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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贯穿于教师整个职业生涯，是高校教师从“普通人”变成“教育者”、从“学科

专家”到“完整的学者”的发展过程。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有关高等教育教

学人员地位的建议》专门强调了高校教师专业化问题，指出：“高校教学是专门职业，是一种服务公众的

形态，需要高等教育人员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这些都要经过严格而持续终身的学习和研究才能获得

与维持；它还需要从事者个人和组织，对学生教育及其福祉、对整个共同体具有一种责任感，并承诺在学

术和研究方面的高水平专业标准。 ”［1］（10）因此，推动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通过不断为教师提供各种

教育与发展机会，帮助教师在教学、研究、服务、管理等方面不断提高，从而最终提高整个学校的学术生

产力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当前，我国高校在教育部推动下正通过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大力推进教师

发展工作。 本研究试图从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视角来探索适合我国高校教师发展的模式及其具体的

发展路径及操作方式。

一、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高校教师发展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发展观念上出现“专业发展”与“教学发展”的疏离

研究表明，培养一位专业化的大学教师，一般来说，本科生约需 8-10 年，硕士约需 5-7 年，博士也要

2-4 年。 ［2］但大学教师被认为懂学科专业就会教学，获得了本学科专业的毕业文凭就被认为具有了该学

科专业教学的能力。 很多青年教师的专业学习与成长在入校工作后就停止了，有了博士学位和文凭似乎

就可以一劳永逸，教学实践中则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将课堂作为个人教学发展的“试错”试验田成长起

来的。 目前我国大学教师发展的主要形式还是以统一培训模式居多， 而推动自主发展的个性化服务不

足。 高校的人事部门更多的是从教师学历提高或人才政策角度去制定措施，强调管理与“培训”，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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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和使用多于服务和支持，大学里更缺少一站式的服务。
从国际上来看，即便是在有执教资格认证制度的英国高校也存在着“专业发展”与“教学发展”疏离

的问题。 2010 年，英国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负责人指出［3］，目前在英国教师培训中

出现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英国将对大学的现有晋升政策进行回顾和修改以确保对教学工作的认可。 因

为即使英国大学正式要求教职工在见习期获得资格认证，但由于科研存在优先性，这种规则并不总是强

制性的，大学教师仍是“没有认证或资格就有可能获得工作的行业”。 因此，世界各国的教师在现时代都

面临着教学、科研与服务等多重角色的要求，面对着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复杂多样化学生的挑战，教

师专业学习的目标和要求也变成了一个更复杂的过程，进入了学术（scholarship）发展的过程，整个社会

也在从学历社会向学习社会转型。
（二）发展制度上遵循着“科研至上”的逻辑

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在高等教育改革、新管理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教师“科研至上”
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现象，大学教师的聘任、晋升、评价、奖励和声誉等制度设计无不体现着“科

研至上”的制度逻辑。
2012 年“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关于生师的“学术性互动”和“社会性互动”行为调研显示，中国研

究型大学重科研投入、轻人才培养付出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985”院校学生的学习表现从未得到老师

的及时反馈的占 28%（美国同类院校约 8%）； 从未与任课老师讨论过自己的职业计划的占 55%（美国同

类院校约 25%）。 ［4］

在近十年的教育质量工程建设中，我国高校着重从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室等宏观和硬

件方面投入建设，而对教师教学积极性的调动、微观的教学层面的发展却收效不大。 晏才宏老师和朱淼

华老师的个案遭遇的广泛议论，就折射出大学在教师评价上的一元化，以及大学在教师发展上的责任

缺失。
世界著名教育家博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指出，几乎所有大学都说要处理教学、科研与应用的三者

关系，但在评价教师的专业表现时，很少给予研究、应用和教学同等的重视和关注，人们谈论的学术通常

意味着在大学拥有学术职称，从事研究和发表成果，教学和应用没有被视为学术的一部分。 由此主张，从

更加综合的、动态的视角理解学术，要把狭隘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范畴扩大，更加灵活去定义，这样才能

更加现实地反映出大学教师工作完整的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 ［5］

（三）受专业壁垒的制约而缺少学科间的对话

随着知识的分层和分类发展，大学组织系统也复杂化了。 伯顿·克拉克将传统学术界描述为学术部

落和学术领域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体系，极端的无中心，特别的多样化，“在现代体制中，校园里或系统

中没有一门学科能够获得统治其他学科的地位。 学术系统与其说是从一种观点看世界的专业人员紧密

结合起来的群体， 不如说是许多类型专业人员的松散结合”［6］（40）。 大学组织呈现的 “有组织的无政府状

态”，学科间的专业壁垒阻滞了学者间的相互合作与交流，也使得学生被禁锢在被隔离的课程体系中，难

以建立全面的知识体系。
虽然知识的发展使得跨学科合作非常必要，但要使教师在教学中的个体行为、专业隔离状态转化为

学习共同体的伙伴关系，需要学校提供合作与交流的平台、提供团队学习和研究的契机和制度环境，但

目前却鲜有基于教师教学发展的平台和团队建设。
（四）教师发展缺乏理论指导与创新动力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始终强调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但我们没有把学生学习

的效果作为教学评估的重要依据， 没有去深入探究在新的知识环境下教师该如何教学以及学生该如何

学习等问题。 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依然是以教学内容及其传输为中心的“教师-教材-教室”传统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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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对于在欧美教育界研究和应用广泛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Bloom’s Taxonomy）、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舒尔曼（Lee S. Shulman）提出的

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教师知识框架，我们只是少数的教育学科的学生和研究者知道，而

众多的高校教师根本不了解，也就无法在实践中应用。
我们的大学课程大纲的撰写依然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做法，课程讲授是以教师为主体、以传播知

识为主的高度结构化的认知教育活动。 不少教师还不明白，除了我们一直沿用的讲解和讨论之外，还有

哪些教学活动可以开展？ 为什么讲解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不能达成批判性思维等高层次学习目标？ 多数

教师没有超越“理解-记忆型”的教学目标，能把教学目标拓展到解决问题、思考和决策等应用型学习领

域，开展创造型教学的教师是少之又少。

二、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四种模式

根据世界各国和地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已有的经验，并结合我国高校发展的经验，本研究归纳提出

适合中国高校教师发展的四类模式。
（一）平台支持模式

高校教师发展的平台支持模式主要包括教师 \ 教学发展中心、学科专业发展平台、教学学术共同体、
项目平台等以构筑平台形式推动的教师发展路径和操作方式。

1.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以推动本校教师发展为服务目标的教师 \ 教学中心之类的组织建构是欧美国家大学组织创新和发

展的结果。 这些机构虽然名称各异，但在体制设计上保障了教师及其教学发展等有形的机构支持。 无论

是欧美国家，还是香港和台湾地区，大学里都普遍设置了这类独立的发展机构，并在大学发展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和对教师的影响力。
我国高校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时间短，中心的职能与一些原本在人事处、教务处等部门担负的

职能尚没有清晰划分，即便是独立设置的机构，也由于传统的惯性和中心的影响力尚弱，要得到认可并

担负起相关的职能尚需时日。 因此，整合学校教务处、人事处、各院系等部门的资源，合力推进教师发展

的综合协调机构模式，是发展初期阶段的一个最佳选择。 这类机构同时也是各类教学评估委员会、督导

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组织的常设联络机构，担负着全校性的教学质量保障和监测、教学改革推动

和组织、教师工作评价等职能。
目前，我国许多重点大学从形式上都设立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这样的机构，但各校发展情况差异较

大，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 如上海交通大学就是发展比较好的例子：2011 年成立了独立建制的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学校提供了充足的经费，超过 500 平米的办公场地和专门的教师培训教室，“10+10”的专兼职

人员编制计划，规划了能够保证持续开展专业化服务的人员和组织结构。 ［7］

2.学科专业发展平台

学科专业发展平台是教师发展的重要途径，高校要破除学科即科研的逻辑，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建

立一系列的制度，进一步建设成适合教师全面履行学者职能的平台。 如在高校教师经常性的出访和国际

交流等活动中，以学科交流为牵引，能够带动课程建设和教师的职业能力提升。 如有的院校就为每一位

出国访学教师制定诸如“五个一”方案：结识一位国际知名教授、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一篇外文

文章、带回一门前沿课程、建立一个本专业交流渠道等方案，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使教师体现对学

科专业忠诚的同时，在与所在高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提升对学校的忠诚以及对人才培养工

作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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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学术共同体

该平台的目标是使教师共同致力于创新教学的各种实践。 如中国海洋大学在学校层面建立的优秀

课程教学观摩行动研究的制度平台，通过尝试探索优秀教师课堂教学的特点，以“析法”“论理”“激思”
“研教”的方式，促使青年教师反观自己的教学并提升反思性学术实践能力，最终使得教学学术发展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凸现出来。
该平台在学院层面还可以通过建立网络教学论坛， 邀请有关教师参与论坛谈论和分享教师教学和

学生学习等方面的感受，作为同行间讨论和反思的催化剂，带动学院的教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 学院层

面教师专业化成长共同体的建设非常重要。 早在 1986 年，时任美国教育研究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教授

舒尔曼的研究就提出，教师除了应具备学科知识与一般教学法知识外，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发展另一种新

的 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即“教师个人教学经验、教师学科内容知识和教育学的特殊整

合”，是“教师最有用的知识代表形式”。 ［8］通过教师间的交流，探讨学科教学知识、取长补短、积累经验，能

够有效地促进共同体内成员的发展。
4.项目平台

项目也是一种平台，是高校教师非常熟悉的研究或实践途径，是为了某一目标而执行的任务，如教

研项目、科研项目、教育部质量工程项目中的教学团队建设，等等。在欧美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高校教师/
教学中心，都设置了教学发展项目，有些还鼓励教师及研究生联合申报，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还可以

得到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
我国东北师范大学以“学院试点”项目为中心，推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实践的做法，就充分发挥了大

学内部项目平台的作用。 ［9］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舒尔曼创建的卡内基大学教学研究院

（Carnegie Academy for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CASTL）项目，在运行的十年中先后资

助了来自美国各高校的 1000 多名教师参加研究，内容涉及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学习评价与教学评估、
认可与奖励制度等，推动了“教与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10］的研究，帮助教师克

服在本单位从事研究的隔绝与孤单。
我国高校一般都在教学管理部门建有教学基金项目制度，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内容包括

课程改革、教学法研究、教师和学生研究等，研究结果或以论文形式完成对教学改革的经验总结和反思，
或是固化成新的教学内容、教学课件、教学模式和方法等。 但这类教学基金项目还需要在操作过程中，明

确目标和针对性，致力于形成教学学术共同体，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和帮助等进行改进。
（二）培训指导模式

教师发展的培训指导模式主要包括教师入职培训、教学督导、教学评估等以专题形式组织的培训和

指导性教师发展路径和操作方式。 较之以平台支持模式，培训指导模式的活动设计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和

明确具体的教师发展目标和效果。
1.入职培训

入职培训即岗前培训，是指以新补充到高等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或其他人员为受训对象，
对其进行初步的职业适应性培训。 欧美高校入职培训（New Faculty Orentation）一般是针对新教师（即刚

完成最后学历教育并在高校第一次获得学术工作的人）［11］（15），旨在为新教师适应学校文化、平衡工作和

生活等提供有效指导和帮助的校本化服务和针对性培训活动。
我国高校的入职培训主要是依据原国家教委 1997 年的政策文本要求开展，新教师必须学习不低于

110 学时的理论课程，内容包括高等教育法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和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四

门教育理论课，以集中授课为主要形式。 ［12］但是，由于我们是在传统的教师管理和师资建设的思路中行

进，尚未建立起长效机制并发挥教师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如何将集中培训和个性化、丰富的学术活动

宋文红：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模式的系统建构

47



·2015 年第 6 期

指导结合起来，让新教师尽快融入大学组织，在实践中掌握教师职业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形成相互间的

帮助和支持，建立起学习共同体的范式，是未来新教师培训需要关注的问题。
2．教学督导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欧美国家的高校普遍设立教师发展中心，在校园里活跃着一群教育教学

发展的专业人士（Educational Developer 或 faculty Developer），他们用学术的方法研究高校教学实践并

建立起了业内认可的学术专业领域（scholarship of academic development）［13］，使高校教师发展、教学发

展和组织发展工作走向制度化。 与此同时，我国高校也建立起了一支具有自身特色、不同于其他的教学

督导队伍，发展至今已成为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们通过涉及面

广泛的调研、督促、检查、评估、指导、咨询等工作，也发挥着促进教师及其教学发展，最终促进学生的成

长与发展的作用。 其工作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常规听课督导、专项调研督导、教师评价与咨询、课程评估

与指导等形式。 特别是在教师课程教学的个体咨询和指导方面发挥了“传帮带”和专业指导的作用。
教学督导是我国高校比较传统和常见的方式，能够使教师获得关于教学的建设性反馈，将其转型到

教师发展和教学促进专业服务方面，定位为教育和教学发展者的角色，是推动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发展的

有效路径。
3.教学评估

我国高校普遍开展的课程评估或教学评估工作，或是为了促进课程体系和专业建设，或是为了评价

课程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实、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成为高校

质量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 因此，通过评估可以推动教师及其教学的发展。
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例，自 1986 年开始的课程教学评估，已连续开展近 30 年，从“评优树标”的“终结

性评估”发展到对“过程性评估”的关注，再到建立“发展性评估”的模式，评估在学校里发挥着推动教师

专业成长、引领课程教学改革的作用。 特别倡导对育人过程的把握，调动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关注评估促进教师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发展性指导模式中，教师获得的专业知识不再是集中培训时的知识条目和枯燥理论，而是生

动的案例和经验，即便是不足和遗憾，也激发出发展愿望和新需求，有助于推动传统的以“教师-教材-教

室”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经验-活动”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模式的转型。
（三）自主发展模式

教师的自主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教师自我指导、情境学习和建立档案袋等教师主动的发展方式。 与

平台支持模式和培训指导模式的不同在于，教师不是被建构和被发展者，而是积极的自我建构和发展的

主体，是一种主动发展模式。
1.自我指导

教师的专业自我（professional self）是个体对从事教师工作的感受、接纳、肯定并将显著影响其教学

行为和效果的心理倾向，是教师自我发展的内在的主观动力。 ［14］（14）在自我指导的发展路径中，教师自身

在职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力资源部提出了一个自我指导的学习过程模型， 用于指导大学职工的自我发

展。 该学习模型奠基在三个主要原则之上：①认识到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真实自我（REAL self）之间

的差距，这些差距就代表着去学习和提高的首要动力；②遵循 70/20/10 学习法则，创造和实施一个具有

挑战性的和现实的自我发展行动计划；③在学习者和督导者（supervisors）之间持续发展对话，因为二者

都有责任确保整个学习过程的发生。 ［15］因此，该模式也是一个具体的教师自我发展的操作路径，也适用

于组织的学习与发展。
教师可以通过准备一个自我指导的计划，包括个体发展目标、原则、策略和活动，所需资源和未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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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内容，来指导个体的专业发展。 自我指导的专业发展途径很多，包括与同事一起的学习和讨论，加入

一个教师研究团队，参加学术会议、教学工作坊，开展课堂改革项目，参与课程开发，通过网络开发资源，
等等。 自我指导式发展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专业发展责任感，提高发展动机。

2.情境学习

高校教师情境学习的途径有很多，一是高校普遍成立教师 \ 教学发展中心后，提供了经常性的各类

教育教学研讨会、报告会、工作坊等活动可供教师选择。 二是各个院系都有学科专业规划和队伍建设思

路，或者课程建设团队等，通过与同事共事、参与研究、观摩资深教师的课程教学、请同行指导等，有助于

形成合作学习情境。 三是丰富的在线资源和学习途径。 如以 Coursera、edX、Udacity 等三大课程提供商的

诞生为标志的大规模网上在线课程（MOOCs）的迅猛发展，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名校课程，对大学及其

学习方式带来巨大影响，使得教师终身学习、师生共同成长成为了必然，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自我学习

和发展的环境条件。 再如美国大学近十年来推动的公开进入（open access）运动，强调大学作为知识创

造、应用和传播主体的社会责任，鼓励教师把自己的学术论文发表在本校学术论坛上，使研究结果公开、
可批评、可评估、可以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财富，由此增加教师间的自由交流和探讨，达到互动、反馈、
分享、提高的目的。 ［16］

3.建立档案袋

档案袋（portfolio 或 Dossier）或电子档案袋（e-portfolio）是欧美国家普遍用于教师质性评价的方法，
由于关注评价的发展性、反思性功能，具有促进教师“有结构”地反思自己的作用，也成为了教师专业发

展的重要途径。
早在 1980 年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就出版了教学档案袋指南， 将教学档案袋用于大学教师评价，作

为大学教师求职、聘任、晋升必须提供的一个概括性的个人工作记录。 ［17］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要求教师

总结三个主要类别的内容：教学方法或理念，教学职责，教学效果的证据；大学的教学档案信息系统记录

了教师教学效果、范围、复杂性和个性等内容，反映出教师过去几年教学的进步。 ［18］这些由教师提供的描

述资料是教学有效性的证据，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证据和教学成效判断的依据。
我国高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也有许多的文本档案，如指导文件类：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

大纲等；课程教材类：教材、讲义、教学参考文献资料等；计划设计类：教学计划、教学日历、教案设计等；
执教过程类：讲稿、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等；成绩考核类：命题、评卷、报告、成绩报表等。 将这些陈列性

材料与对教师自己的成就、风格、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内容的个性化描述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为记录和

反思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的档案袋，并不断更新，就能够发挥教师自主发展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电子档

案袋的使用，还有助于推动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
（四）混合生成模式

教师发展的混合生成模式，主要包括专业协会和网络模式等教师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混合生成模式

既具有平台作用、能得到专业的指导，又为教师自我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因此，是广受欢迎且行之有效

的模式。
1.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在专业性职业发展和从业人员专业化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国际上在推动教师专

业化发展方面极为活跃的高等教育专业与组织发展协会（POD）、国际教育发展联盟（ICED）和教职工与

教育发展联合会（SEDA）就是优秀范例。 其共同的使命都是维护各自会员的权益并提供相关服务，以促

进教师、教育机构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目标，特别是多元化的国际同行成员的构成加速了全球教师及教

育发展的进程。 从三个教师发展专业协会的活动内容与形式来看，都通过举办定期的国际性会议与出版

会刊的形式，组织各种研讨会、培训班等活动，为教师专业发展者和研究者提供经验交流与成果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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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从协会的组织决策与管理模式来看，采用委员会制进行管理，协会主席的任期没有终身制度，体现

了协会的民主精神，使所有会员享有均等的发展机遇，并培养专业精神。
我国与教育相关的学术组织，如中国教育学会下的全国教师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其分会

等，都在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近些年召开的学术会议都涉及高校教师发展主题，可以在进一步建构

高校教师发展专业协会上发挥作用。 特别是在学会活动的国际影响、组织和管理的民主模式等方面的改

进，将进一步推进高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网络模式

网络是一种新的组织模式，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网络技术发达且应用广泛的欧美国家，重

视教师发展网络在推动专业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如美国国家工程教育联盟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八

个不同机构联合的网络，通过设计、实施和评估本科工程教育新方法，强调多学科综合、团队合作和沟

通、实践和实验室经验、开放式问题公式化和解决，以及行业的“最佳实践”案例，来分享基于网络学习环

境的新教学模式。 ［19］再如美国俄亥俄学习网络（Ohio Learning Network，OLN）旨在提升该州内大学教师

教学水平，网络成员达到 83 所大学。 ［20］该网站有很多的电子资源，如为教师提供教学方法和策略，为各

校教学设计者、远程学习管理者、教学促进中心等提供在线支持，还提供 Web2.0 环境下的一些有趣的合

作和交流，如高校教师博客群、第二人生虚拟世界中的 OLN，定期预约的实时聊天和辅导等。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在教育部指导下，以两个全国中心为龙头、六个大区中心

为骨干，省级中心和重点大学的重点学科为培训点的三级高校师资培训的网络体系，发挥着“师资培训、
组织协调、研究咨询、交流信息”的职能。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则主要利用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
以培训网站为载体， 以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省级分中心和城市分中心为支撑， 开展高校教师培训工

作。 这些网络体系和组织在今后的工作需要从“教师培训”转向“教师发展”，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供更

为广泛而生动、便捷且即时的发展项目，满足教师的不同发展需求。 同时，日益增多的各高校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络联盟，共享信息资源，共同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图 1 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模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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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本研究提出的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模式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归纳。 各个学校定位及发展水平差异

也较大，在教师专业化发展思路及做法上也各有特色，如何在大学教育范式变革的时代，关注“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育范式转型，需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重构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框

架和模式系统（见图 1），真正推进高校教师专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高校在教师专业化路径上都需

要充分考量与设计的。 任何单一的模式都难以达成可持续的专业化目标。 加之，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

会组织，维系其活力和发展的是大学文化和精神，关注大学文化的建设、大学精神的培育，建设大学与教

师和学生“同成长、共发展”的生态才有助于教师的终身发展和大学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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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already become a common trend in the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field and is institutionalized as measures to improve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quality.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ludes the efforts to help faculty members improve
themselves in teaching，research，service and management. 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as alien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deas from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suprema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lack of
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continuation of old teaching model. This paper brings forth four model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fic paths or ways, uses some instances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models and mak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current practices. The framework and model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facul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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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版（现代创造教育论》、（欧洲中世纪大学》等著作或教材6部，在《高等教育研 

究》、《现代大学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近70篇。主持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研究和教育规划 

课题5项，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编者推介】宋文红教授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不但个人成果显著,而且她带领的研究团队也连续 

三次被评为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本刊发表的《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模式的系统建构》一文， 

提出了适合我国髙校教师发展的四类模式及其具体发展路径，并以具体实例阐释各类模式的可行性，对于 

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整体推进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