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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教育部对师范生的重视和要求,以及市场上现有的师范生使用频率较高的APP进行分析

评估,综合师范生用户的反馈分析用户痛点,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师说”APP,阐述APP功能及服务,做

出未来５年APP科学的发展规划。 

[关键词] 师范生；APP；精准；资源整合；线上线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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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变与发展,

国家与社会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有了更高

的要求,其中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实践操

作能力得到国家教育的重视并急需加

强。并且市场上关于师范生群体的学习

软件单调、冗杂,目前没有集中、专门针

对师范生能力提升的网络资源,只是针

对部分方面提供资源,比如“一起考教

师-教师资格证”、“普通话学习”等,其

余的网络资源也很分散。 

1 教 育 类 app等 媒 介 的 发 展

现状 

1.1单一类APP 

(1)一起考教师：游戏化闯关,攻

克知识点,免费直播课程,真题解析,

名师讲解,覆盖教师资格证各学段考

试科目。 

(2)普通话学习测试：采用AI大数

据技术评估普通话水平等级,开设培训

直播公开课,使用全国普通话发音拼音

通用题库。 

单一类APP只是作为专供于一项考

试的APP,相比于该APP,“师说”除了给

大家提供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需要的帮

助以外,更综合、更高效的为用户提供成

为合格教师所需要的资源与帮助。 

1.2综合类APP 

(1)考虫：大学生备考一站式服务平

台,专注大学生四六级考试,考研公开课,

专业课考试,公考国考,教师资格考试,

配套学习课程,配套学习课程,模拟考试,

随堂测试,能力评估。 

(2)有道精品课：提供初中、小学、

少儿的在线学习,作业辅导；四六级专

题课程；语言学习；考研(英语、数学、

语文)；考证考级(资格考试、专业考

试)。 

综合类APP是用户范围广,服务功能

种类多,这类APP相当于多个独立功能

APP的资源整合,提高了资源的广度,但

对于师范生群体来说,仍没有全面的服

务体系,不能实现各个功能的广泛使用； 

1.3线下培训班 

学校附近开展考研班,教师资格证、

普通话等各类培训班等,但会受到城市

不同发展水平的影响,线下培训班的师

资力量良莠不齐,学习环境、地点、时间、

环境等因素的干扰,也会影响课程效率。 

1.4潜在竞争 

在“师说”APP发展的过程中,会遇

到新老企业的复制入驻,通过投入大量

资金和发放更多的福利,吸引客户和消

费者,导致恶性竞争,这也会带来一定的

不稳定性。长期将对这部分空白市场进

行占领,并对技术申请专利保护。 

2 APP 介绍 

2.1项目LOGO 

LOGO以“师说”为中心,以此说明该

APP的服务群体；“传道授业解惑也”则是

对老师职业技能及素养的诠释,用以说明

该APP的服务范围及应用；整体结构凸显

了我们为师范生提供的精准且全面服务。 

 

 

图1-1项目LOGO 

2.2文化理念 

我们将以资源整合和服务升级为核

心,突出应用特色,打造舒适简洁的服务

体验,从师范生的学习需求、职业需求和

市场需求出发,为师范生、初入职的老师

及相关自考人员提供全方位精准的学习

服务,实现功能升级,资源整合,线上、线

下结合,及新型服务的创新。 终实现：

让用户通过便捷的体验形成长期的使用

习惯,产生信任与依赖感。 

2.3应用功能 

我们以资源整合和服务拓展为中心,

提供了全面的晋级资源；课件模板、职

业考试资料、教师素养网课等丰富的教

学资源；打造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教

师资格证面试培训、实习培训和三笔字

的网络课程及线下培训班,以及微课系

列等教学技能,并有教师资格考试、普通

话考试等评分分析系统,实现面试及普

通话四种题型的综合评分,以及专家在

线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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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APP初期分为IOS和Android

系统两个版本,界面设计以美观大方为

主,采用教师职业相关元素,功能方面主

要涉及搜索页面、教学资源和职业考试

的相关网络课程以及专家在线答疑等,

另外设有人工服务后台及反馈链接,用

户可以通过反馈链接反馈使用中的问题

以及建议。 

3 用户群体 
3.1在校师范生 

主要是针对打算提高自己的基本职

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备考教师资格证和

普通话等级考试的学生群体。与此同时,

国家对教育事业重视力度逐渐增强,师

范专业的培养与能力担当也越来越重

要；信息时代的便利,手机APP的便携使

用,使线上学习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第

二大主力。 

3.2在岗老师 

APP实现了资深老师直播分享板书

设计、微课制作学习、课件开发制作等

教学技能的功能。“师说”APP将是协助

用户从一名老师到一名优秀老师转变的

“神器”,实现基本教师素养的升级。 

3.3计划从事教师职业的社会自考

人员 

选择成为一名老师成为很多社会自

考人员的心仪职位,在考证、考编中,以

及系统了解学习教师基本素养中,用户

群体对于该APP的功能会有更加明显的

体验。 

4 项目发展 

种子期：进行用户验收测试,发展

精准客户,吸引潜在客户,初步在山西师

范大学内普及,以用户的反馈意见改进

APP；在太原市进行线下服务洽谈。 

推广期：用户普及自考人员和在岗

教师,在太原市展开线下服务,通过用户

反馈提高服务需求。 

成熟期：在山西省内的推广与宣传；

整合国内师范类高校资源；同时,在山西

省内形成线下连锁品牌,实现线上线下

并行的师范培养通道。 

5 小结 
“师说”APP充分考虑到了目前市场

的空缺和不足,意识到师范群体缺乏一

个整合性的工具。“师说”APP的广泛推

广,在一定程度上为师范生提供了清晰

的学习需求和职业规划。从教育本身的

属性来说,“师说”APP将会更加便捷高

效地推动师范群体知识储备,教师素养

的改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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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APP 介绍

项目版块 功能概述 实施路径 运行模式

晋级资源 考研 线上 我国师范类高校的考研题库等服务；

教师资源 资源整合 线上

职业考试相关资料；

教师素养网络课程；

课件资源；

教学技能

课堂在线

(教资面试、实习培训)

线上 网络班级授课

线下 座谈分享会

微课制作 线上

1、网络课程；

2、讨论区：(1)微课系列比赛知识

(2)每月一期“师说”APP微课比赛

板书、三笔字

线上 网络课程；专栏展示；

线下 书法培训班课程开设

职业考试

普通话考试 线上 题库,模拟测验,评分系统

教师资格证考试 线上 模拟面试环节,录制面试进行系统评分、分析；

专家答疑 各类答疑 线上 一个工作日内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