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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专业学

院，小学教育专业为河南省首批一流专业，其前身是1949

年成立的河南省立郑州师范学校，距今已有70年的小学教

师培养经历。2010年学校升本后，开始本科学历小学教师

的培养工作，2016年9月开始承担河南省公费定向培养小学

全科教师的任务。

学院拥有经验丰富、学科及职称结构合理的专业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77人中教授

6人，副教授17人，博士11人，在读博士2人。发表核心论文币Hsci、CSSCI、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100

余篇；出版著作15部；获批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30多项；获批国家专利12项；各级教学成果12项。

初等教育学院始终坚持面向小学、服务地方基础教育的办学方向，秉承半个多世纪

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全科培养、多能发展、分科选学、个性成长”的

人才培养模式和“重实践、强技能、培养一专多能小学教师”的专业特色。

初等教育学院拥有完善的小学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条件，现有多媒体教室23问，实

训、实验室25间，校外实习、实践基地56个。“小学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为“河南省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该中心包括网络型语言实验室、录播教室、微格教室、科技活动实验室、机器人创意

组合实验室、多媒体课件实验室、课本剧编排训练室、管乐民乐训练室、数字化交互书法(画)iJi【

练室等20间，具有先进理念的STEM科学实验平台5问。

初等教育学院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根本任务，素质教育成绩斐然，先后为郑

州市及河南省周边地市输送了数万名小学教师，为祖国的基础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学院现有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市级精品课程2门、校级精品课程4fJ，省级

实验教学师范中心1个，小学教育专业(本科)是河南省教育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和郑州市重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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