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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实施教师资格统考后，我国所有师范生均需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教师资

格考试的实施，对规范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影响，但较低的通过率也给师

范院校带来了巨大冲击。失去了毕业即“领证”的特权，师范院校必须重新审视学

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课程开设、改革教学模式、拟定新的制度等。当前师范生

的教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并不乐观。相关数据显示：2013 年 9 月试点期间，试点省份

通过率为 27.5%；2014 年 9 月，在 10 个试点省份，笔试累计通过率仅为 35.1%；从

2019 年 11 月考试开始，教师资格证考试单位将进一步提高考试难度，综合通过率

为 7.5%。随着教师资格考试难度增加，如何提高师范生的通过率，成为众多学者研

究的热点。

摘要：为了解师范生教师资格考试备考现状，笔者通过自编问卷开展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师范生备考以自学教辅资料、借助网络资源学习为主，存在时间投入不足、

复习方法欠佳、备考计划模糊、“国考”信息不了解等问题。建议指导师范生拟定

科学的备考计划，合理规划时间；引导师范生学会主动求助，将自我管理策略引入

备考中；善用网络资源，推荐优质网络资源给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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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为响应教师资格考试政策，积极

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对师范生教

师资格考试备考现状进行调查，从而发现当前师范生

备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合理建议。

一、 调查对象与方法

( 一 ) 调查对象
参加湖南省 2021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的某高

等专科学校 423 名师范生（男生 36 人）。

( 二 ) 调查工具
自编《师范生教师资格考试备考现状调查》问卷，

问卷依次涉及以下方面：（1）社会人口信息，如性别、

班级；（2）教师资格考试信息的获取与了解程度，如

考试大纲、考试标准、考试内容、题型等；（3）师范

生备考状况，如备考计划、备考动机、时间投入、复

习方式、备考途径、备考困难等。

( 三 ) 调查实施
2021 年 10 月 9 日开展线上调查。调查人员向调

查对象呈现问卷二维码，调查对象通过微信扫码等方

式进入填写，研究人员在后台收集并分析统计数据。

主要研究工具有问卷星、Excel、SPSS 20.0 等。收集问

卷 426 份，剔出无效问卷 3 份，有效问卷率 99.30%。

二、 调查结果

( 一 ) 教师资格考试信息的了解程度与获取途径
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大纲、标准、内容、题型

等信息的了解程度如表 1 所示。数据分析发现，师范

生对教师资格考试相关信息的了解情况不容乐观。以

考试大纲为例，选择“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

依 次 为 1.65%、11.11%；“ 不 太 了 解 ” 和“ 完 全 不 了

解”为 47.99%。结果最理想的“考试题型”中，仍有

20.33% 考生选择“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师

范生教师资格考试信息的来源主要是学校（36.64%）、

教师（27.19%）和互联网（26.48%），学校（包含教师）

是学生获取信息的“大本营”，如表 2 所示。

( 二 ) 备考状况
（1）备考准备。师范生备考计划、备考时间、备

考动机等相关信息如表 3 所示。师范生备考计划大多

比较模糊，超过 55.79% 的考生计划是“比较模糊”、

3.31% 的考生计划是“没有”；备考时间短，有 53.31%

的考生选择备考时间“1 个月”，6.86% 的考生选择“其

他”（全部低于 1 个月，如没有、1 周、2 周等）；每周

备考投入时间不足，“0 ～ 3h”的占 39.38%、“3 ～ 6h”

的占 23.17%；值得庆幸的是备考动机明确，学生主要

是为了今后从事教师职业而考（76.12%）。

表 1 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信息的了解程度

选项 考试大纲 考试标准 考试内容 考试题型

A. 非常了解 1.65% 1.89% 2.13% 6.15%

B. 比较了解 11.11% 14.66% 17.97% 25.53%

C. 基本了解 39.24% 43.03% 52.25% 47.99%

D. 不太了解 43.26% 37.12% 25.77% 18.20%

E. 完全不了解 4.73% 3.31% 1.89% 2.13%

表 2 了解教师资格考试相关信息的途径

选项 占比 选项 占比

学校 36.64% 互联网 26.48%

教师 27.19% 培训机构 0.71%

同学 5.91% 其他 3.07%

表 3 师范生备考准备情况

题目 选项 占比

备考计划

非常清晰 3.07%

比较清晰 37.83%

比较模糊 55.79%

没有 3.31%

报考教师资格考
试的动机

以后想从事教师职业 76.12%

多个证，多条路 15.13%

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 2.36%

父母或他人的要求 2.36%

大家都在考 2.84%

纯粹是好玩 0.00%

其他 1.18%

备考时间

1个月 57.45%

2 个月 29.79%

3 个月 3.78%

4 个月 2.13%

其他 6.86%

每周用于备考的
时间

0～ 3h 39.48%

3～ 6h 23.17%

6～ 9h 17.26%

9～ 12h 10.17%

12h 以上 9.93%

（2）备考实施。师范生备考复习方式、考试的主

要实施途径和备考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相关信息

如表 4（见下页）所示。数据显示师范生备考的方式

主要是看书与刷题相结合，“看书为主、刷题为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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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9.57%，“刷题为主、看书为辅”的占 28.13%。

在备考途径方面，排在前两位的依次为自学教辅

资料、借助网络资源，比例分别为 84.63%、55.08%，

这些数据表明教师资格考试备考，必须重视学生的自

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借助网络资源学习是必然趋势。

三、 建议

( 一 ) 指导学生拟定科学的备考计划，合理规

划时间

备考计划（目标、任务）对考生的备考有指导、激励、

调节评价等作用，它能让考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复习

进度，帮助考生合理分配时间，有条不紊地开展复习。

鉴于备考计划对考生的重要性，且当前师范生备考计

划以模糊为主、生备考时间准备不足、备考时间投入

太少，必须让考生认识到计划的重要性，指导他们制

订清晰可行的备考计划，合理规划时间积极备考。

( 二 ) 要学会主动求助，将自我管理策略引入
备考中

人力资源是备考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也是学习策

略中资源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生要学会主动

求助，通过请教他人（教师、师兄、师姐等）了解教

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信息，借鉴别人的备考经验，获得

优质教辅资料和心理支持等。师范生备考以自学为主，

网络资源是其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但由于缺乏他人

指导、自主学习水平低，导致备考计划模糊、备考时

间投入不足等。鉴于此，建议将自我管理策略运用到

备考中。

( 三 ) 善用网络资源，尤其是推荐优质网络资
源给考生

网络资源给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诸

多便利，但也有其不足的地方。研究发现，互联网是

师范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但对备考的帮助并不理

想，从表 1 可知，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信息了

解甚少，缺乏有效引导，互联网无法发挥其效用。由

于网络资源庞杂、琐碎，需要考生自行鉴别、筛选、

整理。限于师范生备考时间不足等原因，如何筛选出

优质资源对考生而言极为重要。研究建议，一方面，

学校需将考试的相关信息，特别是考试标准、考试大

纲、考试内容、考试题型、历年真题等推送给考生；

另一方面，学校任课教师应对备考的网络资源进行筛

选，将优质的网络资源推荐给考生。[ 作者黄文飞单

位系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通信作者刘占方单

位系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州大学。基金项

目：2019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自我管理策

略对改善免费师范生教师资格认证现状的成效研究”

（19C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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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师范生备考实施情况

题目 选项 占比

主要备考
方式

只看书 5.67%

只刷题 2.84%

看书为主，刷题为辅 59.57%

刷题为主，看书为辅 28.13%

其他 3.78%

主要备考途
径（多选）

不复习，裸考 4.26%

自学教辅资料 84.63%

请教他人（教师、师兄、师姐等） 20.80%

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 43.50%

参加校外培训机构 2.36%

请私教辅导 0.71%

借助网络资源学习 55.08%

其他 4.96%

笔试备考过
程中感觉困
难的主要原
因（多选）

对教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信息不了
解，如考试标准、大纲、内容、题

型等
57.45%

学习动机不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
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17.26%

没有好的复习计划，走一步算一步 59.57%

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好多要学 63.12%

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低 60.99%

学校开课不合理，很多考试内容在
课堂中没有接触过

26.71%

没有好的学习环境，总是无法静心
复习

28.84%

没人指导，总走弯路 24.59%

底子 (基础 )太差，没有信心 27.19%

心理原因，如情绪情问题、人际关
系等

17.26%

其他 5.20%

35

总第 218 期 教师素养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