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２０１４年度“青年基金”项目“工程认证背景下ＣＤＩＯ模式的‘本土化’策略研究”（１４ＹＪＣ８８００２０）和教育部２０１４年

度“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专项”项目“工科教师教学学术评价模型构建及其强化策略研究（１４ＪＤＧＣ００８）资助。

工程专业认证背景下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

胡 文 龙

【摘　　要】　组织和实施工程专业认证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与新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教学技能与教学文化方面。由于预期学习结果是工程认证的灵魂，工科教师需要掌握行为目标撰写理 论

与技术、组织与实现教学目标的方法以及评价学习结果的手段。另一方面，工程认证及其所倡导的结果导 向

的教育模式会引导教学文化发展变化。具体地讲，教师在观念上，要实现由“教学投入至上”转向“教学结果至

上”、由“随意型教学”转向“规范型教学”、由“单干型教学”转向“团队型 教 学”和 由“放 任 型 教 学”转 向“持 续 改

进型教学”。引领教师克服技能与文化变化所造成的障碍，是当前工科教师教学发展中的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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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 教 师 教 学 发 展 是 教 师 不 断 更 新 教 学 理

论、充实教学知识、提升教学能力和培养教师职业

态度的过程。教师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既是“本

科教学工程”的五大建设内容之一，也是决定新一

轮“质量工程”建设水准的关键因素。

２０１３年，我 国 成 为“华 盛 顿 协 议”预 备 成 员

国，这是中国工程教育界的大事，必将对工程教育

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工程认证协会制

订了与国际标准紧密对接的认证标准，并陆续在

机械、计算机、化工与制药、电气信息等１４个专业

类开展了认证工作。另一方面，产生并发展于美

国和欧洲的工程认证具有特殊的思路与逻辑，它

与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有不同的文化取向。后者的

焦点是师资和硬件等教育资源投入；认证重点关

注的是教育产出，即受教育者在知识、能力和价值

观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这需要管理者和工科教师

切实转变理念，并提高教学水平和专业技能。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通用部分）》对教师

教学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主要体现在第六点

“师资队 伍”方 面。例 如，《通 用 标 准》“６．３部 分”

明确指出：“教师应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科

教 学 和 学 生 指 导 中，并 积 极 参 与 教 学 研 究 与 改

革”。《通用 标 准》“６．４部 分”则 指 出：“教 师 必 须

明确他们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责任，不断改

进工作，满足培养目标要求。”所以，有必要梳理一

下工程认证基本理念、思路与操作及其对教师提

出的要求，以此来反思工科教师教学发展存在的

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预期学习结果：工程专业认证的灵魂

按照 台 湾 中 华 工 程 教 育 学 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ＥＥＴ）的 定 义：

工程认证是一项非政府、同侪间的审查机制，主旨

为以学生学习结果为导向，确保系所的教育品质，

亦即其 培 养 学 生 的 成 果。系 所 自 愿 参 与 审 查 工

作，佐证其持续满足ＩＥＥＴ认证规范要求。预 期

学习结果（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Ｌｏｓ）是

工程认证的灵魂，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工程认证标

准之中。不深度理解学习结果在认证中的重要地

位，很难有效组织与实施工程认证。

（一）工程 认 证 旨 在 实 现 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 等

质实效性。

实现预期学习结果等质实效，是工程 认 证 的

主旨。“华盛顿协议”规定了工科毕业生１２点独

立的、可 评 估 的 毕 业 生 品 质（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ｔｔｒｉｂ－

ｕｔｅｓ）：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开

发、调查研究、现代工具应用、工程师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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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持续性、职业道德、独立工作与团队工作、沟

通与交流、项目管理与财务和终身学习。“华盛顿

协议”规定的１２点毕业生品质，旨在帮助签约成

员国和临时成员国制定出一套以学习结果为导向

的认证标准。它们反映了可接受的最低标准，普

遍适用于所有类型高校。

“欧洲认证 工 程 师 计 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
ｔ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Ｒ－ＡＣＥ）旨 在 建 立

统一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制定了学习结果导向

的认证标准。ＥＵＲ－ＡＣＥ认证 标 准 规 定 了 本 科

毕业生应具备的６方面基本要求：数学、科学与工

程基础知识方面；工程分析方面；工程设计方面；

调查研究方面；工程实践方面；可迁移技能方面。

它也是以毕业生学习结果的达成度来作为认证根

据的。

申请工程认证，构建与“华盛顿协议”规定的

“等质实效性”，核心工作是要在工程教育实践及

工程认证自评报告引入“学习结果”的概念，将其

贯彻到教育各环节中去，并能够提供学习结果实

现过程、实现程度及持续改进的证据。

（二）工程 认 证 难 点 是 举 证 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

实现过程及实现程度。

美国ＡＢＥＴ强 调 认 证 是“证 据 文 化”。美 国

高等 教 育 认 证 理 事 会（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Ａ）将“证据”定义为

“最适用于认 证 的 学 习 结 果 的 信 息”。基 于ＩＬｏｓ
的举证，一是“设计举证”，要求认证对象能够举证

如何把ＩＬｏｓ贯彻到工程教育课程计划设置、教学

方法和评价手段选择等环节去；另一个是“评价认

证”，要求认证对象通过收集所需资料与数据，恰

当使用直接或间接、量化与非量化的手段，检测毕

业生预 期 学 习 结 果 达 成 度。对 这 两 个 过 程 的 举

证，是实现工程认证的关键环节。

（三）工程 认 证 前 提 是 要 实 现 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可操作化。

从国外工程认证以及国外高校推进基于学习

结果工程教育模式（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ＯＢＥ）的经验来看，

撰写清晰的、可观察的和可测评的学习目标，这是

组织开展工程认证基石。清晰的教学目标是教学

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

学评 价 手 段 的 根 据，模 糊 的 则 起 不 到 应 有 作 用。

例如，某单 元 教 学 目 标 为“培 养 学 生 团 队 工 作 能

力”。这类教学目标指向个体内部心理状态，模糊

不清，难以捉摸。既不能启发教师选择适宜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法，也不能指导教师评价学生学习

结果，自然无法进行举证。如果教师这样撰写教

学目标：“学生能够制定团队目标，进行有效地分

工与协作，并能够分析团队的强项与弱点”。这类

教学目标既体现了学生中心，也具备可操作性。

事实上，各国工程认证协会所规定的 毕 业 生

要求内容都较为笼统和空泛，这是由认证工作本

身性质所决定。工程认证要求只规定了不同类型

高校工科专业办学的最低要求，认证机构不可能

规定细化的、明确的毕业生要求。它要求各认证

专业根据自身定位对认证标准重新解读，在达到

认证要求基础上办出特色与个性。所以，认证工

作的第一步，必须根据办学定位与专业特色，把认

证标准中的毕业生要求转化了可操作的预期学习

结果。

二、工科教师 教 学 发 展 新 挑 战：技 能 层 面 与

文化层面

（一）技能层面。

１．掌握“预期学习结果”撰写技术。

“预期学习结果”是多层次教育目标的统称，

包括毕业生要求、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培养标准和

课程教学目标等。对于教师而言，首先是指教学

目标。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第一要素”，它对

落实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内容、明

确教学方向、选择教学方法和安排教学过程等起

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教师教学目标设计，要改变

内容 空 泛、表 述 模 糊、定 位 不 当 和 彼 此 孤 立 等 问

题。教学目标不仅要明确“教什么”，还要指明“教

到什么程度”，这样才具备可操作性。

“行为目标”撰写理论与技术提供了借鉴。它

源自于行为主义心理学，主张要克服教学目标的

含糊性，必须把目标撰写由陈述内在心理变化改

为陈述学生行为变化。即是说，不能陈述学生“知

道什么、理解什么”，而应陈述通过教学之后，学生

“会说什么”和“会做什么”，而这些是可观察和可

测量的。１９６２年 心 理 学 家 马 杰（Ｒ．Ｆ．Ｍａｇｅｒ）提

出，为了克服传统教学目标的含糊性，必须取消用

描述内部心理状态的术语来陈述目标的方法，代

之以用描述行为的术语来陈述目标。马杰提出，

一个陈述得好的行为目标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

要说明通过教学后学生能做什么，即表述行为；二

是要规定学生的行为产生的条件，即表述条件；三

是规定符合要求的作业的标准，即表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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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学者则根据国内外研究成 果，提 出

了教学目标撰写的“ＡＢＣＤ法”。即认为教学目标

撰写应包括四个因素：主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行为（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条 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和 程 度（Ｄｅｇｒｅｅ）。其

编写的步骤是：首先以行为动词开始，描述由学生

完成的动作或活动；在行为动词后面接着描述学

习课题的内容；如果目标需要达到一定的量值，则

可在可测量的项目内容下加上所要达到的最低标

准；作为学生必须达到和为了建立评分的条件，要

加上进行学习的条件和所要达到的行为标准。当

然，并非所有教学目标都要包括四点。

在确定行为动词以及掌握程度过程 中，美 国

当代著名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

类理论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被国外工程教育同

行广泛接受和应用。当然，他的目标分类理论后

来被安德森等人发展。布鲁姆将教学目标分为认

知领域、动作技能领域和情感领域，认为每个领域

教学目标是具有层次结构的。例如，认知目标由

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六个层级，每

个级别可选用不同的表达用词。如果学习效果定

在“理解”这 一 级，学 生 行 为 表 现 可 能 为“澄 清”、

“辩护”、“讨论”、“区别”、“解释”、“表达”、“延伸”

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撰写行为目标

和确定学生掌握程度提供了“工具箱”，是工科教

师急需学习和掌握的理论之一。事实上，这也是

美国高校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２．组织好预期学习结果。

（１）顶层 设 计 分 层 次 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 传 递。

从预期学习结果的表现层次来看，预期学习结果

具 有 专 业 层 面 的（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ＰＯｓ）、课 程 层 面 的（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Ｏｓ）和 课 堂 层 面 的（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ＬＯｓ）。教师在设

立课堂或单元教学目标时，要以专业层面和课程

层面的预期学习结果为导向，使制订出来的课堂

教学目标与这些预期学习结果形成有机整体。即

是说，要顶层设计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 传 递（Ｄｅｌｉｖｅｒ－

ｙ），在明确所 授 予 课 程 预 期 学 习 结 果（ＣＯｓ）对 于

专业预期学 习 结 果（ＰＯｓ）贡 献 程 度 的 同 时，还 要

明确所授课程及所授课时或单元对整体预期学习

结果的贡献程度。即：通过科学地组织，把专业层

面的预期学习结果有机地分解到每门课和每节课

之中（见表１）。

（２）顶层设计特定预期学习结果的分层次实

现。从预期学习结果的内在层次来看，某预期学

习结果的实现非一蹴而就。此处所指的层次性，

并非指整体预期学习结果的层次化，而是指某一

特定预期学习结果本身的层次性。布卢姆和加涅

等教育心理学家对教学目标的分类都是具有累积

性和层次性的，表现为每一层次的行为或操作包

含了较低层次的行为和操作。例如：加涅认为“智

慧技能”包括四个亚类：即辨别、概念、规则和高级

规则。布鲁姆认为“认知领域”目标分为六类：知

道、理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见表２）。

表１　每门课程与专业培养目标的匹配矩阵表格

ＰＯ１ ＰＯ２ ＰＯ３ Ｐ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１　 １　 ２
Ｃｏｕｒｓｅ２　 ３
Ｃｏｕｒｓｅ３　 ２　 １
Ｃｏｕｒｓｅｎ　 ２　 ３

　注：１＝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ｌｙ

表２ 教学单元与某门课程预期学习

结果的匹配矩阵

ＣＯ１ ＣＯ２ ＣＯ３ ＣＯｎ

Ｕｎｉｔ１
Ｕｎｉｔ２
Ｕｎｉｔ３
Ｕｎｉｔｎ

　　教学目标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高级学习

以低级学习为基础，体现了学习的一般规律。这

就意味着，对于某种预期学习结果而言，例如“团

队能力”（见表３），要安排其在不同教学单元和不

同课程中进行渐进式培养，这样能够促进学生某

种能力获得螺旋式发展。同时，还要统整预期学

习结果横向之间的关联，建立学生知识点和关键

能力的总体把握。因此，如何合理安排某特定预

表３ 预期学习结果的分层次实现

团队能力 课程１ 课程２ 课程３ 课程ｎ

层次１ 
层次２  
层次３ 
层次４

期学习结果在课程计划及在一门课中的位置，最

终形成“横向贯通、纵向递进”的螺旋式上升逻辑

安排，是需要系主任及任课教师认真统筹与思考

的问题。

３．实现与评价预期学习结果。

（１）实现 预 期 学 习 结 果。在 国 外 ＯＢＥ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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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实践中，特别重视“教学方法”和“教学评

价手段”与预期学习结果类型保持一致性。对于

行为目标来说，其中的动词对教学方法和教学策

略选择具有提示作用。下表４是安德森修订的布

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框架。修订后，丰富了“知识维

度”的四种水平：陈述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

知识和反省认知知识。例如，如果某节课的预期

学习结果为辨别知识点之间的区别，那么在下表

４中，它处于“陈述 性 知 识”（知 识 类 型）与“理 解”

（掌握层级）的交叉点上。为实现此目标，教学中

就应该尽量创造各种机会和条件让学习者练习辨

别的技能，而不应要求学生去背定义等；相似地，

如果某节课的预期学习结果为“运用勾股定理计

算直角三角形面积”，那么在下表４中，它处于“程

序性知识”（知识类型）与“应用”（掌握层级）的交

叉点上。教师就要给学生提供练习或操作公式的

机会。

表４ 预期学习结果的分层次实现

知识类型
掌握等级

知道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反省认知知识

　　（２）学习结果评价。学习结果评价是衡量教

育效果、实现高等教育问责和组织工程认证的重

点环节。关于评价方法的分类，国外一种较为流

行 的 分 类 是 将 其 分 为 直 接 评 价（Ｄｉｒｅ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和间接评价（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这种分

类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情调查以及美国工科高

校的学生评估之中。具体而言，直接评价提供直

接关于学生知识、能力和态度发展水平的证据，而

不是知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到的学习结果或次级的 学

习证据。具有方法有：作业、测 验、量 表、设 计、论

文、档案袋、答辩等；间接评价是次级评价，是知觉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到的学习结果，它不能直 接、真 实 地

反映学生的学业水平。例如：数学测验可以直接

考察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程度，而用人单位或学

生本人对掌握数学知识水平的评价则属于“知觉

性的”，是间接性评价。经常使用的自评问卷、雇

主问卷等就属于这类。

另外一个分类维度是根据学习结果 的 层 次，

形成课堂层面学习结果评价、课程层面学习结果

评价和专业层面学习结果评价。两者相互交叉形

成了二维矩阵。在实践操作中，课堂层面和课程

场面的学习结果评价多采用的是“直接性评价方

法”，而专业层面学习结果评价则多采用“间接性

评价方法”。例如：毕业生追踪调查、校友满意度

调查和用人单位调查等。

４．能够开发评价量规。

评价量规（Ｒｕｂｒｉｃ）是帮助教学和评价的有力

工具，是连接教学与评价的桥梁之一。由于传统

纸笔测验在评价学生能力、策略、情感和态度等时

无能为力，要使用调查报告、作品展示、观察心得

等多元化评价方法去收集信息。量规（Ｒｕｂｒｉｃ）应

运而出，它适用于对定性评价方法所得来的数据

进行处理，其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得到国内外教育

界认可。

如表５所示，量规一般是二维表格。包括：一

是评价内容，例如工程推理能力、工程伦理等。二

是测量等级，以说明学生任务完成处于什么水平，

并要详细说明每一等级完成水平的详细特征。三

是评价主体，有的是单一主体，有的是复合主体，

可根据情况来确定。

评价量规是促进教学、评价和学生发 展 三 者

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因为，量规给出了清晰的预

期学习结果，以及评价预期学习结果等级的标准

和细则。学生通过阅读量规，可以理解其学习结

果将如何被评价，从而激励主体性和责任心来完

成学习任务；同时，量规给学生提供的反馈信息，

有利于自我调整、自我监测和自我改进。同时，教

师在开发量规的过程中，会不断思考改善教学策

略以提高学生表现等级与水平。

表５ 量规的一般结构

优秀４ 良好３ 一般２ 需努力１

等级特

征描述

（反 映 任 务

完成最好时

的 行 为 特

征）

（反 映 行 为

完成较好时

的 行 为 特

征）

（反 映 任 务

完成一般时

的 行 为 特

征）

（反 映 任 务

完成较差时

的 行 为 特

征）

能力１
能力２
能力ｎ

　　量规既可以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也可由教师

在参照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基础上自行开发。在

工程教育普遍重视培养能力的背景下，开发科学

性且简便易用的各类能力量规，是教育者应具有

的基本功。

（二）文化层面。

工程认证对于高校教师的挑战，不仅 包 括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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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层面的，而且还包括文化层面的。相对于

掌握某项教学技能而言，改变高校教师观念与教

学文化或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

１．由“教学投入至上”转向“教学结果至上”。

工程认证及ＯＢＥ工程教育模式实 现 由 重 视

教育投入和教育过程转向教育结果，并由教育结

果导向教学活动的转变。适应这种转变，需要教

师切实树立为学生发展结果负责的理念，由“内容

为本”转向“学生为本”。传统教学文化是一种强

调“缺什么补什么”的思维，总是抱有这样一种假

设：在教师薪金、教育设施、教材等方面的投入和

供应可以解决任何困扰学校教育的问题。例如，

为了提高工科生工程伦理等人文素养，管理者就

主张开设课程、配置资源和引进师资，以为这样就

可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很少会关注政策取得

的效果；而ＯＢＥ教育模式要求教师与管理者首先

必须搞清楚工科生人文素养的内涵是什么，要撰

写可操作的教育目标，要组织教学活动和保障支

撑条件来实现此目标，并通过教学评价来检验教

学活动是否有效。

因此，组织工程认证，需要教 师 转 变 观 念，切

实树立“教育即服务，学生即顾客”的教育服务观，

切实承担起为学生发展结果负责的“问责意识”，

切实履行教育对公众的承诺。即主张寻求学生成

就至上的改变而非资源增加，从而使教育绩效责

任实践由关注资源输入转成了教育结果的输出。

２．由“随意型教学”转向“规范型教学”。

传统上，高校教师多根据经验和直觉 来 选 择

教学方法和组织教学内容。这种做法缺乏规范操

作，实际上无法有效实现预期学习结果。工程认

证所要求的ＯＢＥ教育模式，一是要求教师在教育

活动之前对学生达到的发展水平有清晰的认识，

而不是“跟着感觉走”，要用精细的“教学大纲”控

制教学开展；二是要选择与教学目标类型一致的

教学方法。研究表明：学习结果类型一旦被正确

确定而且被足够细分以后，教学方法的选择空间

就十分有限。因此，培养教师选择教学方法的能

力应从培养教师将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正确分类

人手。但在当前的教师培养中一般缺乏这样的观

念。“教学有法”、“教 无 定 法”的 观 念 仍 然 被 认

为是天经地义的。从结果导向教学模式来看，应

提倡“学有规律，教有优法”的教学观。［２］三是工

程认证强调“证据文化”。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理事

会（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

ｏｎ，ＣＨＥＡ）ＣＨＥＡ将“证据”定义为“最适用于认

证的学习结果的信息”。证据可以代表学生学习

表现。基于ＳＬＯｓ的 证 据 来 进 行 认 证 决 策，建 设

证据文化，提升认证的权威性，是认证机构的重要

价值取向。这要求任课教师能够提供有关学生学

业表现及成就的材料，建立有关课程大纲、辅导答

疑、作业批改、考试考核等活动记录，形成可查性

教学文档。

３．由“单干型教学”转向“团队型教学”。

ＯＢＥ工程教 育 模 式 客 观 上 要 求 建 设 整 合 各

类教育资源的教师团队。由于各门课程、各类型

课程以及各种教育资源都要明确对于总预期学习

结果的贡献及程度，十分有必要构建预期学习结

果制定、分解及监控的协调机制，将每位任课教师

的活动有机地整合到促进学生发展的目标之中。

这不仅需要专业课教师之间，也需要公共课与专

业课教师之间经常性地围绕某一承担的共同任务

进行研讨和交流，互相切磋面临的难题，统筹采取

的措施，避免低水平教学行为的重复和教学资源

的浪费。

４．由“放任型教学”转向“持续改进型教学”。

基于学习结果的教育模式，要求教师按“戴明

环”（计划、执 行、检 查 和 总 结，ＰＤＣＡ）开 展 工 作。

通过检查和总结预期学习结果达成度，反思教学

设计和教学活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持续改进下

一阶段教学工作。同时，教师要接受教育管理部

门组织的基于“教学大纲”的督导和监督，确保教

学过程沿着预期的轨道。总体上，教师要做到“人

人有目标、工作有标准、教学有程序、过程有监督、

不良有纠正和教学有改进”。

三、当前工科教师教学发展工作重点与难点

１．重点：加强教育理论与教学技能培训的针

对性。

现有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体

系：一是由基层教研室组织“传帮带”的研讨活动；

二是由省部级师资培训中心组织的，针对新入职

青年教师的培训。由于培训时间短、培训内容空

泛等弊端，培训效果差强人意。三是由各高校教

师发展中心所组织的教师培训、教学交流、教学评

估和教学咨询等活动。但一些培训内容仅是教育

理论面上的简单介绍，缺乏针对性。

在现有条件下，要充分发挥教师发展 中 心 教

育学和心理学专家云集、培训活动机制化和长期

化的优势，认真分析工程认证对教师教学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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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要求，紧密围绕清晰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

选择和教学评价操作等核心环节开展培训、交流

和咨询，迅速提高工科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满足新

形势下工程教育发展的要求。

２．难点：引领工科教师转变教学文化。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工程认证将推动工

科教学文化由“经验型”和“粗放型”转向“科学型”

和“精细型”。这种转型，不仅增加了教师教学负

担，更可能会与高校教师普遍认同和崇尚的自由

文化相冲突。例如：大多高校教师把教学视为“一

门凭经验可以完善的艺术”，“讲台是自由展现个

性的舞台”，不乐意行政力量对教学过多的干涉与

监督等。而基于学习结果的教育模式要求实现教

学行为和教学活动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会引发相

关教学职能部门对教学过程较多的监督、控制和

评价，这都会让教师感到一种约束和不自在。

因此，十分有必要引导工科教师正确 看 待 这

种变化，辩证理解教学科学性与教学艺术性之间

的关系。一方面，教学具有科学性特征，要求教师

遵循教学的基本逻辑、原则和规律。不仅要掌握

学科教育知识，还要掌握基本教学技能和基本操

作要领；另一方面，教学具有艺术性。教师可以选

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去实现教学目标，

在教学过 程 中 充 分 发 挥 和 展 现 自 身 的 风 格 与 个

性，灵活机智地处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偶发

事件，把教学技能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显然，

教学艺术是建立在熟练掌握教学技能和教学规律

基础上的创造性活动。虽然有时候教师仅凭经验

和直觉也能够创造出“教育美”，但这种美由于缺

乏坚 实 的 基 础，往 往 是 灵 光 一 现，不 可 持 续 与 长

久。

教学 本 身 是“有 规 律 地 自 由 行 动”。掌 握

ＯＢＥ教育模式基本理念及操作规则，无疑会促进

教师从“经验型教师”成长为“科学型教师”，并实

现向“艺术型教师”跨越。让教师理解这一点，正

确认识教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对于组织和

实施工程认证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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