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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掌握教员教学培训需求是提升培训质量、 促进教学专业发展的前提ꎮ 对 １２ 所军队

院校的 ２８１ 名青年教员进行了问卷调查ꎬ 分析了不同类型教员群体的教学认知和培训需求及其差

异ꎮ 结果显示ꎬ 青年教员普遍比较重视教学ꎬ 新教员存在一定的入职焦虑现象ꎻ 各阶段青年教

员均具有较强的培训需求ꎬ 但对培训效果缺乏信心ꎻ 青年教员总体上更期望培训更为直接的教

学技能ꎬ 但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员也希望提升教育理论水平ꎻ 青年教员认为提升教学能力最有效

的方法是本专业内的优秀教员传帮带ꎬ 希望培训中加强互动和实践ꎻ 不同类型教员对培训内容

的需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ꎮ 基于调查结果ꎬ 提出了开展教学培训的对策ꎬ 包括: 面向各阶段青

年教员提供教学培训服务ꎬ 基于需求差异组织培训ꎬ 注重形成通用教学能力和专业教学能力相

结合的教学培训体系ꎬ 在培训内容上做到教学技能与教育理论并重ꎬ 在培训形式上注重加强互

动和实践ꎬ 通过提升教学培训的专业性促进教学专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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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教员教学能力是军队院校办学育人质量的关

键保证ꎮ 有学者认为ꎬ 高校教师职业生涯的最初

几年奠定了其职业发展的基调ꎬ 之后ꎬ 成功或失

败的长期模式便以极快的速度形成[１]ꎮ 因此ꎬ 为

军队院校师资新生力量的青年教员提供优质的教

学培训服务ꎬ 促进其增强教师职业认同、 提升教

师职业发展主动性、 奠定良好的教育教学理论和

技能基础ꎬ 对于青年教员自身长远发展和院校师

资建设十分重要ꎮ
众多研究实践表明ꎬ 除社会需求、 组织 (院

校) 需求外ꎬ 参训者个人的培训需求是开展培训

工作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ꎬ 甚至是影响培训效果

的决定性因素ꎮ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等强调教师培训项目应

以参训教师为中心ꎬ 满足参训教师的需求[２]ꎻ 余

新提出要把握教师培训管理的七个关键环节ꎬ 其

中第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做好培训需求分析[３]ꎻ 美

国高校的青年教师培训充分尊重教师的意愿ꎬ 尤

其关注对教师多元化需求的个性化满足ꎬ 强调教

师的自主性和自发性[４]ꎻ 谢玲英通过调查认为ꎬ
大量教学培训过分突出了培训工作的管理意愿和

目标导向ꎬ 而未能充分尊重青年教师的内心意愿ꎬ
很大程度上挫伤了青年教师参训的自尊心与积极

性ꎬ 导致参训实效不高[５]ꎮ
因此ꎬ 必须掌握教员教学培训需求ꎬ 据此设

计和提供培训服务ꎬ 才能取得较好的培训效果ꎮ
青年教员对教学的认知如何? 对教学培训有何需

求? 期望的培训内容和形式有哪些? 院校教员的

来源、 学历、 教龄、 职称、 任教学科等日益多样ꎬ
对军队院校而言ꎬ 还存在现役军人教员和文职人

员教员的区别ꎬ 不同类型教员的教学培训需求有

何差异? 为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ꎬ 我们对 １２ 所军

队院校的青年教员的教学培训需求进行了调查分

析ꎬ 并基于调查结果提出了优化培训设计和实施

的对策建议ꎬ 为提升青年教员教学培训质量提供

参考ꎮ

二、 教学培训需求的调查和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分析方式对青年教员教学培训

需求进行研究ꎮ
(一) 问卷设计

设计和使用了 «青年教员教学培训需求调查

问卷»ꎬ 问卷主要包括教员基本情况、 教学认知调

查和培训需求调查三个部分ꎮ 其中ꎬ 教员基本情

况部分主要对教员年龄、 教龄、 职称、 任教学科、
课程类型等进行调查ꎻ 教学认知部分主要对教员

认知中的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 授课技巧来

源、 最大的困惑等进行调查ꎬ 均为多选题ꎬ 采样

数据为字符型ꎻ 培训需求部分主要对期望的培训

内容、 形式和主讲人等进行调查ꎮ 培训内容分为

师德风范、 教育理论、 教学技能三个方面ꎬ 包括

１７ 个具体题项ꎬ 设置 “非常不需要” 至 “非常需

要” ５ 个选项ꎬ 依次记 １ 分至 ５ 分ꎬ 采样数据为数

值型ꎮ 使用 Ａｌｐｈａ 信度系数法对数值型数据进行了

信度检测ꎬ α 系数 (０ ８１７) > ０ ７ꎬ 说明此部分问

卷具有较高的信度ꎬ 能够量化反映教员教学培训

的内容需求ꎮ
(二) 调查数据分析

１ 样本分布

１２ 所军队院校的 ２８１ 名青年教员参与了问卷

调查ꎬ 涵盖不同年龄、 职称、 教龄、 任教学科、
课程类型等ꎬ 样本具体分布如表 １ 所示ꎮ 其中ꎬ ３０
岁以下教员占比 ４５ ９％ ꎬ 按照教师职业发展阶段

划分[６]ꎮ ３１ ８％的教员处于职前期ꎬ ３０ ９％的教员

处于入职期 (教龄 １ － ２ 年)ꎬ ２４ ５％的教员处于能

力构建期 (教龄 ３ － ５ 年)ꎬ １２ ８％ 的教员处于热

心和成长期ꎻ 初、 中级职称教员分占总人数的

４６ ６％ 和 ４２ ４％ ꎮ 样本覆盖面较全ꎬ 符合研究

需要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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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描述指标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 )

性别
男 １６７ ５９ ９

女 １１４ ４０ １

年龄

３０ 岁以下 １２９ ４５ ９

３１ － ３５ 岁 １００ ３５ ６

３６ － ４０ 岁 ４４ １５ ７

４０ 岁以上 ８ ２ ８

教龄

未正式上岗 ８９ ３１ ８

１ － ２ 年 ８７ ３０ ９

３ － ５ 年 ６９ ２４ ５

５ 年以上 ３６ １２ ８

最高学历

本科 ２１ ７ ５

硕士研究生 １８９ ６７ ３

博士研究生 ７１ ２５ ２

职称

初职 １３１ ４６ ６

中职 １１９ ４２ ４

副高职 ３１ １１ ０

人员类型
文职人员 １４７ ５２ ３

现役军人 １３４ ４７ ７

任教学科

理工类 １８１ ６３ ７

文史类 ４６ １６ ２

军事类 ５４ １９ ０

是否参加过

教学培训

是 ９４ ３４ １

否 １８７ ６５ ９

２ 教学认知调查数据分析

( １ ) 教 员 职 业 发 展 目 标ꎮ 绝 大 多 数

(９１ １３％ ) 的青年教员有明确的发展目标ꎬ “教学

科研并重型教员” 是多数青年教员 (６０ ４８％ ) 的

职业追求ꎬ “教学型教员” (１９ ３５％ ) 略高于 “科
研型教员” (１１ ２９％ )ꎬ 另有 ８ ８７％ 的教员选择

“顺其自然发展”ꎮ 可见ꎬ 多数教员认为教学是自

身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ꎬ 希望做好教学工作ꎮ
(２) 教学工作胜任情况ꎮ 教学工作对于青年

教员特别是新任教员颇具挑战ꎬ 存在一定的入职

焦虑现象[７]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超过 ６０％ 的教员感到

“基本能胜任但比较吃力”ꎬ ８ １０％ 的教员感到

“力不从心”ꎬ 自认为 “完全能胜任” 的青年教员

仅占总样本的 ８％ ꎮ 教龄长、 职称高、 参加过培训

的教员自认为胜任情况更好ꎻ 与现役军人相比ꎬ

文职人员的胜任情况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ꎬ 认

为 “完全能胜任” 和 “力不从心” 的比例均略高ꎻ
文史类教员自我感觉能胜任的比例略高于理工类

和军事类教员ꎮ

图 １　 “教学工作胜任情况” 调查情况

(３) 教学中感到的困惑ꎮ 如图 ２ 所示ꎬ 青年

教员的最大困惑为 “如何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５８ ０６％ )ꎮ 多数青年教员对自己的教学发展有信

心ꎬ 并不太担心 “对信息技术等新方法手段掌握

不好” “教学方法陈旧” “学员难以管理”ꎮ 随着教

龄的增长ꎬ 感到 “学员难以管理” 的比例进一步

减小ꎬ 但感到 “教学任务繁重ꎬ 不能深入进行教

学研究” 的比例逐渐增加ꎮ ３ 至 ５ 年教龄的教员感

到 “不能有效提高学员的学习能力” “教学方法陈

旧” 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教龄段的教员ꎮ 理论课

教员各种困惑的比例总体高于实践课教员ꎬ 说明

理论课教员提升教学质量的难度更大ꎮ 理工类课

程教员 “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够明确” 的比例高于

文史类课程教员ꎮ 进一步访谈得知ꎬ 理工类课程

教员在教学与科研孰重孰轻上仍有所犹豫ꎮ

图 ２　 “教学中感到的困惑” 调查情况

(４) 对培训的态度ꎮ ９２ ７４％ 的青年教员认为

培训 “非常有必要”ꎬ 仅有 ７ ２６％的教员认为 “无
所谓” 或 “没必要”ꎮ 可见ꎬ 青年教员对教学培训

有需求也有动力ꎬ 院校应努力提供优质的教学培

训服务ꎬ 充分满足青年教员提升教学能力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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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求ꎮ
(５) 授课技巧的来源ꎮ 总体上ꎬ 青年教员认

为授课技巧主要来自于 “工作实践经验积累”
(５４ ０３％)ꎬ 同时ꎬ“有经验的专家传授” (５１ ６１％)
和 “从书籍、 网络中学习” (４７ ５８％ ) 也是有效

途径ꎮ 这说明多数教员心目中的教学能力提升方

式是自我提升与外部帮助相结合ꎮ 而认为从 “相
关培 训 获 得 ” 的 仅 有 １６ １３％ ꎬ 对 比 前 文 中

９２ ７４％的青年教员认为培训 “非常有必要”ꎬ 可

见ꎬ 青年教员迫切希望通过培训提升教学能力ꎬ
但又对培训没有信心ꎮ 这反映出当前培训并没能

达到教员的预期ꎬ 其质量和效果迫切需要提升ꎬ
培训在教员教学能力发展中的作用亟待加强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不同学科教员习得授课技巧

的途径多种多样ꎮ 文史类课程教员授课技巧的首

要来源是 “从书籍、 网络中学习”ꎬ 理工类教员为

“有经验的专家传授”ꎬ 军事类教员为 “工作实践

经验积累”ꎮ 同时ꎬ 现役军人教员更倾向于 “工作

实践经验积累”ꎬ 而文职人员教员更倾向于 “从书

籍、 网络中学习”ꎮ 这也提示我们应注重区分不同

类型教员ꎬ 提升培训形式的针对性和多样性ꎮ
(６) 提高教学能力的有效方法ꎮ 青年教员认

为提高教学能力最有效的三种方法依次为: “老带

新一帮一” (７５ ８１％ )、 “跟班听课” (７４ １９％ )
和 “专业内优秀教员教学方法分享” (６７ ７４％ )ꎮ
这充分说明专业内优秀教员在新教员教学专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ꎮ 许多院校实行新教员导师制ꎬ
由经验丰富的教授指导新教员ꎬ 并跟班听课ꎬ 特

别是跟听拟承担课程和专业内相近课程ꎬ 是非常

必要和有效的ꎮ
３ 培训需求分析

(１) 期望的培训形式ꎮ 参与调查的青年教员

最期望互动性强的 “交流研讨式” (６２ ６２％ )ꎬ 其

他形式由高到低分别为 “观摩授课” (５１ １３％ )、
“集中讲座式” (３１ ９１％)、 “试讲体验式” (９ ０９％)ꎮ
随着教龄的增长ꎬ 教员对 “集中讲座式” 培训的

期望降低ꎮ
(２) 期望的培训主讲人ꎮ 被调查教员最期望

“专业内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员” (６１ １３％ ) 担任培

训主讲人ꎻ 其次希望主讲人是 “教育领域的专家”
(４８ ２３％ )ꎮ 可见ꎬ 教员最期望与自己课程最贴近

的专业内优秀教员授课ꎬ 能够获得更有针对性的

指导ꎬ 从而更快地提升教学能力ꎮ 同时ꎬ 青年教

员也期望专家授课ꎬ 以得到权威的指导ꎮ 而并不

太期望校内外其他专业的优秀教员主讲ꎬ 认为与

自己的教学差异较大ꎬ 对这些优秀教员的经验是

否适合自己的教学方面存在疑虑ꎮ
(３) 培训内容需求分析ꎮ 青年教员对各项培

训内容的需求情况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青年教员培训内容需求情况

所属模块 培训内容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师德风范

军校教员职业道德规范 ４ ２０ １ １

教员礼仪形象 ４ ２０  ９８４

教员情绪管理及心态

调整
４ ３２  ９０４

４ ２４

教育理论

高等教育新理念 ４ ４２  ８７９

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 ４ ３５  ９３３

军校学员心理发展特点 ４ ４７  ８５４

军校学员学习规律 ４ ３１  ９３７

实验 (实践) 教学理论 ４ ４５  ８１４

教学研究与反思 ４ ５８  ６８８

４ ４３

教学技能

演讲表达技巧 ４ ５４  ７１６

课程文件编制 ４ ３６  ８４２

教学设计 ４ ５８  ７０９

现代教育技术 ４ ３６  ８６０

信息化平台和媒体的

应用
４ ３５  ８８１

学科教学方法与策略 ４ ５５  ７４１

师生沟通技巧 ４ ５１  ７２３

教学诊断与评价 ４ ４１  ７７４

４ ４６

总体上ꎬ 青年教员认为问卷所列培训内容均

很必要ꎬ 需求度普遍较高ꎬ 均值都在 ４ 以上ꎮ 对教

学技能模块的需求度最高 (４ ４６)ꎬ 对师德风范的

需求最低 ( ４ ２４ )ꎬ 对教育理论的需求度居中

(４ ４３)ꎮ 对于具体培训内容ꎬ 需求程度最高的为

教学设计 (４ ５８) 和教学研究与反思 (４ ５８)ꎬ 需

求最低的为军校教员职业道德规范 (４ ２０) 和教

员礼仪形象 (４ ２０)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教员对 “军校学员学习规律”

的培训需求相对较低 (４ ３１)ꎬ 而前文中教员的最

大困惑是 “如何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ꎮ 进一步访

谈得知ꎬ 教员认为如何激发学员学习兴趣是教员

的问题ꎬ 在于教员的教学设计ꎬ 并不完全取决于

学员的学习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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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称教员对培训内容的需求存在差异ꎬ
如表 ３ 所示ꎮ 不同职称教员在对 “高等教育学基

本理论” 和 “实验 (实践) 教学理论” 的需求上

存在显著差异ꎮ 初职教员更加需要ꎬ 中职教员需

求值较低ꎬ 而副高职教员的需求值大幅提高ꎬ 甚

至高于初职教员ꎮ 这反映出ꎬ 初职教员希望掌握

教育教学基本理论ꎬ 中职教员更关注实际而直接

的教学技能ꎬ 而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高级职称教

员随着教学的实践与反思ꎬ 又深刻感到需要从教

育理论出发来解决一些教学问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高级职称教员对所列培训内

容的需求值均高于其他职称教员ꎬ 特别是对 “教
学研究与反思”“教学设计” 和 “实验 (实践) 教

学理论” 的需求值达到了最大值 ５ꎮ 可见ꎬ 与通常

的高级职称教员不再需要培训的认识相反ꎬ 高级

职称教员在具备相当教学经验后更希望接受培训ꎬ
希望进一步提升教育理论水平、 教学研究能力和

教学设计能力ꎮ

表 ３　 不同职称教员需求情况 (差异显著部分)

培训内容 职称 均值 标准差 Ｆ 值 Ｐ 值

高等教育学

基本理论

初职 ４ ４６  ７９９

中职 ４ ０８ １ １４０

副高职 ４ ８０  ４４７

３ ９４５  ００９

教学研究与

反思

初职 ４ ５７  ７０１

中职 ４ ５６  ６７３

副高职 ５ ００  ０００

 ６４９  ５８４

实验 (实践)
教学理论

初职 ４ ５３  ６９６

中职 ４ ２５ １ ００３

副高职 ５ ００  ０００

３ ３２１  ０２０

军人教员与文职人员教员对培训内容的需求

存在差异ꎮ 文职人员总体需求数值大于现役军人ꎬ
在 “教学设计” “信息化平台和媒体的应用” “教
学诊断与评价” 需求上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差异ꎬ 文职人员需求显著高于现役军人ꎮ 文职人

员需求最高的是 “教学设计” “教学研究与反思”ꎬ
而现役军人需求最高的是 “教学研究与反思” “演
讲表达技巧”ꎬ 具体数值如表 ４ 所示ꎮ 进一步访谈

得知ꎬ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文职人员对

军队还不够熟悉ꎬ 希望通过培训进一步了解军队

院校教学和学员的特点ꎮ 而军人教员更希望增强

自己的教学研究能力、 表达能力和与学员的沟通

能力ꎮ

表 ４　 现役军人教员与文职人员教员的培训内容

需求情况 (差异显著和极值部分)

培训内容 身份 均值 标准差 Ｔ 值 Ｐ 值

演讲表达

技巧

现役军人 ４ ４８  ７６

文职人员 ４ ６１  ６６
－ １ ４９７  １３５

教学研究

与反思

现役军人 ４ ４９  ７８

文职人员 ４ ６５  ５８
－ １ ９６３  ０５１

教学设计
现役军人 ４ ４５  ７７

文职人员 ４ ６９  ６２
－ ２ ９４８  ００３

信息化平台和

媒体的应用

现役军人 ４ ２２  ９３

文职人员 ４ ４６  ８１
－ ２ ２１８  ０２７

教学诊断

与评价

现役军人 ４ ３１  ７９

文职人员 ４ ５０  ７４
－ ２ ０７４  ０３９

本研究对学历、 教龄、 任教学科等因素也做

了差异分析ꎬ 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三、 教学培训对策

由调查分析结果可见ꎬ 青年教员普遍具有做

好教学工作的意愿ꎬ 同时对做好教学工作存在一

定程度的焦虑和困惑ꎬ 他们对教学培训并不抵触ꎬ
期望通过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ꎬ 但又对培训质

量和效果缺少信心ꎮ 军队院校应将学校、 学科、
课程教学的需求与教员需求相结合ꎬ 系统设计ꎬ
优化内容和方式ꎬ 努力提供高质量、 专业化的教

学培训服务ꎬ 改变教学培训在教员认知中的低效

印象ꎬ 切实帮助青年教员提升教学能力ꎬ 满足教

员教学专业发展和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需求ꎮ
(一) 教学培训的对象: 面向全员

军队院校教学培训的对象通常以初、 中职青

年教员为主ꎮ 但调查显示ꎬ 高职教员的培训需求

更加强烈ꎬ 对师德风范、 教育理论和教学技能的

培训需求度均高于初、 中职教员ꎬ 对部分培训内

容的需求值甚至达到了最大值ꎮ 因此ꎬ 院校应在

以往重点培训初、 中级职称教员的基础上ꎬ 进一

步重视高级职称教员的教学培训ꎬ 建立覆盖教师

发展全周期的教学培训服务体系ꎬ 在各个阶段为

其提供针对性的教学培训服务ꎬ 促进全体教员保

持教学热情和改革动力ꎮ 要帮助职前期教员打牢

教学能力基础ꎬ 缓解入职焦虑ꎻ 帮助适应期教员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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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教学设计实施能力ꎬ 适应教学工作ꎻ 帮助熟

练期教员形成教学风格ꎬ 提升教学研究能力ꎬ 避

免 “职业倦怠” 和 “职业高原” 现象ꎮ
(二) 教学培训的组织: 基于需求

不同类型、 发展阶段教员的培训需求存在差

异ꎬ 院校应实施分类培训ꎬ 面向不同教员群体设

计针对性的教学培训内容ꎬ 采用针对性的培训组

织形式ꎮ 当然ꎬ 细分多种类型实施培训将会带来

较大的组织上的难度和工作量ꎬ 且教员的需求也

在动态变化ꎮ 因此ꎬ 院校可以适应成人学习特点ꎬ
探索采用 “线上 ＋ 线下” 的自主选修培训模式ꎬ
即依托网络实施理论知识性较强的内容的培训ꎬ
建设优质丰富的教学培训资源池ꎬ 根据教员类型

区分设置必修和选修内容ꎬ 由教员进行线上学习

和考核ꎬ 实现自我导向性学习[８]ꎮ 同时ꎬ 在线下

集中开展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培训项目ꎮ 例如ꎬ 优

秀教学观摩、 研讨、 说课试讲等ꎮ 可建立和实行

教学培训学分制ꎬ 对教员的学习行为进行一定的

约束ꎬ 保证培训质量ꎮ
(三) 教学培训的体系: 通专结合

不同学科、 专业和课程的教学具有不同的特

点ꎬ 青年教员期望得到与自己任教课程更加贴近、
更有针对性的指导ꎬ 以快速有效地提升教学能力ꎮ
因此ꎬ 院校应注重形成通专结合的教学培训体系ꎬ
在进行通用的教学能力培训的同时ꎬ 加强学科教

学能力、 专业教学能力和课程教学能力的培训ꎬ
这些培训可分别由校、 院系、 教研室和课程组各

级组织实施ꎮ 相关研究实践表明ꎬ 教研室和课程

组开展的经常性集体备课、 教学观摩研讨等活动ꎬ
对青年教员快速提升课程教学能力非常有效ꎮ 另

外ꎬ 青年教员普遍认同 “老带新一帮一” 在提高

教学能力中的重要作用ꎮ 院校应坚持落实新教员

甚至是处于熟练期前的教员的教学导师制度ꎬ 指

定专业内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员担任青年教员的教

学导师ꎬ 制定导教计划ꎬ 在教学导师的指导下进

行跟班听课和说课试讲等活动ꎬ 实现一对一个性

化的帮助和指导ꎮ
(四) 教学培训的内容: 理技并重

青年教员对教学技能的需求度高于对教育教

学理论的需求度ꎬ 希望学习教学设计等更加直接

的教学技能ꎬ 以快速提升教学能力ꎮ 因此ꎬ 院校

在教学培训中应注重加强教学技能的比重ꎬ 帮助

教员掌握教学设计、 实施和改革中的一些规律、
方法和技巧ꎮ 但同时ꎬ 也要看到ꎬ 对教育教学理

论的需求呈现马鞍型分布ꎬ 即中职教员需求度低

而初级职称教员和高级职称教员需求度高ꎮ 其中ꎬ
高级职称教员对教育理论的需求度还要高于初职

教员ꎬ 他们在具备了相当的教学实践经验后意识

到教育理论的重要性ꎬ 需要在教育理论中寻找一

些教学改革和实践问题的答案ꎮ 特别是军队院校

教员大多不具备教育学相关专业背景ꎬ 这一点显

得尤为重要ꎮ 因此ꎬ 教育理论培训在各阶段的教

学培训中不可或缺ꎬ 是提升教学培训专业化程度、
实现教员教学发展专业化的必经之路ꎮ

(五) 教学培训的形式: 互动实践

青年教员认为培训对提升教学技巧的作用效

果不明显ꎬ 特别是对师德风范模块的需求度最低ꎬ
单一枯燥的培训形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ꎬ 因此院

校应着力改进培训形式ꎮ 一是改革师德风范的教

育形式ꎮ 改变以往说教为主的模式ꎬ 转而采取更

加灵活更易于接受的方式ꎮ 例如ꎬ 身边的优秀教

员现身说法ꎬ 观看优秀教员事迹纪录片ꎬ 听取学

员感言等ꎬ 通过增强代入感提升培训效果ꎮ 二是

创新混合式培训模式ꎮ 与集中听取理论知识讲座

相比ꎬ 青年教员更期望互动性强的研讨式培训形

式ꎬ 院校可在教学培训中引入线上线下混合式培

训形式ꎬ 即由参训教员在线上自主学习相关理论

知识ꎬ 而在线下以案例分析或研讨形式开展教学ꎬ
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ꎮ 当前许多院校都在力推

混合式教学模式ꎬ 在教学培训中采用混合式培训ꎬ
本身就是一种示范引导ꎮ 三是强化教学设计实践ꎮ
青年教员普遍认为授课技巧来自于工作实践ꎬ 对

教学设计的培训需求最大ꎬ 院校应在培训中加大

教学设计的实践比重ꎮ 近年来ꎬ 教学技能工作坊

(ＩＳＷ) 培训模式受到广泛认可ꎮ 该模式采用基于

小组合作的沉浸式培训方式ꎬ 由参训教员选择教

学内容ꎬ 按照 “导入 － 目标 － 前测 － 参与式学习

－后测 －总结”(ＢＯＰＰＰＳ) 的过程进行一个微型课

(Ｍｉｎｉ￣Ｌｅｓｓｏｎ) 的设计并试讲ꎬ 听取培训师和同组

其他参训教员的点评ꎮ 据此改进这堂微型课ꎬ 并

对他人的微型课进行点评ꎬ 能够帮助参训教员体

验一个教学设计实施评估反思改进的全过程ꎬ 快

速提升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ꎮ 多轮教学培训实践

表明ꎬ 尽管培训前参训教员并不期望 “试讲体验

式” 的培训形式ꎬ 但培训结束后绝大多数参训教

员认为这种形式对于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最为有效ꎮ
总之ꎬ 在引导教员把教学当成一种学术、 把

教学视为一种专业的同时ꎬ 院校自身也应着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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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学培训的专业化程度ꎬ 动态跟踪研究教员的

培训需求变化ꎬ 构建体系化的教学培训制度机制ꎬ
设计专业化的培训内容体系ꎬ 打造专业化的培训

师资队伍ꎬ 提供专业化的培训资源保障ꎬ 通过高

质量的教学培训服务促进广大教员的专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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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三番五次地琢磨修饰一篇杰作ꎬ 而不愿发表他

很容易就能写出来的许多杰作ꎮ” [１４] 高斯以这样的

方式处理重要的科学成果ꎬ 满足了自己对科学美

的完美追求ꎬ 却可能不便于科学成果的高效传播

与后学者的深入学习理解ꎮ 过度追求科学美的高

斯不愿让人看到创新过程中粗陋的 “脚手架”ꎬ 只

得将自己创新过程中探索性的心理活动与思维过

程隐而不记ꎮ 相比之下ꎬ 钱三强不仅作出了独到

的创新ꎬ 而且为科学史教育功能的发挥与科学史

原始资料的保存树立了不朽的丰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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