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教师教学发展　创新教师培训模式

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专家工作组

【摘　　要】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把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作为影响和制约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的第五个关键领域；《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在“十二五”计划期间，推

动高校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师的敬业精神、教学理念、教学能力和水平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 直

接的、重要的影响。高等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注重内涵和品质发展。西安

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开展活动以来，以提升学校中青年教师和公共基础课骨干教师教

学能力为重点，更新教学理念，创新的培训模式，努力探索和建立了适合本校特色的教师培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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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年３月

　　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

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国 家 中

长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

育教学质量，大 力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水 平，教 育 部、财

政部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高 等 学 校 本

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本 科 教 学 工

程”，教高［２０１１］６号 文 件）。“本 科 教 学 工 程”在

影响和制约本科人 才 培 养 质 量 的 关 键 领 域、薄 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上，选 择 五 个 方 面 内 容 进 行 重 点

建设，其中第五方面 是：“以 提 高 教 师 教 学 能 力 为

关键，加 强 教 师 培 训 力 度，创 新 教 师 培 训 模 式。”

２０１２年４月，《教 育 部 关 于 全 面 提 高 高 等 教 育 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 高［２０１２］４号 文 件）的 第 二 十

七条提出：“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推动

高校普遍建立教师 教 学 发 展 中 心，重 点 建 设 一 批

国家级教师教学发 展 示 范 中 心，有 计 划 地 开 展 教

师培训，教学咨询等，提升中青年教师专业水平和

教学能力”。

在“十二五”计 划 开 局 之 年，为 什 么 把 教 师 教

学能力的提升作为影响和制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的关键领 域 之 一？ 为 什 么 要 在“十 二 五”计 划 期

间，推动高校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谢友柏教 授

在《回归教学，责无旁贷———亲历我国高等工程教

育５０年》一 文 中［１］，曾 经 指 出：“认 真 回 顾 和 总 结

５０年来高等工程教育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最重

要的经验，就是要坚持教学中心、育人第一…包括

工程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必须排除干扰，回归教

学、回归育人，对此，教育主管部门责无旁贷，高校

领导和教职员工责无旁贷”。重提“回归教学”，是

有其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高等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树立科学 的

高等教育发展观，注重内涵和品质发展，把提高高

等教育质 量 贯 穿 在 人 才 培 养、科 学 研 究、社 会 服

务、文化传承创新工作中。大学的本质是育人，教

学是大学育人主要 的 途 径，大 学 本 质 的 实 现 需 要

教学；需要切实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满足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对 高 素 质 复 合 型、创 新 型 人 才 培

养的需求。教师的敬业精神、教学理念、教学能力

和水平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但是，要看到当前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特 点

是：① 中青年教师占教 师 队 伍８０～８５％以 上，且

多数为具 有 高 学 历 的 博 士 副 教 授、博 士 讲 师；②
多数青年教师有科研经历和 成 绩（参 与 或 主 持 过

科研课题，发表过高 水 平 论 文），从 事 教 学 的 经 历

或经验不足，而很多 青 年 教 师 又 自 认 为 只 要 是 自

己学过的课程，都能讲授；有的年青教师没有经历

过辅导、习题课、答 疑、带 实 验 等 教 学 基 本 环 节 锻

炼，不知道教学 大 纲、教 学 进 度 表 的 作 用，就 走 上

了讲台；③ 高等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机制偏重

科研、轻教学。衡 量 教 师 水 平 的 指 标 是 看 科 研 能

力、承担的课题、发 表 论 文 的 级 别，争 取 到 多 少 科

研经费，在ＳＣＩ上 发 表 多 少 篇 论 文，而 不 是 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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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水平如何；评职称时，论文、科研项目是硬

指标，教学是软指标。教学效果再差，论文够数就

行；教 学 效 果 再 好，论 文 不 够，职 称、待 遇 都 成 问

题。

大学教师因其科研任务过重，压力过大，为了

腾出时间和精力搞 科 研，不 得 不 减 少 对 教 学 工 作

的投入，导致 教 师 不 能 安 心 教 学。高 等 学 校 的 教

学法活动，在 计 划 经 济 时 代，因 计 入 教 师 的 工 作

量，还有所开展；而 近 年 来，高 校 中 似 乎 科 研 成 了

头等重要的任务了，学 校 的 科 研 处 扩 大 为 科 学 研

究院，原来的教研室都改组为研究所（数理化基础

课、“两课”除外），原来的教 学 小 组 拆 散 后 改 建 为

科研团队，教学完全变成了教师的个体行为，教学

中遇到了问题得不 到 帮 助，教 学 理 念 的 更 新 和 教

学方法的改革不受重视；除了少数师范院校，大多

数高等学校都没有教师教学培训机构。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 工 作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中 指 出：

要全面把握《教育部关于全 面 提 高 高 等 教 育 质 量

的若干意见》主要精神，必须按照“师德为先、教学

为要、科研为基”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关键在教师。高等教育的内涵

提升，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教师教学发展工作。

一、回归教学，致力于教师教学发展

为落实胡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 精 神 和 教 育 部 指 示，西 安 交

通大学于２０１１年７月 成 立 了“教 师 教 学 发 展 中

心”（以下简称“中 心”）。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开 展 活

动以来，共 进 行 了４次 集 中 培 训，３次 座 谈 会，１２
次专题教学研讨会 和３次 专 家 报 告 会，参 加 人 数

共达１２００多 人 次。其 中 反 映 收 获 很 大 和 收 获 大

的人次比例占９０％以上。在这期间，“中心”编发

了《中 心 简 报》２０期，印 发 了 研 讨 会 资 料３种，在

《西安交大报》刊发专版２次、开辟了“教师教学发

展论坛”，接受《中国科学报》、《中国 教 育 报》专 访

２次，在《中 国 大 学 教 学》期 刊 发 表 了“资 讯”。我

们以提升学校中青年教师和公共基础课骨干教师

教学能力为重 点，更 新 教 学 理 念，创 新 培 训 模 式，

努力探索和完善适合本校特色的教师培训机制。

１．强化教学质量内涵建设，提高教师教学艺

术水平。

当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教学改革的主 攻

方向，这就要求广大 教 师 要 站 在 培 养 高 素 质 创 新

型人才的高 度 进 行 课 堂 教 学。在 某 种 程 度 上 讲，

教师这个职业比演员更具有挑战性，因为编剧、导

演、演员分工是明确的，而教师则是集“编、导、演”

于一身，教师要讲好一门课，必须先把教材改编成

教案，进行再创造，这 个 过 程 是“编”；讲 课 则 是 在

讲台上“自导自演”，要 讲 得 精 彩、演 得 生 动，才 能

吸引学生聚精会神地听。

教学是一 门 艺 术，不 是 简 单 的 照 本 宣 科。教

师在讲台上的一举 一 动 都 会 和 学 生 产 生 交 流，从

这个角度讲，教师的“演员”角色显得更重要，他需

要通过自己的“表演”，最真 实 地 向 学 生 展 示 自 己

对课程知识的理解，让 学 生 在 接 受 知 识 的 同 时 培

养自主学习能 力、培 养 思 维 能 力。以 上 这 些 都 是

促进教师理念 更 新 的 问 题，非 常 重 要。为 此，“中

心”连续 举 办 了：“如 何 通 过 知 识 的 传 授，提 高 能

力、培养素质”，“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如何进行课堂教学设计”，以及“中西方教学理念

从碰撞到融 合———培 养 主 动 精 神、创 新 意 识 和 应

用能力”等专题研讨会。

２．开设 新 任 教 师 培 训 班、研 究 生 助 教 培 训

班。

在开展新任教师培训、研究生助教培训的 工

作中，“中心”强调一流的研 究 型 大 学 需 要 一 流 的

教师，教师要对第一课堂的教学负责，培训班采取

的帮扶方式是：第一 阶 段 邀 请 各 级 教 学 名 师 或 资

深专家作报告，为新 教 师 树 立 做 一 名 优 秀 教 师 的

目标；第二阶段，以 多 对 一 的 帮 教 方 式，要 求 每 位

新任教师试讲３０分 钟，邀 请３～５位 资 深 同 行 教

授担当专家，进行点评，着重对新任教师试讲的教

学方法、内容设计、语言表达能力等多方面提出具

体意见和改进措施。与新教师共同切磋与探讨试

讲中教学内容 的 把 握、教 学 方 式 存 在 的 问 题。每

次培训活动中，所有新任教师不仅精心准备，认真

聆听，而且坚持旁听 本 小 组 其 他 新 任 教 师 的 试 讲

与点评内容，取 长 补 短、精 益 求 精，逐 步 提 升 自 己

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３．研讨教 学 模 式 与 方 法、教 学 策 略 与 技 巧，

促进教学能力的提高。

“中心”认为，教 师 的 教 学 能 力 增 强 才 能 驾 驭

课堂的教学秩序，推动第一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中心”根据教师需求组织了一系列教学模式与方

法、教学策略与技巧方面的研讨会，对教师进行教

育理论培训和专业 帮 助，提 高 了 他 们 在 课 堂 教 学

中驾驭教学 秩 序 和 灵 活 应 对 的 综 合 能 力。例 如：

组织了“如何在课堂教学中的进行教学互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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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强教师教学基本功训练”、“在 医 学 教 学 中 进

行ＰＢＬ教学”以 及“如 何 提 高ＰＰＴ的 教 学 效 果”

等专题研讨会。

当前高等学校课堂教学中，使用ＰＰＴ十分普

遍，但是，实际课堂教学效果并不佳。“中心”在３
月份举办了“如何提高ＰＰＴ教学效果”研讨会，由

于报名人数超 出 预 期，在 东、西 校 区 分３次 进 行，

总共有１４０位 老 师 参 加。回 收 到１０９份 有 效 问

卷，参加 者 中 有６位 教 授，２２位 副 教 授，５９位 讲

师。据统计，在１０９位教师的课程教学中，必须使

用ＰＰＴ的有４３人，经常使用的有４８人，合计９１
人，占８３．５％，一 般 使 用 ＰＰＴ 的１３人。参 加

ＰＰＴ研 讨 会 后，大 家 赞 同 讲 课 要 以“教 师 为 主，

ＰＰＴ为辅，结合板书”，是否使 用ＰＰＴ的 原 则 是，

“必须从学生角度考虑”。参加ＰＰＴ研讨会后，认

为印象深刻、最有启 发 的 主 题 是：“报 告 人 提 出 什

么是好的ＰＰＴ，高质量ＰＰＴ的定义应该是有吸引

力、有表现力、个 性 化”；报 告 对 部 分ＰＰＴ课 件 制

作效果的点评，对于好的与差的ＰＰＴ案例（课件）

做的分析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

４．“中心”与学院结合，开展教学理念与教学

方法创新研讨会。

教师教 学 发 展 中 心 与 人 文 学 院 联 合 举 办 了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与 方 法 创 新 研 讨 会”，

与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了“教 师 教 学 能 力 提 升 专

题系列报告会”，积极鼓励学校在全国具有优势的

课程（如大学数学），特色专业（如核工程与核技术

专业），为兄弟高校 培 训 师 资，培 养 一 批 能 运 用 先

进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

二、回归教学，传承传统，创新教学文化

在每次研讨会后，所收集到的调查问卷中，很

多教师向“中心”提出了建议：

（１）多安排些名师讲座；多安排些研讨会，帮

助新教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２）我们都有提高教学效果和自身能力的良

好愿望；急需一些与自身具体相关的帮助；平时这

些都是从老教师处 获 得，希 望 中 心 能 发 展 一 些 更

细化，针对专业的培训。

（３）希望 中 心 多 着 重 教 学 法 的 研 究；希 望 中

心多邀请教学效果 好 的 老 师 进 行 讲 课 示 范，介 绍

授课技巧和经验。

（４）希望中心对新教师多些传统教学和多媒

体教学的培训，多提供交流讨论的机会；要发挥教

师主动性，提倡把教学视为艺术，多开展示范及培

训。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经验，重视 教

师教学发展工作、开展教学培训以来，我们的体会

是：回归教学、回归育人，必须明确“中心”的定位；

建立良好 的 运 行 机 制，唤 醒 教 师 的 自 觉 性、责 任

感，接受教学观念的更新，提高能力和教学水平。

１．挖掘优秀传统，传承教学文化。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探索建立适合本校 实

际的教师教学发展 中 心 运 行 机 制，必 须 挖 掘 本 校

优秀传统，传承教学文化。“起点高，基础厚，要求

严，重实践”的老交大传统百余年来孕育了许多著

名的专家 学 者，培 养 了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杰 出 人 才。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 发 扬 这 些 优 良 传 统，发 掘 和 弘

扬交大先 进 的 育 人 理 念、教 学 思 想 和 教 学 方 法，

“中心”在２０１２年４月 校 庆 活 动 中 组 织 由 退 休 老

领导和资深老教授与现任院、系领导参加的“话传

统，谈质量”座谈会，畅谈老交大传统，研讨这些传

统对当前 培 养 高 素 质 创 新 型 人 才 的 现 实 指 导 意

义；“中心”组织了我国电机 工 业 奠 基 人 钟 兆 琳 先

生的教育思想研讨 会，通 过 追 忆 钟 先 生 爱 国 爱 校

的情怀、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以及启迪思维、培养

能力的育 人 理 念 和 教 学 方 法，使 大 家 深 受 教 育。

“中心”还组织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 我 校“大 学 数

学”、“热工基础课”与“生理学”三个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的成长、发 展 经 验 报 告 会。这 三 支 优 秀 团

队都是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以 来 就 形 成 的，历 经 半

个世纪的代代 相 传，经 久 不 衰。他 们 传 承 优 良 传

统，重视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相长的经验与体会，

对当今年青教学团 队 的 建 设、青 年 教 师 的 培 养 有

着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２．联合校内教育教学研究的优质资源。

要使 组 织 的 各 种 研 讨 活 动 有 一 定 的“上 座

率”，能吸引教师们 腾 出 时 间 自 愿 来 参 加，首 先 是

内容要丰富多彩，有吸引力和号召力，这就必须注

意联合校内教育教学研究的 优 质 资 源，“中 心”注

意充分发动各级教 学 名 师 奖 获 得 者，历 届 授 课 竞

赛获奖者，来自海外 关 心 中 外 比 较 教 育 的 千 人 计

划学者，长期从事高 等 教 育 研 究 与 改 革 的 高 等 教

育研究所教授，离退休的校领导和资深教授，探索

新的培养全面合格医学人才的ＰＢＬ（以问题为基

础的教学模式）工作组，校内外的名师名家等的积

极支持，由于他 们 熟 悉 校 史、校 情，比 之 于 专 职 培

训师的规范式培训，对传播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

帮助教师提高施教 能 力，推 广 教 学 改 革 的 实 践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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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３．精心策 划 组 织，重 视 总 结 宣 传，营 造 教 学

文化。

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成立之初，学 校

聘请 国 家 级 教 学 名 师 获 得 者 担 任 主 任，任 命 了３
位兼职的副主任，但只批准３个专职编制（１位主

管，２位文员）；这样情况下，“中心”聘请了５位资

深退休教授成立专 家 工 作 组，他 们 分 别 来 自 学 校

理、工、医、人文各学院，又都担任过校、处级干部，

熟悉学校的学科建设、院系的历史变迁、人事的升

迁更迭，“中心”依靠着这样一批专家，总结借鉴了

国内外多所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工作

的成功经验，探索建 立 适 合 本 校 实 际 的 教 师 教 学

发展中心运行机制，精心策划开展教师培训、教学

改革、研究交流、质 量 评 估、咨 询 服 务 等 各 项 培 训

活动，认真选定研讨会主题和主讲人；做到了事先

对主讲人报告 初 稿 的 审 读、讨 论，提 出 修 改 意 见，

确保每次研讨 会、报 告 会 能 取 得 较 好 的 效 果。满

足本校教师个性化、专 业 化 发 展 和 人 才 培 养 特 色

的需要，营造重视和研究教学的氛围，建设有学校

特色的教学文化。

培训活动充 分 利 用 了 教 师 现 有 的 成 功 经 验，

而教师通过研讨活动后的经验分享又搭建了教师

间学习交流的平台；“中心”既 注 意 展 示 优 质 教 学

的方式，让成功的名师上示范课，又重视开放教师

间平等的学习与交 流，为 教 师 的 深 入 反 思 提 供 了

理论和实践上的启迪。“中心”充分重视网络与媒

体的作用，及时 建 设 界 面 友 好、栏 目 丰 富、信 息 发

布迅速、能反馈互动交流的“中心网页”，充分利用

学校各种媒体如“新闻网”、闭 路 电 视、《西 安 交 大

报》、东西校区宣传栏、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等，为

教师教学的发展、为回归教学造声势，为创新教师

培训机制造舆论。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西安交 通

大学重视将教师教学发展工作当作一项系统性工

程来抓，创新 了 教 师 的 培 训 模 式。这 一 举 措 无 疑

是及时的、必须的、有效的，可以说顺应了形势，引

领了学校的发展，起到了传承优良传统、营造教学

文化的作用。教 学 文 化 是 一 种 力 量，教 学 文 化 是

一种影响，教学文化是一种情怀。所以，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的成立，是 构 建 现 代 大 学 教 学 制 度 的 需

要，是为了满足教师教学发展的需要，更是提高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

（执笔：朱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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