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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动力与激励机制的研究

陈 聪，曹 峰，罗振亮，薛 蕾，秦 忠，陈云志，赵 博，陈蕾蕾

(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 大学教师是大学教育的基石，大学教师发展动力是高校和各级政府培养人才的首要任务。
高等教育变革是促进教师发展以及思想转变的主要动力; 教学质量是教师发展的最终目的。教学绩效评

价作为一项具体的评价内容，在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地位十分关键。而无论选择的是何种评价方

式，最终都务必是对大学教师发展最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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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承载着传播知识、启迪智慧、弘扬德性等

使命，大学教学不仅需要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更要

培养学生的德行和品性。大学教学的方向以及内

容，以其学术、创造、自由、崇高等特性，需要教师

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特别是面向学生，需立足

学生自我生命的成长，传播正能量。大学教师在

关爱学生生命、丰富学生生命、完善学生生命过程

中，自身也得到完善。通过引领学生走向完善而

卓越的心智生活，激发学生自身的内在价值，从而

让教师自身在理解生命、领悟生命的同时，促进师

生品德、学术、知识、伦理的合一［1］。
1 大学教师发展动力

大学教师是大学教育的基石，大学教师的质

量是影响大学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

高校扩招、学生数量增多，教师的数量表现为不

足，个别专业体现为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

为了增加教师数量，短期内大量引进应届大学生，

主要是高学历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用以扩充教师

队伍，使得高校高学历人才的数量在短期内大幅

度增高，以青年教师人数剧增为主，但是质量如

何，还有待在进一步的教学科研活动中进行检验。
由于青年教师是教学的主力军，承担着较重的教

学任务，而我国高校教师的主要来源为高学历人

才，这类青年教师一般毕业于综合性大学、科研院

所而非师范类院校。而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其

毕业后的教育对象主要为中小学生。特别是一些

工科院校，对学术、科研、专业等方面的要求严格，

对学历的要求也高; 高校教师的学历和学源，对从

事的教学方向将产生较重要的影响。而这类非师

范院校毕业的高学历青年教师，在校期间主要从

事研究生课题，接受系统的专职培训较少。入职

后有些学校岗前培训缺失，教师的紧缺，也让他们

在短期类以充数为主，而在教学上快速成长有难

度。作为高学历人才，他们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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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高密切相关。因此，青年教师发展，也成为

大学教师发展的瓶颈，这也是高校和各级政府培

养人才的首要任务［2］。
2 高等教育变革对大学教师发展的新要求

青年教师作为大学教师发展的重点培养对

象，是教育事业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大学教育改革过程中，处于

核心地位。大学教师发展方向的转变，也给高校

教育带来新的思想冲击。比如“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和模式，带给大学教师新的视角。“以学

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理念在 20 世纪中叶由美国

学者提出［3，4］。“以学生为中心”的内涵是从“以

教师教”的中心向“以学生学”为中心转变。模式

是由“传授”转向为“学习”。教师上课的重点是

激发学生自己学习、发现、思考、探索知识。“以学

生为中心”重点关注的是检测学生学习的效果以

及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更能体会

被尊重，被重视，也更能发挥他们的主动学习权

利，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与传统教学比较，也更

能提升学生兴趣和爱好。但是，随着大学在校生

规模的迅速扩大，高校的师资队伍，教师素质、学

识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等也受到了社会质疑。为

了避免 高 校 教 育 质 量 滑 坡，高 等 教 育 变 革 在 所

难免。
3 教师发展的途径和理论模式

目前教师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加强

跟师学习，多实践，逐步成长。二是高起点，高目

标，进一步在工作中成长，这点和教师自身学历学

源有关; 三是在工作中逐步提高，适合于早工作，

而又在教学上需要成长和提升的教师。虽然大学

教师发展方面的研究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处于起步

阶段，但这方面的努力已有初步成效。目前，大学

教师发展的实践措施还是以下几种方式为主: 新

人岗前培训; 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采取在职进

修; 或是继续在职攻读学位等方式。相对于西方，

这些还是比较传统的模式。基于我国大学教师发

展方向的现状，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

模式和教学理念，这是一条快速成长之路或许也

是必经之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比如美国，对教

师教学发展的重视程度很高，并且他们大学教师

发展起步还早，发展速度也快，重视务实与理性，

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5，6］。我国学者林

杰等总结了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理论模型。大学

教师发展主要由教学发展( 过程) 、组织发展( 结

构) 和个人发展( 态度) 三块组成。一个成熟、完整

的教师发展项目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但是三者中

的任何一个，可以单独发展; 三者之间也可相互影

响。制度、环境、互动等因素，都会影响大学教师

的发展，而实践思维、实践智慧、理性与情感相结

合、个人生活、工作场所等，也都成为引起关注的

对象。
4 高校教师奖励机制

对教学工作进行评价是评价教学质量的一种

方式。其中教学绩效评价，作为一项具体的评价

内容，在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地位是十分

关键的。但是，教学绩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复

杂抽象，考核起来困难。那么，高校教师的教学绩

效评价如何评? 评价的结果是否可靠? 评价的效

果如何? 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评价主体也不同。
评价主体主要有教师自我评价、同行评价、领导评

价、学生评价等。如果教学评价是为了奖惩性评

价目的，学生评价和专家评价可选择为主导评价

方式; 其他可适当忽略。如果以发展性评价为目

的，那教师的自我评价可占主导; 学生和专家的评

价为辅助; 领导和同事的评价，甚至可以不做考

虑。也有把学生、专家、教师、领导、同事等评价都

作为一个整体评价的部分，确定各自在教学评价

中占的合理比重。也有的学者认为，发展性评价

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而奖惩性评价激励作

用较强。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可将两者结合起来。
不管哪种教学评价，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激励教

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有些高校通过

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改进教师教学水平，从而可

以达到提高其教学质量的目的。
除了大学教师的学术、思想、观点、人品等直

接影响着大学生成长之外，大学教师的素质差距

也会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并且进一步会影

响到国民素质，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鉴

于大学教师素质和水平的重要性，世界各国也都

极大提高了大学教育的重视程度， ( 下转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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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教师的发展也更加重视。对于大学教师而

言，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是个人内心的迫切需求，高

等教育变革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提高教师

素质; 无论是发展性评价还是奖惩性评价，最终选

择的都务必是对大学教师的发展最有利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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