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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重构：基于

“双减”政策的分析
——以地方高校为例

郭中华

兰州城市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在“双减”推动基础教育“育人本位”转型背景下，物理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学科性与师

范性失衡、技术融合不足及实践教学薄弱等问题。本文基于“要素-结构-环境”三维框架，以地方高校为

例剖析政策扰动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要素层面存在学科主导与师范弱化矛盾；结构层面课程设置

与实践环节偏离中学需求；环境层面技术赋能不足且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据此提出构建“学科-师范-技术”

融合课程体系、校内外双循环实践体系，以及政策与技术动态适配机制等策略，为“双减”下师范教育改

革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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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中，“双减”政策的

实施[1]标志着教育体系从“效率优先”向“育

人本位”转型。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课业和校

外培训负担，重构教育生态，推动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2,3]。其意义在于回应社会对

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关切，重新定义教育核心

价值，从“知识传递”的工具理性转向“人

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凸显教育对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双减”政策直击教育内生问题，凸显

教育外部性与社会责任，要求以宏观视角重

构教育多元价值与社会功能定位[4,5]。在此转

型中，教师角色向成长引导者转型[6]，需强

化跨学科整合、技术创新与个性化教育能力。

该转型要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形成连贯育

人体系，兼顾阶段性与整体性[7]。师范教育

作为教师供给主体，亟需系统性改革以保障

政策可持续效应。

基于系统论框架[8-12]，教育系统的优化需

关注要素协同、结构调适与环境响应的动态

机制。贝塔朗菲提出的整体性、开放性与动

态平衡原则（Bertalanffy，1968）揭示了复杂

系统功能跃迁规律[13]。当前物理学师范专业

存在的“学科-师范失衡”、“技术-实践脱嵌”

等矛盾，本质是培养系统要素协同失效与结

构功能失调的表征。既有“双减”政策相关

研究，多聚焦基础教育表层影响[14-16]，缺乏

对师范教育传导机制的深度解构。本研究创

新性建构“要素-结构-环境”三维模型，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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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高校为样本揭示政策扰动下师范人才培养

的系统性重构路径，突破传统研究的单向度

分析范式。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物理学师范专业人

才培养模型

系统论作为一种跨学科方法论，为解析

复杂教育系统提供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其核

心在于揭示系统内部要素的动态交互机制及

其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关系[17]，这一视角对

重构物理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

理论价值。

物理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以知识、

能力、价值三要素的动态耦合为核心逻辑。

知识要素涵盖学科理论与教育实践（如 PCK

理论[18]），能力要素聚焦教学技能与技术应用

（如虚拟仿真与 AI 工具），价值要素强调师

德修养与创新意识（如 STEAM教育理念）。

三者通过协同作用，构建师范生专业知识转

化、教学实践与职业素养的复合能力链，为

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人才支撑。培养体

系需依托“课程-教学-实践”三维联动结构实

现系统优化。课程模块化分层设计（通识、

学科、教育、拓展四模块）确保知识体系的

完整性；教学场景化通过传统课堂、虚拟实

验与真实中学课堂的融合，促进理论与实践

衔接；实践闭环化以“观察-模拟-实战-反馈”

四阶段强化能力迭代，推动师范生从经验积

累到专业成长的系统性转化。

外部环境扰动机制深刻影响人才培养路

径。“双减”政策通过需求倒逼与评价转型，

要求师范生从“知识传授”转向“素养培育”，

强化分层教学与跨学科设计能力；社会需求

迭代推动课程融入“物理+工程”整合内容与

技术工具（如 AI 学情分析）；技术革新则通

过虚拟仿真、双师课堂与区块链能力档案，

重构教学场景与评价体系，最终实现人才培

养系统的动态适应性升级。

三、物理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系统的现

实困境

基于系统论视角分析物理学师范专业人

才培养系统的理论框架，明确了知识、能力

与价值的动态耦合，以及课程、教学与实践

的三维联动结构，然而，现实中的培养体系

在要素、结构与环境三个维度上仍面临诸多

困境。

（一）要素失衡：学科主导与师范弱化

的矛盾

在物理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要

素失衡问题尤为突出，表现为学科知识与师

范能力培养的严重失衡。

专业培养体系中学科课程占比普遍超

50%（某高校达 55%），而教育类课程仅占

13%、信息技术类不足 6%，远低于《普通高

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中教师教育课

程至少 14学分的要求。同时，传统模式过度

聚焦经典物理、量子力学等学科知识灌输，

挤压了教学实践、课堂管理及跨学科整合能

力的培养空间，毕业生在实验设计、学情分

析与作业创新等环节表现薄弱，中学反馈其

难以应对“双减”政策下课堂效率提升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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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教学需求[19]。这种课程体系与基础教育改

革目标的脱节，既暴露了师范生职业能力培

养的短板，也折射出教师教育供给侧改革的

迫切性。

（二）结构僵化：大学培养与中学需求

的脱节

结构僵化问题较为凸显，主要表现为课

程设置与中学教学需求错位。学科课程过度

聚焦精密实验与复杂理论，而中学教学更需

低成本、易推广的创新性实验设计与跨学科

整合能力。同时，教育类课程缺乏“分层作

业设计”、“课后服务管理”等“双减”政策

核心内容，导致师范生对基础教育改革适应

性不足。实践环节也呈形式化倾向：教育见

习多停留于短期观摩，实习周期短且指导薄

弱，难以系统培养课堂管理、学情分析等实

战能力，加剧了师范生职业初期的“能力断

层”。

这种脱节本质上是教师教育供给侧与基

础教育需求端的失衡。中学教学已转向核心

素养培育，强调作业创新、个性化辅导及政

策响应能力，但大学培养仍守固学科本位的

传统框架，未能将课程标准更新、技术工具

应用等现实需求深度融入课程与实践。其后

果是师范生陷入“理论冗余而实践贫乏”的

困境，既制约“双减”政策的落地效能，也

暴露了高校教师教育机制转型的滞后性。

（三）环境失配：技术赋能滞后与政策

执行偏差

一方面，师范生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双减”政策对课堂效

率的要求。尽管国家政策强调利用虚拟仿真、

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教学效果，但师范生对

这些技术的实际应用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

例如，一些地方高校师范生很少能熟练使用

虚拟仿真平台（如 PhET），AI工具的使用率

更是低于 10%。这种技术赋能的滞后性，使

得师范生在教学实践中难以有效利用现代教

育技术提升教学效果，制约了“双减”政策

下对高效课堂的要求。

另一方面，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地

方高校对《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对

接措施停留在文件层面，缺乏学分互认、双

导师制等落地机制。一些地方高校虽制定了

“双减”响应方案，但未建立中学-高校联合

教研机制，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这种政

策执行偏差不仅削弱了师范生对教育政策的

理解与适应能力，也影响了高校与中学之间

的协同育人效果，难以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

四、基于“双减”需求的系统动态重构

优化

在“双减”政策驱动下，物理学师范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亟需通过系统性动态重构实

现适应性优化。基于系统基本特征，从要素

协同、结构重组与环境适配三个维度提出优

化路径。

（一）要素协同：构建“学科-师范-技术”

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针对学科知识、师范能力与技术应用的

割裂问题，需重构三要素深度耦合的课程体



2025 年 5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May.2025

第 59 期 No.59

系。学科模块强化经典理论（如力学、电磁

学）与前沿领域（如量子信息、新能源技术

等）的纵向衔接；师范模块增设“双减课堂

优化”、“分层作业设计”等实践导向课程，

推动 PCK向真实教学场景迁移；技术模块开

发“AI+物理教学”、“虚拟仿真实验”等课程，

培育智能教育工具的应用能力。

通过STEAM教育范式推进跨学科整合，

如设计“物理+工程”课程，引导师范生开发

“声光互动装置”等融合性教学案例，增强

跨学科教学设计能力。课程体系需建立与《义

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的协同修订机制，联

合中学教师进行年度迭代，并依托课堂需求

大数据实现动态调适，形成需求导向的持续

优化闭环。

（二）结构重组：打造“双循环”实践

教学体系

为协同提升师范生的理论教学与实践能

力，构建“校内-校外”双循环实践教学体系。

在校内循环中，虚拟仿真与微格教学深

度融合，强化师范生的实验设计与教学实践

能力。虚拟仿真实验室利用 PhET、Labster

等平台模拟复杂物理现象（如量子隧穿效应），

训练师范生的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能力。微

格教学竞赛以“15分钟高效课堂”为主题，

要求师范生结合“双减”要求设计教案，并

通过 AI助教系统实时反馈教学效果，提升教

学设计与实施能力。

校外循环通过中学-高校协同育人机制，

将师范生的实践能力提升至真实教学场景。

驻校实习基地与中学共建“双减实践基地”，

师范生参与课后服务项目设计，直接服务于

中学教学需求。同时，实施“双导师制”，高

校导师负责理论指导，中学导师负责实践反

馈，形成“设计-实施-反思”的闭环机制，并

与中学合作开发“分层作业资源库”，直接应

用于中学课堂，实现校内理论与校外实践的

无缝对接。

为确保“校内-校外”双循环的有效联动，

建立循环联动机制。校内实践成果输入校外

实习环节进行验证，校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如学困生转化需求）反馈至校内课程优化。

通过这种双向反馈机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动态平衡。同时，建立“师范生能力发展档

案”，全程追踪实践能力提升路径，为个性化

培养提供数据支持。这种双循环体系不仅提

升师范生的综合能力，还为“双减”政策背

景下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环境适配：政策响应与技术创新

联动

政策响应方面，将《新时代基础教育强

师计划》的要求转化为具体课程模块，如“师

德师风建设”、“教育公平实践”，确保师范生

具备新时代教师的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

同时，建立学分互认机制，师范生在中学实

习期间完成的“课后服务项目”可折算为高

校学分，强化政策激励，提升师范生参与实

践的积极性。

在技术赋能路径上，联合科技企业开发

“双减课堂智能诊断系统”，实时分析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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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行为数据（如提问频率、学生参与度），

并提供个性化改进建议。此外，建立“双减

教学资源开源平台”，共享跨区域优质教案、

实验方案与作业设计案例，拓宽师范生的教

学资源获取渠道，这也为“双减”政策背景

下的教学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为确保政策与技术的动态适配，建立政

策适应性评估与技术迭代机制。每学期对培

养方案进行“双减”政策适配度评估，动态

调整课程与实践环节。动态调整与反馈机制

能够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系统的适应性与灵活

性，为师范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五、结论

本文基于系统论的整体性、动态性与开

放性特征，剖析“双减”政策对物理学师范

专业人才培养系统的多维扰动机制，从要素

协同、结构重组与环境适配三个维度提出优

化路径。通过构建“学科-师范-技术”三位一

体课程体系、“双循环”实践教学体系及政策

技术联动机制，满足基础教育对教师的复合

型能力需求，为师范生发展提供支撑。研究

深化了系统论在教育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为

地方高校师范教育改革提供实践框架。未来

需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追踪“双减”政策

长期效应，探索师范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

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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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Training System for Physics Teacher Education: A Systemic Analysi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 A Case Study of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Guo Zhonghua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hina's basic education system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an "efficiency-first" approach to a " student

development-oriented" paradigm. However, the training system for physics teacher education

faces systemic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pedagogical skill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Based on a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lements-structure-environment"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the training system, using local universities as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t the element level,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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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ce and weak teacher education; at the structure level, the course setting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needs of middle schools, and the practice links are not deep enough; at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s lagging,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vi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re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building a "subject-teacher education-technology"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to achieve element coordination; creating a "campus-off-campus dual

cycl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o promote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match through a dynamic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policy response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physics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hysics teacher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Systems theory; Educational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