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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面向西点年轻教员设计的名师导教项目，致力于提升年

轻教员的教学胜任力。该项目有三个特色关注点：一是重视理念形塑，对项目参与者分享的

教学理念及时澄清与修正；二是强调课堂实践，在真实情境中体验教学、指导教学、研究教

学；三是注重教学反思，在项目中全程贯穿反思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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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是“西点学者的学校”，该中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是为

西点教员教学能力提升给予支持与服务的校本教师发展机构。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

心的“名师导教”项目（The Master Teacher Program，MTP）是基于西点名师指导的、

帮助西点年轻教师提升教学能力的教师发展项目。本文阐述了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

心MTP项目的理念与目标、主要进程及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项目的三个特

色，期望对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校本项目的研发、设计与完善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MTP项目理念与目标

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创设MTP项目，是基于这种理念：“教与学是密不可分的，

教员作为教师，同时是学生；学生作为学习者，同时也是教师。”[1]MTP项目是为西点军

校年轻教员设计的，他们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下得到西点高级教员的指导；如果参与者

完成该项目为期两年的任务并达成该项目的预设要求，将会获得通过该项目的证书。

MTP项目目标设置清晰，即期望通过每月的研讨班活动、课堂教学的回顾及反

思活动使项目参与者获得以下五方面的能力素养：（1）参与者了解基本的教学框架,
为参与者规划、实施和反思教学活动奠定基础；（2）参与者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教学环

境中进行技能操作；（3）参与者能够批判性回顾与评估他们的教学并适当修正；（4）
参与者能够掌握诸多技巧帮助学习者获得重要相关学科技能与知识；（5）通过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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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教学，参与者获得评估学生学习的能力。

MTP项目重视教师可迁移能力的养成，如对基本的教学框架的掌握、获得适用

于不同环境的技能体系；重视教师对自身进行教学评估并修正的能力；重视教师对

学生学习进行正确评估的能力；重视对青年教师教学技巧的培养。该项目的根本目

的是提升西点教师教学胜任力。

二、MTP项目的阶段性任务及关键环节

（一）MTP项目的阶段性任务

每一期MTP项目为期两年，持续4个学期，按推进进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每个

阶段都有其相应的任务及具体活动，每个阶段的关注重点也不同，如表1所示。
表1 MTP项目的阶段性任务与具体活动[2]

主要
阶段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主要
任务

了解本
科生/西
点学员

课程设
计、测试
与评分

教学
技巧

整合

具体活动

（1）阅读/反思。将阅读及相关反思应用于教学实践
（2）课堂“概述”。随着相关理论与思想讨论的推进，项目参与者对他
们目前所教的课程进行反思，并通过各种维度观察学员
（3）课堂观察。给每名MTP项目参与者配备导师。导师至少实地探
访参观两次项目参与者的课堂。“课堂观察”包括观察课堂前的讨论、
观察，观察课堂之后观察者与任教者之间感受的分享交流，最后还有
观察者的书面观感。如果被观察探访的项目参与者主动提出要求增
加课堂参观次数，可应需增加
（4）教学理念。在项目开始时，每个参与者撰写并分享自己的教学理
念，并在每个学期结束时重新审视这套教学理念，以确定他们在多大
程度上基于他们在项目中的经验修正了自己的理念

（1）在他们已经教过的课程上践行课程设计的原则，探索重新设计的
可能性
（2）创建用于测试的问题
（3）根据经验，讨论与评分相关的问题

（1）对一个班级进行概括性介绍，如评估学习者
（2）确定学科教学中真正起作用的技术（从小组会议上习得的技术），
并将重点放在拟使用的特定技术上，并报告使用成效
（3）运用课堂评估技术，并确定最适合学科和课程的技术，并报告体验
（4）设计（如可能就实施）一个课堂研究项目

（1）实施“课堂研究”项目（如果他们还没有开始）
（2）分享“课堂研究”项目的成果
（3）从项目中开发演示文稿/出版物
（4）在教学观察中接受指导并实践
（5）完成关于教学理念的陈述
（6）评估MTP项目并提出完善建议

关注
重点

理论，
被改进
的实践

理论，
被改进
的实践，
评价

被改进
的实践，
评价

评价，
被改进
的实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该项目相关资料整合而成。MTP Program Sequence. [2021_9_16].
https://www.westpoint.edu/centers_and_research/center_for_teaching_excellence/master_teacher_program/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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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P项目是一个与教师教学全程相匹配的、始于认知学生终于评价学生的全

过程培训；该项目重视基本理论，重视实践以及“被改进的实践”，重视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的评价及相关能力的培养（而“评价”实际上是教师的“实践”能力之一），可见该

项目是致力于提升教师教学胜任力的、理论与实践兼顾的、系统的深度培训项目。

（二）MTP项目的关键环节

MTP项目全程主要包括四个关键环节:研讨会与阅读（Meetings and Readings）、
反思（Reflections）、撰写教学宣言（The Teaching Statement）、课堂研究（Classroom
Research）。①（1）研讨会与阅读。包括两个子环节：指定阅读与研讨会。指定阅读在

前，研讨在后。在研讨之前，西点教师发展中心会把所有的项目阅读资料都放在一

个名叫“黑板”的网站版块上，每一位项目参与者会收到一个活页型的教学参考书，

包括阅读资料、西点教师发展中心通讯及其他和“教”与“学”相关的材料。完成指定

阅读之后的研讨会是为了帮助与会者澄清、整合他们对这些阅读材料中所呈现观点

的看法，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2）反思。参与者以撰写反思日志的形式

贯穿MTP项目全程。MTP项目导师需要实地观察每个项目参与者的课堂教学至

少两次，指出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每学期结束时，也会组织一个与课程主题相

关的简短反思活动。组织这些反思活动，旨在将参与者在指定阅读中形成的观念与

真实的教学实践联系起来，并为他们下一步形成并陈述个人教学理念做准备。（3）教

学宣言。即陈述教员的教学理念。教学宣言不同于一般的教学档案，教学档案主要

用来晋升或加薪，对于西点教师来说，关于教学理念的教学宣言是每一位教师的核

心文件，包括他们的教学理念以及通过教师们的教学体验而衍生的其他阐释。（4）课

堂研究。参与者结合自己的实践遴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堂研究课题，设计研究方

案，组织实施，并在项目最后阶段分享课堂研究成果。

三、MTP项目特色

（一）重视理念形塑

MTP项目重视对项目参与者教学理念的澄清、修订与匡正，把帮助教师澄清修

正教学理念视为第一要务。在项目开始时，每个参与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写

并分享自己的教学理念。该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都与理念的形塑息息相关。

在阅读与研讨中分享教学理念。会议研讨与阅读环节是多元化教员参与的小

组研讨。10人一组的研讨每月组织一次，小组成员来自西点校内各系及其他教辅机

构。[3]小组研讨以完成指定阅读为前提，阅读材料由教师发展中心指定。完成指定

阅读的根本目的是让脑海中本有观念储备的教员直面读物中的诸多教学观念：这些

① 本部分涉及该项目的相关数据与资料均来自西点军校教学卓越中心上述出处，下文相关部分不再逐一注明。

赵惠君：理念、实践与反思：西点军校教师发展项目特色研究

93



2022 年 第 6 期

阅读与我之前已经知道或信奉的理念相比吻合或强化了吗？哪些挑战了我的理

念？哪些让我感到惊讶？哪些新信息吸引我？这些阅读材料能激发我提出哪些问

题？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我还有哪些其他反应？初步审视自己原有观念与指定读物

中观念的关系，可能吻合，也许冲突，也许深感震撼，可能深受吸引，也许闻所未闻。

完成阅读后，来自不同教学系所的参与者就同样的材料及其观点展开讨论，分享自

己的教学理念，在交流讨论中进行思想碰撞，再经过专家的澄清，项目参与者不断修

正，整合形成新的教学理念，MTP项目导师鼓励教员用整合后的新理念指导自己的

教学实践。

在反思活动中审视教学理念。项目开始之初经过分享、澄清与整合，项目参与

者做好了基本的理念储备。此后，项目导师实地观察参与者们的教学实践，每学期

末组织一次简短的反思活动。[4]反思环节将参与者分享、澄清、整合后收获的理念与

教学实践联系了起来，而参与者通过回顾性反思，再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理念，确定

自己是否修正过教学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再次修正了原有的理念。这一系列反思活

动为他们下一步陈述个人教学理念打下基础。

在教学宣言中陈述教学理念。西点教师发展中心要求每一位项目参与者都要

撰写自己的教学宣言，即项目参与者对自己教学理念的陈述，也包括其对相关教学

体验的阐释。[5]这份教学宣言是参与者通过阅读与研讨整合了已有观念，再经过实

践、专家指导、自我反思之后才审慎形成的。

在课堂研究中运用教学理念。MTP项目的顶峰体验是课堂研究（Classroom
Research，CR），要求参与者创设一个自己感兴趣且重要的研究问题，“在相关的课

堂、相关的学生、相关的学科”中进行。课堂研究的任务不在于研究一般的学习，而

在于研究“你的学生、在你的课堂上、在你的学科中、在你的教学技能和偏好下”发生

的或未发生的学习情况。[6]课堂研究中需要运用参与者所拥有的理念去理解或阐释

学生学习过程中诸多“为什么”“如何”之类的问题。学生作为合作者参与研究，而非

仅仅被视为研究对象。年轻教师们在课堂研究中应用教学理念，同时进一步反思、

深化、提升教学理念。

（二）强调课堂实践

MTP作为一个长时段的教师教学发展项目，强调实践，强调在常态的真实的课

堂教学情境中实践，既非微型教学，也非虚拟实践。MTP项目中的教学技能训练、

教学观察指导、教学行动研究都是基于真实的课堂教学，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项目参与者在真实教学情境中训练教学技能。从西点教师发展中心网站

“MTP项目的主要阶段及其任务”中，多见此类表述：“将对他们目前所教的一门课

程进行反思，并通过各种维度来观察学员。”“在他们已经教过的课程上践行课程设

计的原则，探索重新设计。”“确定在他们的学科教学中真正起作用的技术……并报

告使用成效。”“运用课堂评估技术，并确定最适合学科和课程的技术，并报告体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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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MTP项目中的教学实践都是结合项目参与者自身的教学任务安排的，在真实教

学实践中进行关键技能的训练。比如，教学评价及相关准备分散在MTP项目的每一

个阶段，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与常规教学过程相关的评价，包括学习成绩评分、学

习者评价以及课堂教育技术选用评估等。学习成绩评分是教师的必备技能，MTP项

目对此有专项训练，安排在第二阶段，练习“创建与评判相关测试问题”，在研讨会上研

讨与评分有关的问题；学习者评价安排在项目的第三阶段，这是建立在对教育心理学

相关理论的掌握、对学习者多维度观察以及学习成绩测试评分基础上的；课堂教育技

术使用评估，通过对教育技术使用进行评估，确定在他们的学科教学中真正起作用的

技术，并报告体验。上述与教学过程相关的评价，都致力于帮助参与者提高教学胜任

力，生成有效教学。另一类是与常规教学过程无关的评价，即项目评价。项目评价是

参与者对MTP项目本身的评价。西点教师发展中心关注教师发展项目的实效，所

以在项目最后阶段会收集参与者对项目的评价反馈。

二是项目导师在真实教学情境中观察指导教学。西点MTP项目要求项目导师

在真实教学情境中观察指导教学，需要连续观察项目参与者两个系列的课堂教学。

真实的教学情境可以自然暴露教学实践中的真问题，教学观察不会失真，教学指导

更有针对性。能成为MTP项目导师的，是西点军校教学经验丰富的高职级教师。

MTP项目导师在真实课堂中的观察及指导与教学管理中抽查性质的教学观察不

同。教学管理中的教学观察，是组织督导/专家随堂听课，虽然也会给授课教员一些

建议，但根本目的是检查鉴别课堂教学质量，并给出鉴定性评价。MTP项目中项目

导师实地观察项目参与者的教学实践并提出指导，给予的是发展性评价，并为教师

保密，帮助教师改善教学，不同于教学管理中的等级鉴定。

三是项目参与者在真实教学情境中开展教学行动研究。关于课堂研究最好的

阐释来自MTP项目课堂研究模式的开创者帕特·克罗斯教授。帕特·克罗斯教授从

以下几个方面阐释课堂研究的基本内蕴。[7]

第一，课堂研究不同于课堂评估。在西点军校的教研实践中，曾出现过“课堂评

估”和“课堂研究”两术语互换的情形，后来开始强调课堂评估和课堂研究之间的区

别。他们认为课堂评估通常针对教学和学习的现状或什么的问题，如“今天这门课

上发生了什么?学生们从当天的课程中学到了什么?他们没有理解什么？”或者“他们

对什么有进一步的疑问?”而课堂研究则试图回答关于学习的“为什么”和“如何”的

问题。“为什么学生们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他们似乎对目标在哪里有如此模糊的

概念?”课堂评估显然是课堂教学管理中的必要环节，但开展了课堂评估并不等同于

进行了课堂研究。

第二，“课堂研究”不同于一般教育研究者的“教育研究”。帕特·克罗斯认为“课

堂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在课堂里进行的研究或与课堂有关的研究，不同于那些教育

研究者的教育研究。他认为教育研究人员拥有研究方法或相关技术专长，但缺乏对

教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学科主题知识——教学内容知识，即他教了什么？他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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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缺乏对教学至关重要的主题知识的把握，教育研究人员一般只能从某些样

本学生中得出宽泛的结论，而这些样本与“你的学生”未必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他

们的研究结论未必适用。

第三，教育研究最有效的做法是教师开展课堂研究。MTP项目中的课堂研究

鼓励教师将课堂作为研究学习的实验室。教师的工作就是把自己拥有的某一学科

的知识转化为教学内容，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转化为别人能理解的东西。教师自己非

常清楚他教了什么，他如何教的，对教师来说，开展教育研究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进行

课堂研究。课堂研究不是一个附加的活动，它被嵌入到课堂的常规工作中。做课堂

研究的大学教师拥有做一流研究所需的研究能力。最重要的是，教师可以很容易地

接触到那些从事研究的人员希望研究的学生群体——在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学

习一门学科的学生群体。所以，帕特·克罗斯认为教育研究最有效的做法是教师开

展课堂研究。

第四，课堂研究宜将学生视为合作者而非“研究对象”。关于人类学习的知识，

尤其是自身的知识，对学生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兴趣。他们是热切的合作者，他

们的回报是巨大的，因为他们在课堂学习与课堂研究参与中获得了对自己学习的洞

察力，同时也发展了探究和分析的学术技能。帕特·克罗斯认为“它（课堂研究）完成

了从提出问题到在教学实践中做出改变的整个周期。而传统教育研究的典型模式

是，研究者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撰写研究结论，并将其发表，他们提出建议，供其他人

执行……”

MTP项目推广的课堂研究是活跃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在自己真实的课堂教学

情境中，基于解决实际教学问题而开展的行动研究，MTP课堂研究成果可在研讨中

分享给同行，也可发表出版，但其研究，是基于行动，也是为了行动，研究的根本目的

在于改进完善提升研究者自己的教学。

（三）注重教学反思

MTP项目重视教学反思训练，力图把项目参与者培养成反思型实践者。

1.教学反思的环节

MTP项目要求“反思以日志形式贯穿整个MTP项目全程”。除了无处不在的

反思氛围、贯穿全程的反思日志，MTP项目还设置了专门的反思活动环节。西点军

校在每学期结束时，会有一个与课程主题相关的简短的反思活动。培养教师的反思

意识，帮助他们形成反思习惯。

2.教学反思的对象

在MTP项目中，反思贯穿全程，两个重要关注点即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

一是注重教学理念反思，在分享、反思、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理念。在

MTP项目开始时，每个参与者的第一要务就是撰写并分享自己的教学理念，并在每

个学期结束时重新审视这套教学理念，以确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在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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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修正了自己的理念。每位参与者最初分享的理念，经过阅读、小组研讨、课堂

实践、专家观察指导后，理念在分享、澄清、反思中不断修正完善。

二是注重教学实践反思，同时重视反馈，关注被改进的实践。MTP项目关注实

践的同时也关注被改进的实践。实践与被改进的实践两者经由反思而贯通起来。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教学理念的反思与不断修正；（2）课程设计的重新制订及

其实践反馈；（3）教学技术（技巧）的实践及其成效的再确认。实践与被改进的实践，

均受到项目组织方——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关注。

3.教学反思的路径

MTP项目中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实现反思。

第一，在指定阅读中反思。MTP项目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教师撰写自己的教

学理念，尔后进入第一阶段的指定读物阅读。完成指定读物阅读，是MTP项目第一

阶段的任务，也是帮助参与者观照自己理念的一面镜子。指定读物中蕴含着种种教

育观念，这些观念对阅读者原有观念相比，可能南辕北辙，可能让参与者心悦诚服或

耳目一新，引发阅读者的思考。参与者在指定读物的阅读过程中，开始了关于教学

理念的初步反思。指定阅读中的反思，是阅读者对自己持有观念与阅读材料中蕴含

观念的比较与反思，是对自己现有观念的修正与完善。

第二，在同伴研讨中反思。持续两年的MTP项目每月组织一次来自不同系所

的10人小组研讨，10位成员来自西点军校不同的系所。这些完成指定阅读的年轻教

员们，组成一个跨学科的学习共同体，经历多元化的教师参与的每月一次的研讨深

受西点教员欢迎。不同的成员，在完成相同的指定阅读后，组织小组研讨，在研讨中

分享各自的理念与观感，因为学科专业背景不同，教学任务与具体的实践不同，教学

体验可能不同，对读物的理解也可能不同。这种研讨，给他们分享自己教学理念的

机会，通过交流碰撞，经历头脑风暴，不同成员从不同学科观察、分析问题，从不同的

维度思考问题，视野更加开阔。同伴交流，同侪互助，教学反思更深入。

第三，在导师观察中反思。MTP项目给每一位参与者配备一位导师，MTP项目

导师需要实地观察每个项目参与者至少两次课堂教学，指出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在每学期结束时，会有一个与课程主题相关的简短反思活动，结合导师的建

议，反思如何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组织这些反思活动，旨在把先前的指定阅读和

参与者的教学实践联系起来，经过导师观察后提出指导意见，此环节的反思是为年

轻教员下一步修正并陈述个人教学宣言做准备。

第四，在行动研究中反思。MTP项目中的课堂研究由参与者自己选定感兴趣

的问题，从问题的提出，到研究的推进与完成，最后是教学实践的改进，“它（课堂研

究）完成了从提出问题到在教学实践中做出改变的整个周期”，是一个经典的行动研

究。行动研究，基于行动，为了行动，一切回到实践。这是对项目参与者在整个项目

进程中不断修正完善的理念的运用、实践与检视，是通过研究完成参与者自我教学

理念与实践的全面系统的审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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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理念、实践与反思，是贯穿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MTP项目设计与运行全过程

的三大关键词。理念是一切行动的先导，理念引领实践，实践检视理念、丰富理念，

理念与实践都在反思中进一步完善。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的MTP项目，重视教

学理念形塑，强调真实教学实践，注重教学反思，是理念、实践与反思交融的系统训

练，是基于真实课堂情境的教学支持与行动研究，是重视深度学习体验的教师发展

项目。西点军校教师发展中心MTP项目的三大特色，可谓切中肯綮，抓住了青年教

师成长与发展中的要务，值得国内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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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generation of faculty, the outside society and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usually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arginal people”in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the weak attribut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junior faculty in their career growth. The research on faculty vitality turns to positive per⁃
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active state that brings productivity to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ex⁃
plore junior faculty’s career growth.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faculty vit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 of faculty vitality: life state, adaptive behavior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Com⁃
bin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several junior facul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areer growth prospe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junior faculty from another way. It suggests that junior faculty in different career stages have obvi⁃
ous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engaged behavior,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however, they still have enthusiastic, adaptive and prolific vitality in academic work as a whole, which is the re⁃
sult of the common shaping of the valu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train⁃
ing. Therefore, it needs to guide junior faculty according to their career stage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stimulation of faculty vitality.

Key words：faculty vitality; junior faculty; career growth;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West Point’s 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s and Its Characteris⁃
tics: Concept,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ZHAO Huijun Page 91

Abstract：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West Point, the school for the faculty members, dedicates to
the support and service for teaching development of the faculty. Its Master Teacher Certificate Program (MTP) is
available to all teachers, which consists of four key steps: Meetings and Readings, Reflections, Teaching State⁃
ment and Classroom Research. MTP lasts two years and have four stages, each having different tasks. The pro⁃
gram focuses on the shaping of participants’teaching concepts, emphasizes classroom practice -- to experi⁃
ence, guide and study teaching in real situation,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reflection, which is con⁃
ducted throughout the program.

Key words：West Point’s 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the Master Teacher Certificate Program; uni⁃
versity teaching; faculty development; classroom teach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OBE
SUN Haimin, CAI Yonghua,LI Xiuyun, XUAN Youzhen Page 99

Abstract：The theor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centered on learning activities believes that the teaching sys⁃
tem is composed of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the basic uni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Learning
activities provide an implementation wa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E concept at the classroom teaching,
which helps to realize the persistence, depth and evaluation of learning outcomes. Moreover, the quantitative 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