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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西安交大召开公共基础课程专题教学研讨会 

朱继洲教授赴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的调研 

 

西安交大召开公共基础课程专题教学研讨会 

5 月 25日，25门公共基础课程专题教学会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召开。会议通报了全校

25门公共基础课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研讨了如何加强公共基础课程建设、促进教

师的全面发展。张迈曾书记，王树国校长，教务处、人力资源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及督导

组负责人，各学院教学副院长，公共基础课负责人参加会议。郑庆华校长助理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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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恩教授首先介绍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工作简况，并结合对全校 25门公共基础课

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公共基础课程建设的五点建议：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提高教

学工作地位；培养优秀教师领军人物；实施教师分类管理；优化基层教学组织。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专家成员胡柰赛、王绵森、柯大钢、朱继洲分别汇报了学校工科、医科、理科、文科

公共基础课的组织建设、教学改革、教师发展及课程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并结合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基础课程建设及教师发展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建议学校推动基

础课程基层教学组织形式与机制改革、逐步建立科研与教学岗位的良性流动机制、完善教学

工作的评价与激励体系、加强青年教师培养、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与会人员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提出了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从职称晋升、考核评

聘、教学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工作建议。 

 

赴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的调研 

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朱继洲 教授 
2014 年 5 月 6 日-8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成 2 个调研组，一组赴清华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两校，另一组赴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调研组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副主任，

中心专家组成员，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人文学院，理学院代表共

10 人参加调研。  

调研中，听到了很多深刻的见解，学习到很多促进教学改革的理念，了解到很多有关教

师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怎样实现基层组织的创新？ 

走访四所研究型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高等数学教研室都不存在了，清华大学按数学学科设立教研室或研究所，对新进教

师科研要求很高，必须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科研论文；浙江大学设数学基础课研究中心，

有 100 人，多数属于教学团队岗，是上课的主力，升职称很难；要引进青年教师很困难，再

过 10 年快没有人了。  

——三门电工电子课程都由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承担；  

“去教研室”，使高等学校的教学从过去有组织的交流、研讨和有指导下的集体学术活

动去掉了，变成教师的个人行为。  

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高等教育环境中，教学的学术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直

接影响了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影响公共基础课教师的发展问题？ 

外语和电工、制图、计算机等课程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依托，这两类公共基础课无论

是教师的学历，或是科研方面，都与学校的定位和发展要求有较大差距，这是公共基础课发

展的两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长期以来，公共基础课教师大都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任务，人均 12~14 学时/周，年教

学工作量达 300~400 学时，很多教师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甚至只能单纯做教学工作。这样

的现状导致了如下一些问题： 

——公共基础课教师投入科研的精力和时间不充裕，甚至没有投入，导致科研工作不能

有效开展，或难以取得较好的成绩； 

——由于精力和时间的不够，教学研究工作不能有效进行，或没有对长期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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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 

——科研和教研成果的缺乏影响了公共基础课教师个人发展，教学水平的提升，影响了

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产生了个人职称晋升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清华大学  培育精品课程，培养优秀青年教师 

清华大学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  

在全校范围形成重视教学和课程建设的良好氛围。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得重视教学、投

入教学、研究教学成为大多数教师的自觉行动。 形成学生受益大、示范性强的精品课程体

系。  

截至 2009 年 5 月，清华大学已建成 71 门国家精品课程、86 门北京市精品课程、177

门清华大学精品课程。其中，基础课和平台课的比例占所有精品课的 60%，新兴培育课程的

比例占到 13%。绝大部分都是学校立项支持建设的，充分体现了“播种”与“收获”的联系。 

形成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出一支教学与学术水平兼备，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层次

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每学期培养 10 名 40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教师，每个青年教师由学校

聘请顾问组教授 3 人，全程跟踪听课，提高教学水平与能力，使他们成为教学的中坚力量。 

 

浙江大学保教学的三重激励措施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陆国栋教授 

一、西安交大从 25门公共基础课的改革，关注教师教学的发展，我认为是各高校普遍

遇到的问题。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断层：60后多、70后冒不出来；未来 10年退休人数少，

进不来新人；2024年后退休的人多，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外回来的人可能多，要么把后面

人的指标先拿来用。 

二、浙江大学的教学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有特殊政策，经不

起审计，查起来可以说 100%有问题。目前，职称评审体系中，教学这块无法考核，完全用

科研成果来衡量，这就不像大学，像研究院了，把大学是培养人才的主业丢了。但是，职称

的指标体系又很难改，人才培养质量怎么体现？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浙大本科生院不能得过且过，继续混下去；要营造教学氛围，要有机制，要有一定的

政策，找到平衡点，我们有三层面的激励机制： 

1.课程质量怎么保证？怎么办？发动以学院为主去做，以前上课为了布置作业，作业

为了考试，考试为了分数，分数为了毕业。思政课叫唤教师不够，教师积极性下降，从去年

开始，实行了 E津贴，从学校预算中拨 2000万元。 

为什么叫 E津贴？来由是：教师有 A,B,C岗，D岗是对特殊人才，如千人计划学者、

国家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求是特聘学者的补贴，对教学补贴就叫 E津贴，是杨校长下任前

批准的。E津贴受益面广，跨学院开设基础课，专业的核心课，每门课给 2万元；38门通识

类核心课，按 2000 元/门，这部分去年化了 400万元； 

2013年学校新推每年 2000万元的举些激励 E津贴，坚持优劳优酬、多劳多得、按劳

分配、重实绩、重贡献的原则。2013年中心核算发放的津贴达 800多万元，结转津贴滚动

进入 2014年，逐步激励教师潜心教学。 

2.构筑柔性灵活基层组织，每个专业建立专业基层组织，通识类、大类等课程或若干

课程组合的课程群建立课程基层组织，学院内基层组织的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面。学校每年

按照基层教学组织自行确定的难度工作任务进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估的成绩审定资格、下

一年度工作经费及责任教授名额。基层教学组织每年可获得 3~8 万元不等的工作经费，获得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中首席责任教授还将获得 1.3 万元的教学奖励津贴。学校每年大概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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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运行经费，人均得到 1000元的津贴（打到工资卡里的）。 

3.建立卓越的教学文化，通过完善多层次教学激励机制，激发教师教学工作热情，鼓

励更多教师把精力投入课堂教学。 

设立“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奖金额度为 100万元/人，第一届 2013年获得者 1人，

第二届 2013 年获得者 2 人。评选条件为：①教师担任的课程量大面广，②工作量超过平均

数，③获得广大学生的认可，由上过课的 3,4年级高年级学生，研究生投票。 

“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奖金总额度为 300 万元，2013 年修订评选办法，专门为青

年教师设立，鼓励更多青年教师热心教学。奖金额度是 5万元，或 2万元，如果是 2万元，

就有 150位青年教师获奖。 

最近，我们正在进行 2013 年 7 月—2014 年 6月“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浙江大学

优质教学奖”的评选，评出来后，年底就可以发放。 

我们关注高质量课程的建设，包括提高生均生产实习经费到 1000元/人。探索实验课

程的改革，以实验课倒逼理论课，实习倒逼课堂教学，《中国教育报》将有专门报道。 

4.推进浙江大学办学的国际化 

过去主要是派出去，每年花 100多万元。今后想把老外请进来，我们配助教，全英文

授课，开上 30-50 门课，如果每个学生能听过一门地道的外教上的课，效果就可以了。我们

每年也接待香港来的学生，相互交流，现在每年的经费非常充足。 

 

  

 

 

 

 

 

 

 

 

 

 

 

王树国校长听取汇报后，对在教学岗位辛勤付出的广大教师们表示感谢。他谈到，本次

研讨会的与会成员畅所欲言、踊跃提议，体现了交大人对交大发展的强烈责任心与使命感。

他提出三点希望：一、要进一步发挥学校优秀人才队伍和良好学科基础的优势，凝心聚力、

发挥资源最大效应，解决好学校发展的核心问题；二、进一步明确本科教学在高校事业中的

基础地位，强调基础课教育的中心作用，尽快出台具有较强适应性和操作性、能够调动广大

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好政策；三、坚持立德树人的理念，重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融情于教、

以情育人，真正做好教学这项“良心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