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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分析了教学学术思想的内涵，探讨基于教学学术视野提升新进教师教学能力
的策略，包括专业知识储备能力提升策略、教学研究能力与交流能力提升策略、教学反思能力

提升策略。并对２０１７年度贵阳中医学院基础医学１８名新进教师进行了基于教学学术视野的教学
能力培养，组织督导专家对课堂质量、教学设计、作业试卷批改情况等进行打分评价，结果满

意。在当前 “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教学学术为牵引的师资培养对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

师发展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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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等院校新进教师的培养质量与院校发展
密切相关，但从近年各高等院校新进教师培养的

现实来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重科研、

轻教学的现象，影响新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和

教学理念的更新。上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教育家博
耶首次提出了 “教学学术”的概念，引发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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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学术内涵、教授工作重点及教师奖励机制

的反思，并波及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爱尔兰、

丹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

湾地区［１］，掀起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热潮。

本文基于教学学术视野，探讨如何在新进教师的

培养过程中提升其教学能力。

一、教学学术思想概述

教学学术的概念是美国家教育委员会委员、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博耶于

１９９０年首次在其学术论著 《学术反思》中提出，

他将学术划分为发现 （研究）、整合、应用、教学

四种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交叉联系的学术形式，同

时指出，这四种学术不是彼此分割，而是有机结

合的，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

促进和发展［２］。该观点一经提出，在学界即得到

认同 和 广 泛 关 注。１９９５年，美 国 《变 革》

（Ｃｈａｎｇｅ）杂志上发表了 《从教到学：本科生教育

的一种新范式》和 《新的学术，需要新的认识

论》，这两篇文章将大学教学学术的研究与发展带

入一个新时代［３］。２０００年后，美国著名教育学家
克莱博、特里格威尔、麦肯尼等对教学学术思想

作了进一步发挥。克莱博认为，教学学术的内涵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教学学术是一种教师

研究和出版自己学科专业教学的过程；二是，教

学学术同时等同于优秀教学；三是，教学学术是

一种学术过程［４］。特里格威尔认为，教学学术是

一种关于教与学的系统研究与反思。在此过程中，

教师应该将研究成果进行公开，且其研究成果能

够被同事回顾、评价、使用、发展与完善［５］。麦

肯尼赞同上述二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

学学术还包括对各种教学活动的反思及分享［６］。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教学学术思想从多方

面进行讨论。如耿冰冰指出大学教师的教学学术

即指大学教师在其学科领域进行教学时，通过教

学研究、合作交流、反思实践等活动表现出来的

发现、综合、应用的能力［７］；袁维新认为教学学

术就是教师运用适当的方法对教学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深度探索的过程，以期得到相应的教学

研究成果，并将结果应用于实践，通过与专家、

同行教师之间的交流以及接受公开监督和评价的

过程［８］；还有学者认为教学学术能力由教学理论

知识、教学反思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和教育科研

能力组成，是优秀教学的先决条件和有效促进其

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９］。

　　二、基于教学学术视野的新进教

师培养策略

　　基于教学学术理论，我们认为在新进教师的
培养过程中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在学分制培养

的基础上［１０］，建立教学能力成长档案，注重培养

过程中的督导，重点帮助其增加专业知识储备、

提高教学研究能力、形成有效的教学反思能力、

增强教学交流能力，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专业知识储备能力提升策略

１专业导师负责制。在新进教师入职时，我
们为其配备专门的导师 （副高以上职称），进行

“一对一”或 “一对二”的指导，由导师负责，帮

助新进教师提升其专业知识能力和教学能力。

２专业知识提升计划。由导师根据新进教师
情况制定三年职业规划，要求新进教师必须至少

完整跟听两门专业相关核心课程，由导师设定其

跟听课程科目、内容，检查其听课笔记，并在听

课完成后进行闭卷考核，８５分以上视为合格，不
合格则整个听课过程重新来过。除听课外，新进

教师要主动加入专业知识提升的活动中。如，教

研室进行教材编写，要求新进教师进行校对；教

研室进行试题库建设，要求新进教师进行题库测

试；教研室开展示范教学等活动时，新进教师要

全程参与。

３教学过程的熟悉。新进教师在导师的指导
下按照培养计划熟练掌握教学过程。包括对拟使

用的教材教具要熟练掌握；积极协助导师组织课

堂讨论、完成对同学的辅导答疑；完成试卷、作

业、实验报告等的批改；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

试讲、课程教学设计等。二级院系组织督导组对

新进教师的辅助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及时指出其

弱点与不足，帮助其改正。

４科研能力提升帮扶与激励。科研能力的强
弱与新进教师专业知识能力密切相关。新教师入

职后，学校及各二级学院有目的地邀请校外专家

学者进行科研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等相关讲座。

这些讲座每年不少于２０场，要求新进教师必须参
加，并严格考勤。讲座后，以沙龙等形式组织新

进教师进行学术心得交流。此外，学校在新进教

师入职后即要求其申报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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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书的撰写过程，梳理科研思路，在年终时对申

报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公开，并予以不同程度的

奖励。

（二）教学研究能力与交流能力提升策略

１提升教研能力的封闭式培训。新进教师入
职后，二级学院组织为期一周的教学学术理论相

关培训，根据各学科特点制定不同培养内容的教

研能力提升方案。如 “教与学的艺术”“如何上好

一堂课”“教学学术理论研究及概述”“如何做好

课堂教学设计”等，邀请校内外名师为新进教师

授课。培训结束后，以论文报告、心得体会、闭

卷考核等形式对其进行综合评分，８５分以上者视
为合格；考核不通过者，组织补考。培训结束时

还进行课堂教学初步考核，要求其完成一个完整

章节的教学设计，并进行教学试讲，组织同行督

导专家５－７名和学生督导３－５名对其进行教学帮
扶，本环节不打分，以帮扶为主。

２开展示范性教学活动。我校每学期均要求
各教研室主任、教学名师开展不少于１８学时的示
范性教学活动，包括名师示范课、示范性教研室

活动等。我们要求新进教师必须参加此类活动，

科教科做好考勤记录，新进教师在参加完示范性

教学活动后应撰写心得，并于期末以沙龙等形式

与教学名师面对面进行教学交流。

３开展教学基本功竞赛。各二级学院每年均
组织近三年新进教师开展教学基本功竞赛，竞赛

参考全国赛的标准，从教学论文、教学设计、现

场教学、教师综合素质测试四方面进行考察，内

容涵盖学科专业知识、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教师职业素养等方面。此外，通过二级

学院的选拔，还培养优秀新进教师参加省级、国

家级教学竞赛。

４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交流活动。管理部门
积极组织和开展 “教研室—二级院系—学校 －本
省—国内”等多层次不同类型的教学交流与研讨

会，采取专题研讨、学术沙龙、主题报告等形式，

鼓励新进教师撰写学术论文，鼓励他们在交流活

动中积极参与讨论、发言。鼓励导师带新进教师

外出参加行业年会、学术会议等，鼓励其发表会

议论文、外出参加培训进修，鼓励其与同行进行

交流合作。通过不同层次的教学交流平台，稳步

提升新进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交流能力。学校将进

修经历作为晋升上一级职称的必要依据，还对在

行业会议上进行交流发言的老师进行奖励。

（三）教学反思能力提升策略

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反思能力是高校教

师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自

己教学前、教学中或教学后的经验或行为加以审

视、分析、批判和调整，并改进自己的教学，以

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进而促进自身专业成长

的过程”［１１］。教学反思是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关乎着教师成长

质量的好坏。

１预设式反思。我们要求教师进行预先设置
式反思，包括上课前的教学准备、教学过程的如

何开展、教学结束后的评价等几方面。要求教师

在课前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做好课堂教学设计，

预演教学活动，预设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

情况；课后则应回忆和思考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

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整个课堂的控制能力，课

堂教学任务是否与教学设计相吻合，是否圆满的

完成了课堂教学任务，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

如何等等。

２提升教学设计水平。教学设计是教师在一
定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基于先进的学习理

论和教学理论，以及恰当的教学技术与方法，根

据专业和课程目标，以解决教学问题、提高教学

效果、实现专业和课程目标为最优化为目的而制

定的指导自身与学生教与学的一种教学规划［１２］。

教学设计水平的高低，关系着课堂教学的成败。

新进教师入职时，在院系组织的封闭式培训中包

含教学设计的内容；初步掌握理论知识后，在导

师带教过程中，要求新进教师结合自身情况进行

部分章节的教学设计，可参考其他同事的教学设

计方案，汲取其经验，但要求有自己的思考的个

性特点；教学设计初步成型后，可在教研室内部

开展试讲，由同事提出意见并进行完善；课堂教

学后，根据授课情况对教学设计进行修改。教学

督导通过抽查、比赛等形式对新进教师的教学设

计水平进行指导。

３做好学情分析和课后反思。新进教师进入
正式课堂后，要求其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主动与

学生沟通教学过程的长处与不足，了解学生的学

习状态和学习需求，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生需求调

整教学设计内容，为下一次授课做好准备。上课

前要与班级进行学情交流，理解学生需求，熟悉

学生知识结构，做好学情分析，选择合适的教学

方法。期末考试后，根据考试情况了解学生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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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及学生

的综合运用能力与创新能力。通过了解和反思学

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方法。

三、讨论

我们对贵阳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２０１７年度１８
名新进教师进行了基于教学学术视野的教学能力

培养，在培养过程中设计教学评分量表，组织督

导组、同行专家、学生代表分别对新进教师的课

堂质量、教学设计、作业试卷批改情况等教学能

力进行打分评价 （满分为１００分）；针对学生、导
师及新进教师分别设计调查问卷对课堂教学质量

和培养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课堂教学质量

评分中，最低分为 ８８，最高分为 ９８，平均分为
（９５５±２５）；教学设计评分中，最高分为９２，最
低分为８１，平均分为 （８７８±３２）；作业试卷批
改评分中，最高分为９５，最低分为８５，平均分为
（９０２±３５）。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认可经培
养合格后上岗的新进教师，满意度为 ９４５％，该
１８名新进教师教学过程零投诉。导师及新进教师
对基于学术视野的教学能力提升方案满意度为

９６３％，认为该培养方式能扎实提升教学水平，转
变传统教学观念，促进教师思考教学过程，利于

师生共同发展。培养过程中，１８名新进教师有１５
名主动利用超星课堂、雨课堂、易班等系统进行

了线上线下融合式的教学方式改革，获得学生好

评；６名新进教师参加教研室慕课、微课的录制；
申报教学改革课题１２项，获得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１项，校级改革项目７项；发表教学改革相关论文
２篇；外出参加学术交流３０余人次，大会发言 ５
人次；选送１名教师参加全国教师教学基本功竞
赛，获得三等奖。

在当前 “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以教学

学术为主题的师资培养对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

师发展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当教师建立了教学

学术价值观，明确了教学活动的目的和教学过程

需要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后，会主动开展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活动，明白教学不仅仅是当好 “教

书匠”，更重要的是学会研究学科专业的教学过

程；自觉接受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优秀成果，并

将其用于指导教学实践；学会关于教与学反思；

注重研究成果的公开和与同行的交流。作为管理

者，在掌握和理解教学学术思想的内涵后，应引

导教师走向通往教学学术的道路，在整个培养过

程中首先为新进教师的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其

次做好整个培养过程的设计；第三要监督整个培

养的环节，适时掌握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及时进行调整。只有通过多方共同合作和努力，

才能最终促进和实现教学过程的创新，达到提升

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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