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7期  总第260期 Continuing Education

-   57   -

探索与实践

教师职后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高校工科青年教师为例

孙 晶  王 奇
辽宁医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 要：职后培训是工科青年教师提升其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各高校工科青年教师的职后培训中，普遍存在着实

践性培训较少 、培训人员及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培训经费不足等现象。本文针对工科青年教师职后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提高

职后培训效果的有效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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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校而言，学校的核心发展动力是师资力

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高校青年教

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问题成为高校师资力量培养

和储存的首要问题。高校师资培训包含职前教育和职

后培训两个阶段，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促

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在终生教育理念下，教师的职后

培训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可忽视。教师的职后

培训重在培养高质量的教师，是对岗前培训的一种完

善，是更新教师知识、增强专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工科青年教师大部分为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缺乏

教学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同时，工科学生的

培养具有与实践性强、知识更新快、创新性要求较高

等特点，这对工科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优质的职后培训对于工科青年教师教

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尤为重要，可以为其专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高校工科青年教师职后培训的主要形式

（一）会议培训

会议培训一般又分为学术会议和教学研讨会议

两种，前者主要是相似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之间的讨

论和交流，后者则主要是针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

的旨在提升教师教学质量的培训。此种培训方式周期

短，时间灵活，但培训效果不明显，往往流于形式。

（二）短期培训班

短期培训班一般是针对特殊人群进行培训，有

青年骨干教师培训、双语教学教师培训、多媒体软件

辅助授课培训和承担慕课教师培训等。此种培训针对

性强，教师在短时间内某方面的能力将得到大幅度提

升。但是，如果教师在培训后不能立即将培训成果应

用到教学实践中，培训效果甚微。

（三）在职期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及进入博士

后流动站

教师入职一段时间后，由于自身发展的需求，一

般会选择攻读更高一层次的学位。此种方式在青年教

师中最为常见。继续攻读学位会使工科青年教师进一

步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在学术水平有大幅度提升。

但如何平衡工作与学习、科研实验与教学之间的关

系，始终是困扰广大工科青年教师的难题。

（四）进入生产一线进行实践培训

工科学生毕业后一般都要进入企事业等一线生产

单位，因此，工科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强调其实践能

力的培养。工科课程与实践结合紧密，但很多青年教

师在授课之前没有实践生产经验，从而造成授课内容

空洞枯燥，不贴合实际。因此，工科青年教师需要加

强实践生产内容培训。据调查，目前高校针对工科青

年教师的开展的此类培训所占比例较少，针对性差，

内容和形式也都比较单一。

（五）短期课程培训

工科青年教师在入职后，往往会针对所授课程，

选择一些优秀高等院校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培训，培

训周期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到一年。此种培训形式

下，教师能全心投入到教学内容的学习和专研中，培

训效果明显。

另外还存在网络在线培训、出国进修培训、专家

进校园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

二、高校工科青年教师职后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知识培训较多，实践培训较少

在工科青年教师职后培训的目标追求上，高校主

要关注的是教师教学理论知识的丰富、教学手段的提

高和学历层次的提升，但忽视了工科教师实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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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教师本身

没有实践经验，所授课程内容就无法做到生动形象，

也无法使学生真正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与

培养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的工科学生

的教学目标背道而驰。

（二）培训人员和培训时间问题

在工科青年教师培训的时间安排上，往往采用

集中培训的方式，培训时间过于僵硬化，缺乏弹

性。工科青年教师刚入职不久，授课任务较重，因

此集中培训的方式会给在一线授课的青年教师会造

成极大困难，无法平衡工作与培训的时间；而对于

在职期间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更是面临着

学业和工作无法兼顾的困扰，此类教师学业压力较

大，授课任务有时无法找人替代，还会同时面临职

称晋升等众多现实问题。

（三）职后培训经费问题

培训经费是工科青年教师进行职后培训的基本物

质保障。一般职后培训的经费由教师所在学校或国家

承担，少部分由学校以及教师本人共同承担，极少部

分由教师个人承担。据了解，学校对骨干教师培训

方面一般会设置专项资金，非骨干教师的培训经费

一般不予报销，而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往往为非骨干

教师，这大大损害了工科青年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

性。另外，部分高校尤其是工科为其非主干学科的

院校，往往缺乏针对工科青年教师实践性培训经费

的设置和投入。

三、高校工科青年教师职后培训发展的对策

（一）重视和增加实践性培训投入

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工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在

学生能力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教师的实践经验和

实践能力更是关系到教学效果的优劣。以食品专业某

种食品的生产工艺为例，如果教师本身都没有见过该

产品的生产线，没有实践经验，在授课过程中就无法

做到结合实践讲解，说服力和可信度会大大下降。因

此，工科青年教师必须具有一线生产经验，能上得讲

台，更能下得车间。学校应重视对工科青年教师进行

实践性培训，加大对此类培训经济和实践的投入。

（二）开拓职后培训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目前工科青年教师职后培训途径和方法名目繁

多，效果不一而足，培训针对性较差。青年教师在进

行选择时往往会感觉迷茫，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培训

形式，对培训效果存在疑虑。在当今网络大数据背景

下，教师可根据自身需要，寻求适合自身所授课程和

自身所缺乏能力的培训方式，如参加在线课程培训、

网络教学培训班和网上慕课培训等各种新兴培训方

式，打破学校有限的培训形式和资源的限制，使得培

训方式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

（三）建立合理有效的保障体系，鼓励工科青年

教师参加各种进修和培训

工科青年教师是工科院校教学质量发展出身的

生力军，是高校教学体制改革的未来和希望。工科青

年教师一般为非师范类专业出身，普遍具有教学基础

差、教学理论弱、教学方法不灵活等缺点；同时，

由于目前某些高校在职称晋升考核中存在着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导致工科青年教师把大部分的

精力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不重视各种职后培训，

尤其是针对教学能力提升的培训。为此，工科院校

必须制定相应政策和规定，从培训资源、培训机

会、时间和经费等各个方面，保障工科青年教师能

不断有效参与到职后培训中，使自身的教学能力和

科研能力得到同步提升。

（四）制定相关政策，对高校青年教师职后培训

效果实行监督和考核

目前青年教师职后培训形式繁多，但职后培训

的效果差异较大。如会议式培训，培训者一般将其视

为与从事相似科研领域的熟人间进行交际的形式，对

大会日程内容基本不参加，更有甚者仅将其视为一次

旅游观光的机会。针对类似培训，学校应制定相应的

培训后考核方案，如让参会者回校后进行经验交流报

告等，向其他未能参会者展示参会所得到的知识和信

息，从而加强对培训效果的监督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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