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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江苏省定向师范生专业学习过程中关键事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师范生关键事件有多种表现

类型，对师范生专业学习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学段师范生的关键事件特征各不相同，经深入反思后关键事件能引发师范生专业

认知和行为的改变；关键事件中师范生专业学习产生的关键是“问题”与“反思”。因此，师范教育改革要将以关键事件为载体

的“问题性”、“反思性”教育纳入师范课程目标体系中，设置“以学为主”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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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itical Incidents of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Normal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Normal Students with Orientation Training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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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the researchers studied the critical incide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learn⁃
ing of normal students with orientation training background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critical
incidents among normal school students; the critical inciden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normal stud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al incidents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are different，and the critical incidents will have great im⁃
pact on change of person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fter been deeply self-examination; The key of the critical incidents is "problems"
and "self-examin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study. Therefore，the reform of normal education is to integrate“problems
oriented”and“self-examination education”with critical incidents as the carrier into the goal system of norm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set up a“learning oriented”norm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norm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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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定性研究工具，关键事件法源自工

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而将关键事件应用于教

师教育领域的是美国学者沃克（Walker．R），他

强调要对教师专业生活有影响的关键事件进行

研究，以帮助教师实现专业发展和自我超越。近

年来，国内相关学者也逐步重视教师专业发展过

程中的关键事件现象，并对其开展了相应研究和

探讨，提出关键事件就是指那些能强化当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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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参与者）的原有教育认知或引起当事者（或

者参与者）原有教育认知冲突的事件。关键事件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事件，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事

件片段；关键事件能引发教师认知和行为的改

变，并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团队的教学效果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1］。教师是在专业生活中不断经

历“关键事件”和建构性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专

业发展的［2］。

师范生作为准教师，其专业学习过程中的

关键事件是其专业学习、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因素。关键事件能增强师范生入职之前的

职业认同感，并对其入职后的专业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对关键事件内容的挖掘和“意义深

描”，更容易让师范生体悟其深层次教育意义，

“从而不断主动地去建立和完善一个认知和表

达体系，在‘自己是谁’‘自己是做什么的’‘扮演

什么角色’‘遵循什么规范’等问题上形成清晰

的主体意识，并且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相

应的主体行为。”［3］梳理师范生在校专业学习过

程中的关键事件，可为师范教育的有效实施提

供可供参考的“切入点”。据此，本文以关键事

件为切入点，关注师范生在校自身专业学习与

发展历程，通过关键事件的收集与整理，分析师

范生专业学习过程中的成长历程，旨在为师范

生的培养提供支持策略。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式，从江苏省三所

院校（1所综合性大学、2所师范学院）的小学教

育、学前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历史学专

业的乡村定向师范生中选取30名同学，即每所

院校的每项专业选取2名同学，进行其专业学

习生活中关键事件的深度访谈。在整理访谈

资料后，根据需要进行第二轮补充性访谈，并

保证访谈对象所在专业、学校和年级的多样

性。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师范生专

业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进行研究，采用半开放

式结构访谈提纲对乡村定向师范生进行两轮访

谈。围绕着“专业学习过程中，让您印象特别深

刻的事件有哪些”等访谈问题，两名进行过培训

的访谈者对研究对象展开访谈；第一轮访谈结束

后，访谈者对访谈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文字梳

理，并记录下访谈者的访谈笔记，以决定是否需

要第二轮补充性访谈。
表1 访谈对象基态表

维度

性别

年级

专业

选项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小学教育

美术教育

音乐教育

学前教育

历史学

人数（n）

11

19

10

10

10

6

6

6

6

6

文字记录后，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

其中一级编码主要对访谈内容进行逐条录入，并

进行简单分类，形成尝试性的类属［4］；二级编码在

一级编码的基础上，将类别进行整理，发现类别

之间的相似性和语义联系［5］。

二、调查结果与讨论

（一）师范生专业学习中关键事件的主题分析

本次研究收集到有效关键事件共计75个。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这些关键事件

主题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

1.专业类和非专业类关键事件

依据专业属性，可将师范生专业学习中关键

事件分为专业类和非专业类两种，前者发生频次

高于后者，分别是54个和21个，见表2。

（1）专业类事件

与师范生专业发展和专业成长密切相关的

事件，属于专业类事件，这类关键事件有助于师

范生专业知识结构的完善、专业技能的熟练、专

业信念的塑造、专业情感的成熟等。也正是在专

业类事件触动下，师范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人

际关系、专业学习进行反思、评价、自我调节，逐

步形成自我专业意识，深化自身专业认同，为当

下和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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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依据专业属性划分关键事件示意表

依据专业属性划分

专业类关键事件

非专业类关键事件

数量

54

21

关键词

期末考试；技能考核；专业课；学
习懈怠；图书馆；作业任务；应
付；设计教案；还课；教学预设；
教育资源利用；学业帮助；备考
压力；学习状态；考证考编等

实践活动；锻炼自己；感兴趣；志
愿活动；社团活动；积攒经验；拓
宽人脉；能力变强；交流沟通；人
际关系；师生关系等

案例一：

C：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学里期末复习考试

的那段时间，整个人变得很紧张，每天都去上自

习，后来考试的成绩还不错。我觉得那段时间的

自己特别勤奋，获得优异成绩后又很开心。

访谈者：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期末考试不

错的成绩，证明了你勤奋学习的效果，同时也让

你觉得大学阶段应该要勤奋学习，对吗？

C：是的！

访谈者：那你觉得大学阶段的勤奋学习应该

表现在哪些方面？

C：大一上学期，因为对专业的了解程度不

足，我觉得勤奋学习就是把上课的几门课（理论）

学好就行；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对于自己的专业

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觉得学习不仅仅是要学好课

本上的、课堂上的、理论性的知识，也要注意专业

技能的练习；我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去幼儿园见

习，从幼儿园回来后，我感觉很兴奋，与小朋友相

处，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哄着他们玩儿”就行

了，其实（学前教育）有很多专业性要求。从那时

开始，我觉得大学阶段的学习应该是更全面的！

在案例1中，被访谈的C同学提出，她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期末备考事件，在该事件中，她不仅

因为充分复习获得了好成绩，还进一步反思了自

己的学习状态以及师范生的专业学习、专业发展

的多面性，为其在校期间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专业情感等方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非专业类事件

非专业类关键事件是产生于师范生专业学

习之外的、具有一定教育性功能的事件，这些事

件看似与其专业发展无关，但在，这些事件会以

潜在的形式在师范生的心理、意识、情感体验、生

活态度等方面影响着其发展，成为师范生专业成

长的内在影响因素［6］。

案例二：

B: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大二时参加的“桦

树墅彩虹伞”志愿活动。当时要在班群里进行暑

期志愿服务的报名，我就在几个备选项中选择了

桦树墅。报名后，组织者让报名学生进行测试。

（我）测试的第一感受就是：虽然志愿服务活动看

似简单，组织者也讲解了活动内容等，但真正要

设计一些活动的时候，我有点难以动笔，感觉还

是有难度的。

访谈者：那这件事对你有哪些影响？

B：志愿服务活动看似简单，我们似乎懂得

如何组织活动，但是，实际进行活动设计和实施

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活动后，我就不断思

考：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课堂上接触了很多教育

理论，老师也讲了活动设计的要素内容等，我们

也到见习基地尝试组织活动，但是，要作为真正

的教师到学校组织活动，这之间还是有很远的

距离。所以，这次志愿服务让我认识到了“知

道”和“做到”是有距离的，大三时我就特别注意

要抓住一切机会，参加老师或者学院组织的各

类见习、实习活动，为接下来的顶岗实习和就业

做好充分的准备。

案例二中，B同学所述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

与其在校的专业学习看似无关，却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他对于专业学习的认识，并进一步影响了

他的专业学习态度，以倾向性、态度的方式成为

他专业成长的心理基础。

2.专业知识类事件、专业技能类事件、专业情

感类事件和教育机智类事件

师范生专业学习的内容是依据师范生培养

目标和人才培养计划而定的，是对其进行专业培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范生的专业学习与在职

教师的专业发展密切相关，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在

校师范生专业学习的目标，是师范生在校专业学

习期间获取专业成长的外在规约。所以，依据教

师专业发展内容和师范生专业学习内容，可将师

范生的专业学习关键事件分为专业知识类、专业

技能类、专业情感类、教育机智类四类。其中，专

业知识类、专业技能类事件发生频次高于专业情

感类和教育机智类事件，且教育机智类事裹挟在

其他类事件片段中。四类事件发生频次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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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个、25个、3个和1个。见表3。
表3 依据学习内容划分关键事件示意表

依据学习内容划分

专业知识类关键事件

专业技能类关键事件

专业情感类关键事件

教育机智类关键事件

数量（个）

46

25

3

1

关键词

复习；考试；作业；听课状态；教室；图书馆；自习；课本；心理学；教育学；卫生学等

钢琴；舞蹈；声乐；绘画；弹唱；粉笔字；讲故事；口语；普通话；技能考核；还课紧张等

喜欢；不喜欢；感兴趣；不感兴趣；热爱；情绪；讨厌；无奈；不得不；就这样吧；应付了事等

专业前辈；熏陶；心生向往；儿童观；教育观等

（1）专业知识类事件

专业知识学习既是在校师范生的专业学习

内容之一，也是其他专业学习内容的基础与前

提。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具体筛选出的专业知

识类关键事件主要有听课类关键事件、反思类

关键事件、考试类关键事件等。这些事件彼此

相关、相互影响，成为专业知识类事件的组成

部分。

案例三：

F:我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上学期的《普通心理

学》复习与考试。从考完《人体解剖生理学》的那

天晚上，我便开始复习心理学，当然最后获取的

分数挺高的。我们上大学以来，不再像高中阶段

压力那么大，也没有人每天督促学习，因而上课

的状态就比以前差很多。但是，每次上心理学课

的时候，我是很认真听课的，因为心理学老师上

课会经常提问，所以上（这门）课我不玩手机（大

笑），听课可能是最多的也是最认真，考复习时也

很充分。

案例三中，被访谈对象F在考试事件中联系

课堂听课事件，反映课堂学习关键事件彼此之间

联系密切。

（2）专业技能学习类事件

师范生另一重要学习内容就是专业技能学

习，除了传统的“三字一话”学习，有些专业设置

了特色性专业技能学习要求，例如，学前教育专

业就对师范生有琴法、声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方

面的技能学习要求。在师范专业的人才培养计

划中，将师范生的专业技能学习与专业理论学习

放在了同等地位。江苏省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

中，不仅将教师职业技能细分为通用技能和专业

技能两部分，还进一步提出了“分散训练、分项考

核”的建议，要求师范生技能学习要贯穿于大学

四年全过程。

案例四：

E：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我的练琴。当我非常

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时我便会强迫自己，比如说练

琴，我练琴的时候总是要求自己必须把曲子弹

好，而且必须是从头到尾不能出错的，因为我练

习的频次多且效率高，我觉得弹琴是一件很轻松

的事情，因而我也喜欢上了弹钢琴。

（3）专业情感类事件

教师教育的任务和使命是既要向师范生传

承专业知识、技能，也要传承专业的情感和信

念。“帮助师范生树立远大的专业理想，养成高尚

的专业情操，对专业认同形成正确的专业态度是

师范院校的第一宗旨，这些都涉及到职前教育专

业的情感培养的内容。”［7］所以，师范生的专业学

习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专业情感的培养。

案例五：

E: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应该是大一上学期

时上的一门课《学前教育专业入门》，直到现在

（大三下）我还是印象很深。上这门课的是一位

年长的幼儿园园长——杨园长，她不仅介绍了幼

儿园教师的岗位要求、职责等，还带着我们一起

做了加入学前教师队伍的“宣誓仪式”。当时，我

觉得做幼儿园教师特别的神圣。每次去幼儿园

见习或者参加活动，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记起当时

宣誓的场景。

访谈者：那这件事件对你有哪些影响？

E：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学前教育慢

慢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开始喜欢这个专业，喜欢

小朋友。因为喜欢这个专业，我的琴法、舞蹈、教

学法等各方面的学习成绩都不错，我想我应该适

合做一名幼儿园教师的。

案例五中，E同学受到了实践导师——杨园

长的影响，杨园长作为行业导师，不仅以丰富的

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影响着她，更是以深切的专

业情感感染着初次接触学前教育的她。在杨园

长的带领下，带着对未来学前教育的憧憬，E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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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自愿加入学前教师队伍的“宣誓仪式”，这

样的经历不仅使其拥有了明确学习目的，巩固了

专业思想，更是树立了扎根教育做贡献的理想，

为今后投身学前教育专业工作奠定了扎实的思

想基础和情感基础。该事件带有明显的专业情

感、职业规划、心理认同等特点，勾勒了师范生多

方面的变化和成长；同时，该事件对E同学的未来

就业取向和从教意愿等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其职业心理成熟度获得了提高。

（4）教育机智类事件

以“彰显教育中的人文情怀”为宗旨的教育

现象学主张，“在开展教师教育，对教师进行培

养的过程中，应该以教师为本，不仅要对其进行

技术层面的培训，而且要注意提升教师的教育

智慧，促进其教育机智的形成。”［8］162这意味着，

教师教育既要关注教育中技术层面内容，也要

关注师范生实践智慧的养成，即引导师范生生

成对学习者主体性、个体独特性的敏感性。访

谈结果发现：师范生所描述的75个关键事件中，

基本没有体现师范生对教育机智的学习，即使

有，也仅仅是镶嵌于专业知识学习类事件中的

个别片段描述。

案例六：

A：我觉得大学三年以来，印象最深刻是大创

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大一时，我就

加入这个项目组，一直到项目结题（项目延迟一

年结题），前后两年我自己是亲身参与项目的推

进过程的，这个项目结题之后，我们团队还一直

在延续推进，与台湾指导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准

确地说来，这个项目伴随着我从大一走到现在

（大三下学期）。我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用于该

项目上，这个项目也对我个人的教育观、教学观

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访谈者：除了专业知识学习，这个项目还有

哪些方面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说这件事件对你

还有哪些影响？

A：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项目参与者）获得了

专业知识、能力，尤其台湾指导老师观察的敏锐

性，对他人独特的包容性使我们受益匪浅，指导

教师能及时对观察对象做出合适的反馈，也就是

老师们常说的‘把球打回去’的这种特性，我也一

时说不清（叫什么）。这是我在其他老师身上没

看到的，我觉得这很有吸引力，同时，也让我产生

想法：我要做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研究者。这应

该也是这个项目给我的收获。

案例六中，A同学描述了他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专业知识的学习，同时，也论及了项目指导教

师对他“工作态度”的影响，其实这种“工作态度”

就是一种“对儿童的独特性、情境的独特性和个

人生活独特性”的关注、敏感，即教育机智。只

是，A同学对于项目指导教师的“教育敏感性”品

质仅是一种模糊的认识，受其吸引、生成了向往

之心。这应该就是A同学对教育机制学习的体

现。

（二）师范生关键事件的特征与专业学习发

生机制分析

第一，关键事件对师范生专业学习普遍产

生了重大影响，，且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在

师范生视野下中，只有那些能够引发当事人强

烈反应并对自身发展变化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历

和事件，才能称之为关键事件。师范生体验的

关键事件，不仅发生在专业学习领域，也发生在

非专业学习的范围，部分关键事件本身和专业

学习没有直接关联，但对专业学习行为同样产

生了很大影响。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可见，关键事件往往

伴随着参与者激动、懵、紧张、压抑、羡慕、忐忑、

辛苦、无聊、困惑、自我质疑等强烈的情感体验。

消极情绪表现为“很紧张”、“懵了”、“可以放弃我

就放弃吧！”、“消磨了心性”、“打心底就觉得做不

到”等；积极情绪表现为“心情非常地激动”、“轻

松”、“从中学到的东西特别多”、“苦中作乐”等。

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不仅仅通过他们的语言表

达出来，而且访谈中受访者的表情、语气和肢体

动作都传达他们当时强烈的情感体验。

案例七

B：当时在地铁上接到电话，知道了我可以参

加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心情就非常地激动（受访者

的右手轻轻挥动了一下）；在前往志愿服务的前一

天晚上我更加紧张，无法入眠，我忐忑地想：明天

会是怎样的情景？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案例八

H:作为一名参与者参加别人组织的活动是

要听从他人的指挥安排，自己能获取的知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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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如果作为一名活动的组织者，虽然需要

协调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表面上（组织

这个活动）是很麻烦、很累，但其实能从中学到的

知识、能力是一名参与者无法获得的（语气加

重）。所以，我（能组织这个活动）真的觉得很荣

幸。

案例七和案例八的同学，在讲述关键事件

时，就是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付出精力的、首次

发生的、具有强烈情绪体验的事件，作为印象深

刻的关键事件来描述。

第二，，不同阶段定向生的关键事件特点各

不相同。。大一师范生印象深刻的事件往往与参

与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刚进

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其课程安排相对高中阶段

要宽松些，他们迫切希望在大学校园内接触新

鲜事物、开阔眼界、培养社会交际能力、提升实

践水平。所以，大一师范生所描述关键事件中，

“多参加点活动，是有好处的”、“想提高自己”、

“从小事中一点点的成长”，类似的表述就明显

多于其他年级。

大二师范生关键事件描述中出现了共性发展

和个性释放并存的特征。在这一阶段，师范生会

对自我成长、专业发展、未来职业方向有一定的认

识和自我规划，当外部安排、要求与自我规划冲突

时，听从外部安排和遵从个性需求之间就会产生

矛盾；强大的外部力量使得其不得不听从统一安

排时，于是敷衍了事、应付交差现象就会出现，这

一现象充分体现大二师范生的矛盾心理。

大三师范生描述的关键事件与专业学习之

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面对考证、考级、考

编等诸多压力，学习的目的性凸显，他们希望

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实现专业能力的

提高、专业水平的提升。正如一位同学所说的

“现在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能

力。”调查中大三师范生关键事件具有明显的

“选择性学习”倾向——选择自认为能提升就

业筹码的方面进行学习，甚至参加各种与此相

关的证书考试。

第三，经深入反思后关键事件能引发师范

生专业认知和行为的改变。。因班级、专业、学校

等因素的影响，多名师范生会面对同样的事件，

但只有引发参与者的内心触动，形成原有教育

认知、情感、行为等与“新事件”、“新情境”的冲

突，进而主动学习、主动反思，让事件成为其自

我反思对象，使师范生以元认知的方式来重新

思考自己已有认知、情感、行为与关键事件的联

系，并从中汲取新经验，这些事件才能对自身产

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做出某种关键性决定和行

为改变。

综上可见，关键事件中师范生的专业学习是

因事件中的“问题”而生，以问题的解决为出发

点，其专业学习是参与者在以往的专业学习基础

上经由反思的“验证、提炼和调整后内化”而形成

的。所以，关键事件中师范生专业学习的关键就

是“问题”与“反思”。

关键事件中，师范生专业学习生成方式可以

用图1表示。

图1 关键事件中师范生专业学习生成示意图

每个师范生都有各自不同的专业学习状态，

即使面对相同的关键事件、问题情境，其激活的

专业状态也是各自不同的，是具有个性化特征的

“专业发展”水平。师范生通过与关键事件中的

问题情境（儿童、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等因素）对

话，其原有教育认知与“新事件”、“新情境”产生

冲突，这就需要其反思、重构对关键事件中问题

情境的认识。当以新的方式解决问题之后，他/她

会调整、改进原有专业知识、情感等，进而形成新

的专业发展形态，并因其教育效果而被确认为

“有效”，成为其专业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师

范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感、教育机

智，会随着关键事件中教育实践与问题情境的变

化而不断发展和创新。

关键事件的特点及师范生专业学习的生成

方式，决定了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无法以完全

传授知识的方式来进行，而是要将师范生“抛入

问题情境中而发展”的，以实现专业养成的目

的。因此，师范教育要特别关注师范生专业学

习过程中具有“问题性”、“反思性”特征的关键

事件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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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关键事件的师范教育改革建议

（一）将以关键事件为载体的“问题性”、“反

思性”教育纳入师范课程目标体系中

课程目标是对学习者在一定学习期限内学

习效果的预期，是课程运行的“指南针”和“方向

盘”［9］；课程目标规定了受教育者在各方面期望实

现的程度，是课程设计的核心环节，是选择课程

内容、组织方式、活动策略和实施评价的重要依

据。可以说，课程编制过程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

环节就是课程目标。

改革师范教育课程，要从课程目标入手，把

以关键事件为载体的“问题性”、“反思性”教育纳

入课程目标体系中，以此实现对“问题性”、“反思

性”教育的认可从自发走向自觉；把关键事件教

育纳入课程目标体系，不仅仅是要把“设置关键

事件”作为课程目标，而是要关注师范生的问题

意识和反思性思维品质的养成。

（二）围绕师范生的专业学习，设置“以学为

主”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

师范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和提高师范生的

专业素质，高质量的师范教育课程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重要条件之一［10］。如何改革师范教育课

程？如何评价高质量的师范教育课程？改革、评

价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比如，适应基础教育的

发展需求，遵循师范生的成长、发展规律等。然

而，由于师范教育课程的价值直接指向师范生，

是为师范生的专业学习提供服务的，所以，师范

教育课程对师范生专业学习产生的结果、师范生

对师范教育课程的看法就应该成为评价标准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和评价师范教育课程

时，不能忽视师范生的声音，不能忽视师范生的

专业学习状况，应设置“以学为主”的师范教育课

程体系。

“以学为主”，就要充分认识到师范生专业学

习的场域整体性特征，师范生的专业学习不仅发

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也产生自校园文化活动与

社会实践活动中，设置“以学为主”的师范教育课

程体系，就是要以师范生的“问题性”、“反思性”

为核心品质，构建师范教育立体课程体系，实现

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循环渗透，体

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的师范教育的时代特

征［11］。

设置“以学为主”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也要

关注到师范生专业学习的全面性。师范教育改

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因此，师范

教育改革的探讨要紧紧围绕教师专业化内容，师

范生的培养也就要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师范

生的专业学习的内容着手；设置“以学为主”的师

范教育课程体系，就要紧紧围绕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专业情感、教育机智四方面的专业发展、专

业学习内容，建构相应的课程模块，每个模块围

绕特定内容开设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学生学习

兴趣、发展潜能和未来职业需求，形成“学习—实

践—反思—再次实践—学习反思”的综合性课程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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