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青年教师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生力军，其教学

能力的提升是保证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高

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章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现

状进行分析，从培训体系构建、培训项目设置、教研促进教

学、实践教学能力提升、教学监控与反馈等方面探索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提出构建保障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的组织机构、政策制度、激励与奖励机制、经费支持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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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teachers are the new force for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teaching a-

bility is not only the key facto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ng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explores the ways to

improve young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training project setting, teaching re-

search promoting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improve-

ment, teaching monitoring and feedback, and puts forward the

organization, policy system, incentive and reward,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young teachers’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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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生力军，是高校建设

发展的力量源泉和人才储备，关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教

师队伍的传承与创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

每年引入大批青年教师，如何使青年教师完成角色转换，站

稳讲台，担当起教书育人的重任，成为保障和提升教学质量

的关键。因此，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现状进行分析，对提

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路径进行探索尝试，对保障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的条件机制进行研究和思考，既是解决青年教

师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创

新型教师队伍的重要一环。

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No.35, 2021
SumNo.551

2021年第 35期
总第 551期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探索与研究
李 孟 周荣艳

（南阳理工学院 河南·南阳 473004）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b.2021.12.005

基金项目：南阳理工学院 2020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NIT2020JY-054）。
作者简介：李孟（1986—），男，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教师发展；周荣艳（1985—），女，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
方向为物联网技术、教学管理。

16



教育管理

1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现状分析
1.1 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储备不足

高校新入职的教师学历层次普遍较高，多数具备博士

学位，学科专业知识牢固，科研能力突出，但多数青年教师

非教育学专业出身，没有从教经验，未系统接受过高等教育

学相关理论学习和教学技能方法训练便走上教学岗位。在

这种情况下，青年教师一方面对高校工作的职业环境和氛

围尚未适应，另一方面对课程设计、课堂组织、资源开发、学

习检测、学业评价等方面的准备不足，能力欠缺。

1.2 青年教师对科研的投入多于教研

青年教师往往科研能力较强，在进入高校工作以后，可

以继续发挥其专长，从事原专业的科学研究，有很强的延续

性，不存在适应性的问题。另外，高校教师待遇往往与职称

晋升挂钩，而职称评审过程中科研成果占据较高比例，因此

青年教师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科研上[1]。

1.3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过程较为缓慢，积极性欠缺

教学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较长时

间的积累。青年教师只有在教学岗位上学习、积累、实践、反

思、研究后，才能对教学有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进而对

自己的教学设计、方法和技能进行改进。这一过程就是教学

能力提升的过程，但需要较长的时间，且教学能力的提升也

难以准确度量和评价。青年教师对这一过程往往缺乏足够

的耐心，对难以度量的成绩也缺乏成就感和满足感，继而导

致对教学能力提升的积极性不高。

2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2.1 构建科学合理的培训体系

培训是短期内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较为有效的一种

途径，高校应针对青年教师设置科学合理的培训体系。从层

次上划分，培训体系可以分为院级培训、校级培训、省级以

上培训。院级培训是学院根据本学院的专业特点、承担的教

学和科研任务、教师队伍结构、学生学业水平开展的一类针

对青年教师的培训。校级培训是高校根据全校青年教师的

特点、学校教学工作重点、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要求开展

的涵盖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教改研究、课题申报、师德师

风、课程思政等主题的培训，该类培训不针对某一学科专

业，通识性较强[2]。省级以上培训主要是指学校遴选优秀的

青年教师代表参加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教学会等组织的

一类培训，该类培训往往对人数有限制，通过遴选优秀青年

教师可以对校内青年教师起到辐射带动及再培训作用。

2.2 设置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

高校可以设置教学讲座、教师工作坊、教学学术论坛、

研修班、研习营、经验分享会、国内外进修等形式多样的培

训项目。依据培训人员范围、培训人数、预期效果、主题内容

可灵活采用不同形式。培训主题应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包

括但不局限于高等教育理论、教师基本素养、教学方法与技

巧、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研究与改革、科研课题申报、教学技

能大赛、专业认证与评估等方面内容。培训项目分为必选项

目和自选项目，必选项目为青年教师必须参加的培训项目，

一般包括新入职教师研习营、新晋升讲师研修班、新晋升副

教授研修班、师德师风培训班等；自选项目是青年教师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参加高校组织的培

训项目。

2.3 以教改研究提升教学能力

青年教师在教学岗位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锻炼和经验

积累后，对教学环节和方法会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意见。高

校在设置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时，应对青年教师教改进行

支持，校级教改项目给予其一定比例的项目立项指标，省级

以上项目鼓励青年教师申报或作为成员参与研究。在高校

的教学团队建设、一流专业与课程建设、特色专业建设、特

色教材建设等教学建设工作中要明确要求青年教师参与建

设。青年教师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教学改革，可以逐步掌握

教育规律，更新教学理念，在提高自己教研能力的同时提升

教学能力[3]。

2.4 以实践锻炼提升实践教学能力

实践教学能力作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高校重视。这一点在应用型本科高校身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校通过选派青年教师赴校外企事业

单位进行顶岗实践或者承担与专业相关的研发工作，可有

效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也能使教师掌握行业发展最

新动态，了解企事业单位对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及能力的客

观需求。在实践锻炼中，青年教师会反思自己的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并结合实际做出改进。同时在实践锻

炼过程中，青年教师也会逐步凝练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企业

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攻关，达到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双提升。

提供校外实践锻炼的企事业单位主要由学校会同二级教学

院部指定，可优先选择与高校合作基础牢固、规模较大、技

术领先、在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单位。青年教师的校外实

践锻炼，既可以加强校地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提高高

校影响力，也可以改善教师队伍结构，有助于构建高校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

2.5 借助教学监控与反馈进行持续改进

高校大多设置教学质量监控机构，用于对教学工作进

行过程管理，通过借助质量监控体系中的教学督导队伍、学

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对青年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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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分析和评价，并形成相应的报告，最终反馈给青年教

师。在高校定期组织的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和专项教

学检查中，重点关注青年教师的教学组织与教学管理，并将

发现的问题进行反馈。青年教师梳理分析教学管理部门的

反馈意见，并制定改进措施。针对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

现的普遍问题，可由学校进行统一指导或培训。针对青年教

师的个性化问题，学校可提供教学咨询服务，进行面对面

“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4]。咨询服务团队主要由校内专

家、教授及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也可邀请同类高校的

名师定期“坐诊”，提供指导。通过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过程进

行监控、反馈、改进，形成良性循环，持续提升青年教师的教

学能力。

3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保障机制
3.1 健全组织机构

高校对教师教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不少高校已经开

始设置教师发展中心，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和服务。

教师发展中心既可独立设置为学校的二级部门，也可挂靠

在人事或教务部门名下进行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是通过

教师培训、教学评价与咨询、教学改革研究、教学竞赛、提供

优质教学资源等方式帮助与促进教师的教学发展。

3.2 完善政策制度

制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制度，指导青年教师编制

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依规保障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权

益。鼓励青年教师通过企业实践、国内访学、海外进修、攻读

学位等形式开阔思路、拓宽视野、提升教学技能，并给予时

间和经费上的支持。

3.3 建立激励与奖励机制

设置教学荣誉称号，通过设置教学新秀、教学标兵、教

学名师等荣誉称号，调动青年教师投身于教学工作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从青年教师中评选学生认可度高、同行评价

优秀、教学业绩突出、教学成果显著的教师，授予其荣誉称

号。青年教师一般以教学新秀和教学标兵为主。教学新秀、

教学标兵、教学名师荣誉称号依次递进，省级教学名师的

遴选须从校级教学名师中推荐，由此形成递进式选拔。在

开展的各类校级教学技能活动或竞赛中，设置不同奖项与

荣誉，并给予一定的奖励，激励青年教师踊跃参与、以赛代

练、以评促改。

3.4 提供充足的教师发展经费

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和教学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充足

的经费支持，学校应加大对教师发展的财政投入。高校每年

在进行财务预算时，在校级层面须统一设置教师发展专项

经费，由教师发展中心或其他业务管理部门统筹规划使用，

用于支持学校开展的各类培训、专家讲学及教师的进修；各

二级学院进行财务预算时也须设立一定比例的教师发展经

费，由学院自主使用，结合学院自身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

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学院特色的教师发

展体系。教师发展经费使用要讲究效益，必须有严格的经费

使用管理办法，确保做到专款专用，在经费使用过程中要接

受监督和审计[5]。

4 结语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从

量变到质量变的过程。在教学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既受到外

部条件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内部主观能动性的影响。高校须

不断优化教师发展体系，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加强政策引

导，加大经费投入，调动青年教师积极性，打造“安教、适

教、乐教”的育人环境和教研相长的学术氛围。青年教师需

要树立教书育人的崇高理想，制订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充

分挖掘和激发自身潜力，高效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类资源，将

个人的职业发展和高校的事业发展结合在一起，潜心教学，

善于钻研，逐步提升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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