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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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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活跃而重要的因素。它既是体现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渠道 ，又是影响 

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关键因素。教学方法是否得当，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影响到人才培 

养的质量。结合调查数据，分析影响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因素，从转变教学理念、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管 

理机制、发挥教学名师的榜样作用等方面探寻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途径。 

[关键词] 高校教学方法；创新；高校教师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09)04-0067．03 

A B ef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 ethods of Faculty 

HONG Qiao—hong 

(Col~ge of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 410073，Ch／na) 

Abstract：The teaching 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que ry of higher education，and the choice of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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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高校教学内容的广博性、高深性及不确定性，对高校 

教师运用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教才能既保证 

把知识系统性地传授给学生 ，同时又保证有效地启发 、激 

励学生主动地去思考、发现和创新 ，这是高校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始终必须关注的问题。2007年 2月，教育部下发的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 

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要优化课程结构，构建以核心 

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课程体 

系。”2008年笔者参加了教育部教改项目 “高校教师教学方 

法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课题组设计了三份有关高校教 

学方法的调查问卷，分别针对高校教学名师、普通教师和 

学生展开调查。笔者通过对大量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对教学质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但 

目前高校还存在着诸多不利于教师教学方法创新 的因素， 

探寻教师教学方法创新主要途径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有 

利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原因 

分析 

(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教学观念依然存在 

教师是教学的执行者 ，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 ，教学 

方法创新的关键在于教师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 ，教师 

的现代教学理念是否真正树立起来。教育部教改项 目 “高 

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问 

卷调查，发现教师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大多数学 

生认为教师用于知识传授的时间远远多于能力 的培养；超 

过 50％的学生认为课堂上师生间的互动程度一般。u 受传统 

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时，在 

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时间分配上，更加注重知识的传授， 

习惯于 “一言堂”、“唱独角戏”，教师讲学生听的习惯很难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依然是高校教师的首要选择，我们 

知道传统的教学方法具有本身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 

些弊端 ，不利于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尽管一些教师对教 

学方法创新有一定 的认识，对如何创新教学方法进行深人 

研究探讨的教师却为数不多，真正付诸实施的就更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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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的教学管理不利于教学方法创新 

建立和完善学校管理制度与配套措施，是促进高校教学 

改革、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必要保障。目前，对于什么样的班， 

什么样的课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学 ，教师如何驾驭不同的 

课程教学，学校的政策制度应当提供什么支持，这些是我国 

大学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 2]根据我们对普通教师的调查数 

据显示(如下表1)，影响教学方法创新的前5个因素，依次是 

回报率低 (47．8％)、科研 与社会工作 任务重，精力不 足 

(37．3％)、学生基础与学习态度差(34．5％)、教学设施与条件 

保障不足(34．1％)、难以获得立项支持(30．5％)，除此还有其 

他的影响因素。[3】 

表 1 影响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主要因素 

(普通教师问卷表) 

选 项 所占百分比(％) 排序 

学生基础与学习态度差 34．5 3 

教学设施与条件保障不足 34．1 4 

教师之间交流与合作环境差 29．9 6 

教师开展教学方法的回报率低 47．8 1 

学校对教师教学方法改革要求少 22．O 7 

教师开展教学方法创新的风险大 20．6 8 

科研与社会工作任务重精力不足 37．3 2 

教学方法难以获得立项支持 30．5 5 

基层教研活动及其活动不健全 18．1 9 

其他 3．7 10 

如表 1所示，高校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还 

不完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 ，促进教学方法创 

新的激励机制还不够，教学方法创新涉及到的物质条件和 

运用环境有待加强。当教学管理难以营造和谐的环境时， 

教学方法的创新就难以进行。学校要采取根本的鼓励政策 

与措施，真正树立起重教风气，围绕 “教学改革”合理有 

效地实施教学管理以激发教师创新教学方法的积极性。 

(三)教学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教学评估制度 (即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得到了各高校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本科教学工作， 

但就教学方法而言，在整个评估体系中，只是作为 “专业 

建设与教学改革”下面 “课程”里的一个指标。按此评估 ， 

很难看出教学方法在学校整个教学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更难以谈得上促进高校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通过对 

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情况的调查发现，目前高校教师进 

行教学方法创新，认为 “普遍的”仅占7．2％， “较多的” 

也只占36．8％，“少数的”占最高的比例达 41％。 4 换句话 

说，目前高校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创新研究与实践尚未形成 
一 种氛围，还处于一种教师个人自行摸索的阶段。 

在高校中，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相比，缺乏有效竞争 

机制和激励措施。政策制度的精神与教学要求不相吻合， 

是制约大学教学方法创新的主要障碍。[5 对教学方法创新的 

重视大多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在实践上缺乏必要的措施 

和制约机制。如教师采用教学双方共同参与的，以问题为 

中心，通过探索、讨论、案例等教学方法，强调学生在研 

究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识、发现知识，甚至解决问题， 

以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性教学时，由于教 

学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产生了难以衡量教师的工作量，难 

以考察学生学习情况的问题。加上近年来 ，有关职称评定、 

考核政策的导向作用，导致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与 

成果轻工作态度、责任心、敬业精神等问题。这些都不利 

于高校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只有当评价不仅仅是源于行政 

压力，而是源于教师内在的发展需求时，才能最大限度地 

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对学生的评价也影响着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学校 

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考核， 

教学的重心应由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从侧重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 ，转向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需要以多样 

化、适应性的质量观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科学合理地评价 

学生更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三、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主要途径 

法国生理学家C．贝尔纳指出：“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 

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 

能的发挥。因此，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才华由于方法拙 

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 

这种才华。”爱因斯坦则更直率地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那 

种毫无想象力的灌输式、经院式教学更令人窒息和毫无价 

值了。”_6 教学方法是工具和手段 ，是达成教学 目的的 “桥” 

和 “船”。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教学方法创新 

的途径。 

(一)树立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学生与教师是构成大学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两类主体， 

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离开任何一方，大学 

就不再为大学，人才培养就不可能进行。因此，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包括 “以学生为本”与 “以教师为本”。 “以学 

生为本”就是树立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思想 ，要 

把能否有效促进学生发展作为衡量教学改革成败的惟一标 

准。【 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过程的 

优化，以期高效地达成教学 目标。在教学方法的创新过程 

中，既要遵循教学的原则和规律，又要符合学生学习可能性 

和个别差异。潘懋元先生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高校教学 

方法并无绝对优劣之分”，“高校教学方法改革不是寻求剔除 

所谓不好的教学方法而采用好的方法，或剔除传统方法而采 

用现代的方法，而是寻求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或是思想观 

念，熟练地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师自身的个性以及学 

生情况等来选择在达到目标时最合适的方法”。 8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见表 1)，学生基础与学习态度是 

阻碍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创新的三大因素之～。因此，在教 

学方法创新 的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应该改 

变以 “注入式”和死记硬背为特征的传统教学方法，秉承 

现代教学理念，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 

作用，激发和保持学生学习的动机和兴趣，培养学生的主 

体精神，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创新精神 ，使教学过程成 

为师生双方共同参与、互相合作的过程以及学生积极学习、 

能动发展的过程。 

(二)积极探索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机制 

科学的管理制度可以保证教学改革的有序开展并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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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既定目标。教学改革必然伴随着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没有制度建设，就不能保证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没有制 

度创新，教学改革就难以突破性进展。在教学方法创新的 

过程中，回报率低及教学与科研难以协调的问题尤为突出。 

除此还表现在难以获得立项支持、教师问交流与合作环境 

差、教学设施与条件保障不足等方面。 9 教学方法的改革仅 

靠教师群体的自发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政府、社会、 

学校、教师、学生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就学校而言，应 

从积极建立教学方法创新资源保障机制 ，在资金上给予支 

持；改变教师评价体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根据教师 

情况各异，在对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有所区别。在进行 

职称、业绩评定时，处理好教学指标与科研指标之间的关 

系；发挥评奖评优引导作用 ，营造教学方法创新 的氛围， 

引导教师重视教学方法的应用与实践，鼓励教师从事教学 

方法的探索；吸收借鉴其他高校在建设教学方法方面的做 

法，建立多种方式的教学经验交流渠道，让教师能够及时 

分享其他同事在教学方法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出台 

激励性政策，要求名师、教授承担教学工作等方面积极探 

索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机制。 

(三)充分发挥教学名师的榜样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 ，教学名师对教师专业的发展和对学科 

专业的引领 ，应当成为教学名师管理的重要内容。所谓高 

校教学名师可以理解为出名的或是有名声的有较高学术造 

诣、教学艺术、教学成就的教师 ，是高校教师中学识渊博、 

道德高尚、受人景仰的人。_1 根据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的意见》 (教高 

[2(X)7]1号)精神，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由每三年评选改 

为每年评选一次，大力表彰在教学和人才培养领域做出突 

出贡献的教师。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学名师的 

重视及肯定 ，教学名师作为高校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们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特征值得其他高校教师学习。大多数 

教师对教学名师不管在教学上，还是科研上都是 比较认可 

的，但多数教师也认为目前我国教师名师的示范作用发挥得 

不够。我们通过对高校教师教学方法的来源进行统计分析 

时发现，83．7％的教师认为自身教学方法的来源主要是 自我 

学习与摸索，65．3％的教师认为是观摩与借鉴 同事 ，来 自专 

门培训和承袭教师这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不大。 1“这说明了 

高校教师教学方法不是可以通过简单培训就能得到。高校 

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要充分 

发挥教学名师的榜样作用。高校可以通过推动名师上讲台、 

开设教学名师的观摩课，或者是学校组织教学名师开一系列 

的讲座传授创新的经验或心得，这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不 

失为培养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一个良好途径。 

(四)加强培训与引导，全面提高教师教学素质 

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的实施 ，必须依赖于教师知识水 

平、教学才能和教师的素质。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的 

传播方式，要求教师具备利用先进技术的能力，要求教师 

以平等的、谦虚的态度来组织教学活动，要求教师具备教 

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具备引导和启发学生提出问题的能 

力以及穿针引线的支持能力。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教学的需 

要，高校应该改进和完善青年教师培训制度、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的政策引导 ，教师必须努力学习国际上先进的教育 

思想和方法，不断吸收新观念、新方法，以发展个性、培 

养创新人才为 目标 ，在教学 中探索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认真学习教育理论和心理学 ，提高教育理论 

素养，拓宽专业知识面，提高学术水平。只有这样，才能 

成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教育工作者，才可以担负起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 

四、结束语 

教学工作本身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教师的创新 

能力需要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 中逐渐培养起来， 

离开了实践，创新能力就难以养成。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 

新 ，始终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必须为教师 

的创新实践提供各种机会和便利 ，尽力帮助教师解决实践 

过程中的一切困难，特别要尽可能为教师提供教学科研条 

件。另一方面，必须为教师的教育创新实践提供 良好的舆 

论导向和氛围，尽力为创新者承担风险并 消除后顾之忧， 

失败不追究，成功归教师，成果推广应重奖，让每一位教 

师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善于创新，真正地促进高校教师 

教学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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