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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从教师职业发展角度，基于

ADDIE 拓展模型提出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进阶发展模型，将胜任力嵌入于教学系统设计各环节，构建能够表征

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静态和动态两种不同状态下的胜任力结构体系。综合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构建胜任力模

型，结合教师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对相同胜任力要素达成度的差异，揭示出教师职业发展视角下教师专业胜任素

质的动态演化逻辑，有利于教师教学胜任力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为高校评估教师教学胜任力水平、开展教学

培训及指导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提供科学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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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逐

步转变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这对肩负高等教育

使命的重要主体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

战［1］。教师教学胜任力是教师教学专业素养的

体现，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胜任力概念

最早由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McClelland 于 1973 年

首次提出，他认为胜任力是与工作或工作绩效紧

密相关的，可被测量的知识、技能、自我形象、动

机、态度、价值观等体现个人特质的集合［2］。高

校教师教学胜任力的概念，即与高校教学紧密相

关的，能体现教师本人特质的，可被测量的学科知

识、教育教学知识、相关教学技能、沟通技能、教师

形象、教学动机、教学态度，育人价值观等的集合。

具有预见性、差异性和动态性，即通过测量胜任

力，可预测未来的教学绩效; 能够区分高绩效者与

低绩效者; 随着教师的教育教学知识及实践经验

的不断积累，其胜任力水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随着教师胜任力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将

目光集中于不同背景下教师胜任力模型的构建，如

智慧教学背景［3］［4］、创新创业背景［5］［6］、课程思政背

景［7］、新工科背景［8］，虽然研究背景不同，但是教学

始终居于核心地位。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存在以下

问题: 一是胜任力分为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隐性要

素需要通过显性要素进行测量，而现有研究未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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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要素充分融入显性要素中，因而可测量、可操作

性差; 二是胜任力研究源于心理学，大都采取自下而

上的归纳思路，缺乏理论基础，未将研究目标充分集

中于教学实践; 三是以静态模型为主，未关注动态变

化，虽有个别文献将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进行了分

级［9］［10］，但未体现出动态性和发展性。
本研究以 ADDIE 拓展模型为初始模型，将焦

点集中于具体教学实践，隐性要素融入其中，取得

更易测量的胜任力要素。在胜任力要素的提炼方

面，将综合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选取要素，先用归

纳法分析已有文献中教学胜任力相关要素，再结

合 ADDIE 拓展模型演绎出合理的胜任力要素，得

到的模型更加科学准确，最后教师教学胜任力的

发展是一个从观念认知到行动开展再到反馈强化

的持续发展过程［11］，以此为逻辑框架构建教学胜

任力体系，以纵向视角强调其发展性，并给出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下胜任力水平的具体描述，勾画出

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发展路径，在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方面均具有进步性。

一、ADDIE 模型及

其拓展模型 ADDIE－Ｒ

ADDIE ( Analysis，Design，Development，Imple-
mentation，Evaluation) 模型( 又称科学教学系统设

计 模 型 ) 是 目 前 教 学 系 统 设 计 的 通 用 模

型［12］( P27－31) ，包含教学设计的五个基本阶段，即分

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 图 1) 。ADDIE 模型的

优点在于教学设计、实施、反馈、修正环节形成闭

环，有利于教学设计的更新和迭代，凸显了教学过

程的动态性和创造性。

图 1 ADDIE 科学教学系统设计模型

在经典胜任力模型研究中，冰山模型和洋葱

模型最具代表性。冰山模型将胜任力分为外显胜

任力和内隐胜任力; 洋葱模型［13］( P20－21) 将胜任力

进行分类，由表及里依次为: 知识和技能、自我形

象、态度价值观、个性动机，内层胜任力通过外层

胜任力被观察和测量。将胜任力中的隐性因素融

入各教学核心环节，聚焦作用更加明显，突出了教

学的主体地位，得到的模型也更加科学、直观、易

操作。在 ADDIE 模型作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

反思阶段从评价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程

序。一方面，使教学系统设计模型的整体表达更

为清晰; 另一方面，修改后更加突出了“反思”阶

段在整体教学过程中的战略性地位，修改后的拓

展模型 ADDIE－Ｒ 如( 图 2) 所示。

图 2 ADDIE－Ｒ 科学教学系统设计的拓展模型 I

二、模型构建

( 一)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收集相关文

献，提取教学胜任力关键词，结合 ADDIE －Ｒ 模

型，提出“高 校 教 师 教 学 胜 任 力 的 理 论 构 想 模

型”; 其次，通过德尔菲( Delphi) 专家咨询法进行

决策和判断，发放问卷，专家打分并给出修改意

见; 再次，结合教师职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开展第

二次专家咨询，划分具体阶段，明确各阶段胜任力

标准，形成进阶发展模型。
( 二) 专家遴选

采取非概率主观抽样法选取专家，专家的遴

选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具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教龄 10 年以上或在教研部门任职的教研人

员; 二是具有教学学术背景，在核心刊物上公开发

表过论文至少两篇。经遴选，专家团以富有经验

的高校专任教师、教研人员、教学督导、教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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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等 27 名成员组成。
( 三) 模型构建

1．文献文本分析，形成初始模型

以 169 篇相关外文献为文本分析材料，提取

关键词条 236 项，这些词条包含了代表教师教学

胜任力要素的内涵。结合 ADDIE－Ｒ 模型，运用

归纳法对词条进行提炼、合并、重命名、描述，得到

构想模型中的初始胜任力要素变量表，作为第一

轮德尔菲咨询的基础。
2．首次专家咨询，优化模型要素

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咨询，对文献文本分

析中形成的初始模型各级胜任力要素的认同度进

行评分( 1－5 分) ，对二级胜任力要素中认为不适

合的胜任力要素作出增、减、替换或修改。反复进

行三轮，得到了认可度较高的“教学胜任力要素

及内涵描述”( 表 1) ，并对 ADDIE－Ｒ 模型进行修

正，得到了更符合教学实践的 ADDIE－ＲI 模型( 图

3) 。对首次专家咨询的最后一轮评分结果进行

统计，各要素均值均大于 4，变异系数在 0－0．14
之间，说明专家对修改后的模型认同度较高。

表 1 首次专家咨询优化后的“教学胜任力要素及内涵描述”

核心胜任力
要素

二级胜任力
要素

二级胜任力要素内涵描述

教学分析

教学
目标分析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具有高阶性和挑战度的教学目标，并分层描述教学目标;
建立课堂教学目标、课程教学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

学生分析 了解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可能的学习障碍及学生能力发展路径。

资源分析 分析教材及其他教学资源对教学目标的支撑度、与学生之间的匹配度。

教学设计
与开发

信息素养
利用信息化手段，多渠道获取教学资源; 有效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运用信息化
手段收集分析教学数据。

组织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分析合理组织教学要素;
以学生深度参与为目的，设计形式多样、灵活的教学活动。

情境创设 创设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开展学习活动。

学习任务 基于知识、能力、素养目标的达成，设计具有创新性、挑战性、形式多样的学习任务。

教学环节
考虑学生认知发展路径，为学生学习提供必要支持，各环节时间分配合理、衔接紧
密、逻辑清晰，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 思政要素有机融入教学，将价值塑造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教学实施

教学组织 有效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课堂秩序有序，顺利达成教学目标。

教学表达 表达规范、逻辑清晰、感染力强。

学生参与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效果好，教学过程全员深度参与。

教学评价

评价工具
评价方式多元，评价工具选择契合教学目标，以非标准化评价、综合评价为主，能衡
量和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过程评价 形成性评价为主，线上线下结合，过程连贯完整、可回溯，评价反馈及时。

有效评价 准确反映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有效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教学反思
与创新

持续改进 有问题意识，并运用教育理论解决问题，对教学进行持续改进。

教学创新
有教学创新意识，通过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解决教
学问题。

教学学术 具备教学学术理念，以学术思想解决教学问题，开展教学研究。

图 3 ADDIE－ＲI 科学教学系统设计的拓展模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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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次专家咨询，确立进阶模型

从职业发展视角看，教师职业生涯呈现出明显

的阶段性特征［9］［10］。借鉴学习进阶理论、认知发展

理论，构建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进阶发展模型，将高

校教师发展阶段分为初级阶段( 新手教师)、中级阶

段( 胜任教师) 和高级阶段( 卓越教师)。对于新手教

师要求是“站上讲台”; 对于用胜任教师的要求是“站

稳讲台”; 对于卓越教师的要求是“站好讲台”。在此

基础上开展了第二次专家咨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胜任力水平进行详细描述得到了“高校教师教学胜

任力进阶段发展模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展示

部分二级胜任力要素的进阶描述( 见表 2)。

表 2 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进阶发展模型( 以部分二级胜任力要素为例)

二级胜任力要素 进阶描述

信息素养

初阶: 信息化教学理念弱，在教学过程中能使用简单的信息化手段;

中阶: 能通过网络获取拓展性信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并取得一定效果;

高阶: 具有先进的信息化教学理念，通过信息化手段多渠道获取教学资源，充分体现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优势，运用信息化软件收集、分析教学数据，并据此进行教学反思，开展教学研究。

组织方式

初阶: 教学活动形式单一，学生未能充分参与;

中阶: 教学活动较多样，学生能比较深入地参与教学活动;

高阶: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教学理念，合理组织各教学要素，教学活动多样，学生深度参与。

学习任务

初阶: 照搬教科书的学习任务和问题，仅涉及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养目标体现度低;

中阶: 能基于教学目标设计学习任务，考虑知识、能力、素养目标的达成;

高阶: 基于知识、能力、素养目标的达成，设计具有创新性、挑战性的多样化学习任务，注重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思辨等高阶思维能力。

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进阶发展模型契合了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的“金课”建设计

划［14］，充分体现了“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同

时也凸显了教学是动态的、创造性的过程，教师教

学胜任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依据 ADDIE－ＲI 模型

不断循环优化、逐阶升级，教学胜任力得到发展。

三、总结与展望

( 一) 研究总结

“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进阶发展模型”对高

校教师的教学胜任标准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阐明

了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具备的教学胜任力，该

模型具有系统性、发展性和指导性的特点。

一是体现了教师教学能力的系统性，该进阶

发展模型由 5 个核心胜任力要素、18 个二级胜任

力要素组成，按照胜任力发展方向分为 3 个阶段，

并对每个阶段应达到的胜任力标准进行了详细描

述。既从横向区分了不同的胜任力要素，又体现

了在科学教学系统设计程序中纵向的时间关系和

逻辑关系，同时还体现了胜任力发展的不同阶段

需达到的水平及不同阶段之间的进阶关系，构成

了系统的教学胜任力发展模型。

二是体现了教师教学胜任力的发展性，每个

阶段的胜任力标准都是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建

立，反映了该阶段与前一阶段的延续性和进步性。

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在不同胜任力方

面的阶段性要求，例如，新手教师阶段，对基本教

学能力要求较高，在教学评价、反思方面的要求相

对较低，在教学创新与教学学术方面几乎不做要

求; 胜任教师阶段，教学评价和持续改进方面的要

求较高; 卓越教师阶段，则更注重教学创新与教学

学术。

三是体现了对教师职业发展的指导性，该模

型阐明了高校教师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应具备的胜

任力素质，为教师在教学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明确的导向，有效帮助高校教师进行职业发展规

划。对于各层级详细的描述为教师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依据，有利于教师参照此模型科学诊断自己

所处的阶段，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促进教师职

业发展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 二) 未来研究展望

以“教学胜任力进阶发展模型”为基础，一方

面，运用此模型进行实证测评研究，开发序列化测

评工具，测评结果可为教学管理部门提供基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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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以

此模型为基础，为高校教师培训提供理论方面的

指导，有针对性的开发培训课程、创新教师培训模

式、完善教师培训体系，为教师发展构建合理路

径，综合提升教师教学创新能力并应用于高等教

育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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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Progressio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Teaching Competency

MA Jiea，GAO Xuedongb

( a． 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b．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teachers’teaching compete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this study
proposes a progression development mod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y based on ADDIE
extension model，embedding competency into each aspects of teaching system design，and constructing a
competency structure system that can represent the static and dynamic state of university teachers’teaching
competency． This study builds a competency model though a comprehensive use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In
ligh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ttainment of the same competency elem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this paper reveals the dynamic evolution logic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of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and provides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evaluate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level，carry out teaching training，and guide teachers’career development pathways．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y; ADDIE extended model; progression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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