修经历的教师占比不低于本专业专任教师总数的

20%。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13]兼职教师[14]素质良好、队伍稳

定，占特殊教育课程教师比例不低于 20%，原则上为省市级

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及相关专业人员，

能深度参与师范生培养工作。

5.2 ［素质能力］遵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人师

表，言传身教；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具有突出的课堂教学、

课程开发、信息技术应用和学习与生活指导等教育教学能力；

治学严谨，跟踪学科前沿，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具有

职前养成和职后发展一体化指导能力，能够有效指导师范生

发展与职业规划。师范生对本专业专任教师、兼职教师师德

和教学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5.3［实践经历］专任教师熟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特殊教育教学或相关的康复训练工作，每五年累计至少有一

年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的教育服务经历[24]，能够有效指导特

殊教育教学工作，并有丰富且较高水平的特殊教育教学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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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持续发展］制定并实施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教师培

训和实践研修机制完善;建立专业教研组织，定期开展教研活

动。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合理制定实践类课程教师评

价标准，评价结果与绩效分配、职称评聘挂钩。本科专业与

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协同教研”“双向互聘”“岗位互换”

等共同发展机制健全、成效显著；专科专业应建立上述机制。

六、支持条件

6.1［经费保障］专业建设经费满足师范生培养需求，教

学融鐄

挂业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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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每 6 名实习生不少于

1 套。

七、质量保障

7.1［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主要

教学环节有清晰明确、科学合理的质量要求。清



47

8.3［成长指导］建立完善的师范生指导与服务体系，思

想政治教育举措有力，成效显著，能够适时为师范生提供生

活指导、学习指导、职业生涯指导、就业创业指导、心理健

康辅导等，满足师范生成长需求，并取得实效。

8.4［学业监测］建立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有机结合

的机制，全程有效跟踪评估师范生学习状况；鼓励师范生自

我监测和自我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功能，及时形成指

导意见和改进策略；确保师范生在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

8.5［就业质量］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低于 75%，获得教

师资格证书的比例[25]不低于 85%，且主要从事教育工作[26]。

8.6 ［社会声誉］毕业生社会声誉好，用人单位满意度

高。

8.7［持续支持］对毕业生进行跟踪服务，了解毕业生专

业发展需求，为毕业生提供持续学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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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教师教育基础课程

指为培养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所设置的教育类基础课程，如教师

职业道德、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课

程与教学、教育史、教育信息技术、教学技能训练、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政策法规、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语言、书写技能等。

[2]特殊教育课程

指为培养师范生特殊教育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所设置

的课程，包括特殊教育专业基础课程、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课程、特

殊教育其他相关课程。特殊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如特殊教育导论、融

合教育、特殊教育政策法规、特殊教育史、特殊教育医学基础、特殊

儿童康复基础等；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课程，如各类特殊儿童发展与

教育、特殊儿童评估、个别化教育计划制定与实施、特殊儿童早期干

预、积极行为支持、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等；特殊教育其他相关课程，

如特殊学校班级管理、国家通用手语、国家通用盲文、定向行走、言

语语言训练等。

[3]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

指能够支撑师范生人文底蕴、社会关怀、科学精神等综合素养养

成的通识教育类必修或选修课程。

[4]学科专业类相关课程

支撑学科教学或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课程、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学科教学设计、学科教法等。

[5]教育实践时间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要求制定。教育实践

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环节，教育实践一学期指 18
个教学周。

[6]实习生

指参加教育实习的本专科生。



49

[7]教育实践基地

指学校与校外有关单位签署协议，为本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服务的

相对稳定的校外教育见习、实习场所。

[8]生师比

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生师比=折合学

生数/专业教师总数。其中，本科折合学生数=师范专业普通本、专科

生数+教育硕士生数*1.5+教育博士生数*2+留学生数*3+进修生数+成

人脱产班学生数+夜大（业余）学生数*0.3+函授生数*0.1，专科折合

学生数=师范专业普通专科生数（若本专业有师范生本科，应加上本

科师范生数）+留学生数*3+进修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夜大（业

余）学生数*0.3+函授生数*0.1;专业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数+外聘教师

数*0.5。外聘教师指聘请的国内外其他高校、基础教育及科研机构、

企业、行业的教师和退休教师（含本校退休教师），聘期为一学期以

上。外聘教师按 0.5 系数折算后计入教师总数，且人数不超过专任教

师数的 25%。对于民办高校，自有教师及外聘教师中聘期二年（含）

以上并满足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的教师按 1:1 计入专业教师，聘期

一年至两年的外聘教师按 0.5 系数折算后计入本专业教师总数，聘期

不足一年的不计入专业教师总数。

[9]特殊教育背景教师

指专任教师中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至少有一个阶段是修读特

殊教育（或教育康复）专业的教师；或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是非

特殊教育（或非教育康复）专业，入职后具有一年以上特殊教育（或

教育康复）专业进修经历的教师。

[10]专任教师

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指学校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

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11]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具有高级职称教

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本
专业专任教师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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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具有硕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

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具有硕博士学位

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本专业具有硕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数/本专业

专任教师总数。

[13]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

指承担特殊儿童教育和康复任务的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资

源、指导、研究）中心/中学/小学/幼儿园/康复机构/医疗机构。

[14]兼职教师

指来自一线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指导、研究）中心/
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和康复机构/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

[15]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制定。教学日常运

行支出指特殊教育专业开展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仅指

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持（302 类），不包括教学专项拨款

支出，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考试考务费、手续费

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含体育 维持费等）、劳

务费和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含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

会员费、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取会计决算数。

[16]生均拨款总额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制定。生均拨款总

额指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一般预算安排用于支持高校发展的经费，按

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水平，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不含中央财

政安排的专项经费。专业本科生生均拨款总额指按专业本科生在校生

人数折算的拨款总额。专业专科生生均拨款总额指按专业专科生在校

生人数折算的拨款总额。

[17]学费收入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制定。学费收入，

即按照核准收费标准实际收取的本科或专科专业学费总额。学费收入

只统计学费，不含住宿费、教材费等其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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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教育实践经费

指用于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教育实践活动的经费总

额，不含实验室列入固定资产的设备购置经费。

[19]教育类纸质图书

包括特殊教育学、课程论、教学论、学科教学、教育科研、教育

教学管理、特殊教育学校教材和中小学幼儿园教材等方面的纸质图书。

[20]语言技能

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技能和国家通用手语技能。

[21]书写技能

包括国家通用文字书写技能和国家通用盲文书写技能。

[22]特殊教育实验

包括特殊儿童生理心理、特殊教育教学、辅助技术和学科等实验。

[23]康复技能实训

指语言、动作、职业等方面的康复技能实训。

[24]教育服务经历

指在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指导、研究）中心/康复机

构/中学/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

[25]毕业生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

毕业生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师范类毕业生通过教师资格证考

试人数/师范类毕业生数。

[26]从事教育工作

指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中从事与教育有关的教育教学、研

究、管理工作，包括本科继续攻读研究生、专科继续进行全日制学历

学习等学历深造。

[27]上课类型

包括集体课和个别训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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