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４月

第３３卷　第２期
教　育　科　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ｐ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４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欧洲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历史与现状研

究”（ＣＩＡ１４０１８６）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作者简介〕吴薇（１９８２－ ），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 究 院 与 莱 顿 大

学教师教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大学教师发展研究；杨莹莹（１９９０－ ），女，福建晋江人，晋江

市教育局科员，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教师发展研究。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的建设及启示＊

吴　薇，杨莹莹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ＤＧＨＤ）是一个由高校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对高校教学改革

感兴趣的相关人员所组成的专业科学协会。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高校教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一

个平台，以促进关于教学及相关重要问题的讨论。协会由一个理事会领导，其下设两个委员会和

五个工作组，包括认证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数字媒体与高校教学工作组、健康教学工作组、培训

工作组、会员关系和青年发展工作组及培训师交流工作组。协会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国际

交流、教学质量提升和教学进修模块化和认证指导。协会通过多样的实施方式实现协会各项工

作的开展，主要有建立专业化的服务网站、出版系列丛书、举办年会和开展研讨会。德国高校教

学研究会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高校教学发展组织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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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高校教 师 作 为 重 要 的 人 力 资 源 和 高 等 教 育

质量的重 要 保 障 因 素 之 一，受 到 各 国 的 高 度 重 视。
各国高校都在 积 极 推 行 高 校 教 师 发 展 举 措，以 期 实

现高校教师 和 高 等 教 育 质 量 的 发 展 和 提 升。其 中，
高校教师发展机构提供的服务在促进高校教师发展

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德国高 校 教 师 发 展 机 构 已 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体

系，有三类高校教师发展机构：州级、校级教师发 展

机构和各类高校教师发展协会。德国各州设高校教

师发展机构，服务对象主要为本州高校教师，有的属

由州文教部设 立 的 带 有 政 府 性 质 的 组 织，有 的 由 各

高校联合设立，有 的 从 州 文 教 部 设 立 的 政 府 组 织 改

组成高校联合运行。校级教师发展机构由各高等教

育机构主办，主 要 面 向 本 校 及 与 之 有 合 作 关 系 的 部

分高校，大部 分 校 级 机 构 的 职 能 较 为 全 面。高 校 教

师发展协会属于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主要由基金会、
高等教育机构等非盈利性组织组建。

本文选 取 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ｄｉｄａｋｔｉｋ，简 称 ＤＧＨＤ，原

“高校教学工作组”）为 研 究 对 象。该 协 会 隶 属 于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联 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 称ＩＣＥＤ）。国

际教育发展联盟的主要目标在于帮助成员国家的高

等教育发展，增 强 其 与 国 内 以 及 国 际 组 织 的 联 系 与

合作。［１］在国际教育发展联盟目标的引领下，德国高

校教学研究会积极地推动德国高校教师及教学的发

展。本研究将从其发展目标、机构设置、服务内容和

实施方式四大 方 面 介 绍 该 协 会 的 建 设 情 况 和 经 验，
以期为我 国 大 学 教 师 发 展 联 盟 的 建 设 提 供 启 示 和

借鉴。
一、发展目标与机构设置

（一）发展目标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是由高校教学研究人员以

及对高校教学和学制改革感兴趣的相关人员所组成

的专业科学协 会，成 立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为 高 校 教 学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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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发展提供 一 个 平 台，以 促 进 高 校 教 学 的 探 讨 以

及教学中重要问题的讨论。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把

高校教学法看 作 是 独 立 的 科 学 领 域，主 要 关 注 高 校

的教育和培训方面的研究。［１］

（二）机构设置

德国高校教 学 研 究 会 由 一 个 理 事 会 领 导，其 下

设不同的委员 会 和 工 作 组，协 会 每 年 都 会 举 行 成 员

大会。［３］

１．理事会。
理事会由１名主席，２名第一副主席以及２名研

究人 员 组 成。主 席 为 来 自 马 格 德 堡－施 滕 达 尔

（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ｓｔｅｎｄａｌ）学 院 的 玛 丽 安 娜（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Ｍｅｒｋｔ）博士，主要负责汉堡地区的组织协调工 作 以

及协会的国际 交 流 活 动，如 与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联 盟 的

交流与合作 等。第 一 副 主 席 由 来 自 帕 德 博 恩（Ｐａｄ－
ｅｒｂｏｒｎ）大学的 尼 克 拉 斯（Ｎｉｃｌａｓ　Ｓｃｈａｐｅｒ）博 士 和 来

自比 勒 费 尔 德（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大 学 的 托 比 娜（Ｔｏｂｉｎａ
Ｂｒｉｎｋｅｒ）博士担任。尼克拉斯博士是教育创新和高

校教学法的研 究 骨 干，主 要 负 责 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大会指导委 员 会 和 研 究 委 员 会 的 组 织 协 调 工 作，
托比娜博士则主要负责编辑委员会及出版商的组织

协调工作，青年 发 展 组 的 组 织 协 调 工 作 和 健 康 教 学

工作组的相关工作。另外２名理事会成员分别为来

自帕德 博 恩（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大 学 的 狄 安 娜（Ｄｉａｎａ　Ｕｒ－
ｂａｎ）和来自汉堡大学职业经济教育研究院的安托妮

亚（Ａｎ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ｋｍａｎｎ）博 士，她 们 分 别 负 责 博 士

学位网站相关 工 作、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的 信 息 发

布（在Ｘｉｎｇ，Ｔｗｉｔｔｅｒ等 上 面）工 作 和 高 校 教 学 工 作

人员的再培训和网站相关工作。［４］

２．委员会。
德国高校教学 研 究 会 下 设２个 委 员 会：认 证 委

员会（ＡＫＫＯ）和研究委员会。
（１）认证委员会。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认证委员会的认证对象是

从事高校教学 培 训 与 辅 导 的 人 员，其 举 办 的 一 些 针

对高校教学的基础教学和深造教学的单独项目或系

列项目。
认证标准中 指 定 要“从 事 高 校 教 学 培 训 与 辅 导

工作的人员”，其目的在于向市场更透明的公开高校

的基础教学和资深教学所需的人员和机构应达到的

要求并且 保 证 受 其 培 训 的 人 员 也 能 够 达 到 专 业 标

准，即既能进行理论发展的研究，同时又能在实践中

成功教学运 用 。经 过 认 证 的 个 人 或 机 构 可 以 用 认

证印章、打出标题“经 过 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认 证”

或者名字里加入“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认证的……”
来为自己举办的项目作宣传。

认证标准中 指 定 要“高 校 教 学 的 基 础 教 学 和 深

造教学相关的项目”，其目的在于向市场更透明的公

开项目并且保证得到认证的活动和项目能够达到专

业标准，即拥有合理设定的项目目标、符合科学发展

的项目设计、以 及 得 到 实 践 证 明 的 项 目 内 容。项 目

举办人可以用认证印章来为自己以及其举办的项目

作宣传。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得到专家对其教学概念

的建议和反馈，同 时 也 有 机 会 和 其 它 的 项 目 举 办 人

进行专业交流。［５］

（２）研究委员会。
协会的一个重点是支持高校教学的研究方向更

明确、更系统以及更多样，特别是在研究政策 方 面。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委员会从事大学教学科研和开发

项目的评述的 网 络 化，同 时 促 进 整 个 协 会 每 年 的 年

度大会的科学研究定位，另外，研究委员会还负责研

究会的方案 设 计、筛 选 提 交 的 论 文 等。高 校 教 学 的

科研活动不仅 是 一 个 非 常 有 趣 的，令 人 兴 奋 并 且 非

常具有意义的 研 究 领 域，还 是 反 映 和 证 明 高 校 教 学

实践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
研究委员会 的 目 标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制 定 高 校

教学研究在德语国家公开化和网络化的方案并且支

持其转变；制定科学的发展青年工作者的方案；表彰

青年科学家优秀的以高校教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和

学术论文；推进ｄｇｈｄ学 术 大 会 的 科 学 定 位；推 进 高

校教学领域青年科学家的培养。［６］

３．工作组。
德国高校教学 研 究 会 下 设５个 工 作 组：数 字 媒

体与高校 教 学 工 作 组、健 康 教 学 工 作 组、培 训 工 作

组、会员关系和 青 年 发 展 工 作 组 及 培 训 师 交 流 工 作

组（表１）。［７］

（１）数字媒体与高校教学工作组。
数字媒体与高校教学工作组的整体目标是发展

理想的“数字媒 体 与 高 校 教 学”，它 可 以 对 高 校 以 及

和高校教学相关的的机构在通过使用数字媒体推广

其课程方面起到定位帮助。
（２）健康教学工作组。
健康教学工作组的目标是发展健康领域的高校

教学、实现兴趣爱好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此领域

的研究和发展。
（３）培训工作组。
培训工作组的目标是制订相应的文件以明确高

校（主席团，个人学术发展机构，高校教学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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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机构等）在制定和推进高校教学培训／
辅导项目时的方向。

（４）会员关系和青年发展工作组。
会员关系和青年发展工作组原则上是要考虑怎

样赢得新的会员，怎样长期维持会员关系，怎样促使

会员个人融入集体。
（５）培训师交流工作组。

高校教学培训师交流工作组邀请所有的高校教

学从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高校的其它雇员，就高校

培训师的自我形象、基础培训与资深培训以及专业化

交换意见。除了在大会期间的会面，还有专门的咨询

小组和分小组从事关于最新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表１将从目标和任务更细致地展现这五个工作

组的具体活动。
表１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工作组

工作组 目标 任务

数 字 媒 体

与 高 校 教

学工作组

发 展 理 想 的“数 字

媒体与高校教学”

○收集数字媒体与高校教学领域针对深造教学、辅导和研究方面的想法和概念并提出

新的方案

○比较和展示不同高校的组织结构

○讨论数字媒体在高校教学中的意义，由此得出对高校教学课程设置的要求

○明确数字媒体与高校教学在资质认证方面的作用，由此引导出高校后续发展的关键

○推动教学和技术导向领域的交流，促进联合项目的执行

○创造不同团体间的交流机会。推进合作，迅速获取网络经验

健 康 教 学

工作组

发展 健 康 领 域 的 高

校 教 学、实 现 兴 趣

爱好 者 之 间 的 相 互

交 流、促 进 此 领 域

的研究和发展

○收集健康相关的高校教学的提案

○编制健康领域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提案

○收集教学方法的提案

○编制大学现有专业列表

○收集周边国家的方案和大学专业的列表

○比较和关联职业教学和高校教育

○记录健康领域的研究成就

培 训 工

作组

制订 相 应 的 文 件 以

明确 高 校 在 制 定 和

推 进 高 校 教 学 培

训／辅 导 项 目 时 的

方向

针对以下问题制定文件：

○什么可以什么应该被列 入 辅 导 范 围 内？什 么 属 于 培 训、指 导、个 案 辅 导 等 范 围？怎

样限定和区别这些不同的培训形式？

○怎样在高校展开不同形式的培训？要达到哪些目标？其范围界限到哪里？

○不同的培训形式在高校教学、个人发展和高校发展中应该被予以怎样不同的任务？

下一步其应该向哪个方向继续发展？

○不同形式的培训里有哪些概念目前正在转变？

○不同形式的培训应该怎样结合起来，以使其具有意义和持久性（组织结构方面，高校

政策方面，教学方法上）

○高校培训师需要哪些资质认证（是否需要相关证书／哪方面的／从哪里获得）？

○高校不同形式的培训怎样得到有意义的评估？

○高校不同形式的培训怎样能持续下去，其运作资金又是哪里负担的？

会 员 关 系

和 青 年 发

展工作组

考虑 怎 样 赢 得 新 的

会员，怎样长期维持

会员关系，怎样促使

会员个人融入集体

○年度大会的设计安排

○ｄｇｈｄ的政治工作的安排

○会员的培训

○新人对于高校教学方面内容的指导

培 训 师 交

流工作组

就高 校 培 训 师 的 自

我 形 象、基 础 培 训

与资 深 培 训 以 及 专

业化交换意见

○通过制订文件来具体规定培训人员应具备的形象以及从业条件，从而提供人员资质

保证，提升专业化。

○为高校教学的培训人员准备一 个 展 示 区，如 可 在ｄｇｈｄ的 主 页 列 一 个 培 训 教 师 查 找

名单，方便寻找培训老师的人们挑选

○任一时间段都安排有两个培训老师

○发展培训师之间的相互指导和培训，促进培训师的资深教育

　　资料来源：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ｇｈｄ．ｄｅ／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ｓ．ｈｔｍｌ．

·１８·



　　二、服务内容

（一）国际交流

在交流领域，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一 直 与 世 界

和欧洲各相关组织保持紧密联系。部分是官方的正

式的专业领域 的 交 流，一 部 分 是 其 成 员 个 人 活 动 的

内容。［８］

１．参与国际教育发展联盟活动。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联 盟（ＩＣ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作为一个国际

网络，其目的在 于 促 进 高 校 教 学 相 关 的 国 内 网 络 推

动高校良好 的 教 学 实 践。作 为 高 校 教 学 的 研 究 团

体，德国高校教 学 研 究 会 是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联 盟 的 成

员。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的理事会主席根据国际教

育发展 联 盟 的 规 定 参 加 其 成 员 大 会 和 相 关 活 动。

２０１２年７月国际教育发展联盟理事会任命两人作为

全世界范围内２２个网络的总代表，德国高校教育研

究会的理事会主席玛丽安娜（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Ｍｅｒｋｔ）博士

是其中一人。国际教育发展联盟每两年在不同地点

召开一次国际性大会，如２０１４年的大会在瑞典斯德

哥尔 摩 召 开，主 题 为“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变化世界中的教育发展）。国际教

育发展联盟一本科 学 性 的 杂 志《高 校 教 师 发 展》，其

审核过程有不同级别的评定，这使得一些没有经验

的作者也有机 会 出 版 自 己 的 文 章，另 外，《高 校 教 师

发展》有专门的写作工作室负责制作有趣的网站。

２．参与欧洲学习指导研究协会活动（ＥＡＲＬＩ）。

欧 洲 学 习 指 导 研 究 协 会 （ＥＡＲＬＩ，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是基于欧洲层面的组织，但比有一国际教育发

展联盟个更广泛的目标群体。其目的在于促进在中

小学、高等教育 与 经 济 领 域 里 学 习 和 授 课 方 面 研 究

的交流。ＥＡＲＬＩ同样也是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３．参加欧洲学生指导论坛活动（Ｆｅｄｏｒａ）。

欧 洲 学 生 指 导 论 坛（Ｆｅｄｏｒ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是欧洲高校里集研究办公室、

学习指导和就业中心为一体的协会。她是欧洲国际

教 育 协 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成员。欧洲学生指导论坛的主要活动

形式是举办暑期大学，２０１１年的暑期大学（Ｓｕｍｍ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在 希 腊 的 约 阿 尼 纳 举 行，主 题 是：

“摩登时代：２１世纪的学生辅导”（"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二）教学质量提升

毫无疑问，促 进 高 校 教 学 质 量 的 提 高 是 高 校 发

展的首要任务之一。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认为促进

教学质量提升 是 自 己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并 且 强 调 教

学的改善是一 个 长 期 的 任 务，必 须 制 定 关 于 高 校 教

学方法的研 究、发 展 和 进 步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德

国高校教学研究会（ｄｇｈｄ）在总结德国促进高校教学

提升的形式和 所 取 得 的 成 效 的 基 础 上，结 合 当 前 德

国高校的教学现状、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为

德国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提出建议。［９］

１．丰富组织形式。

德国高校教 学 研 究 会 指 出，教 学 竞 赛 这 样 的 活

动形 式 未 能 使 所 有 高 校 受 益，如 在２００９年 举 办 的

“教学佼佼者”竞 赛 中，１０８所 参 与 的 高 校 中 只 有１０
所高校获得奖 项 和 资 助；在 大 众 汽 车 基 金 会 和 墨 卡

托基金 会 举 办 的“博 洛 尼 亚———教 学 的 未 来”竞 赛

中，１０５所申 请 的 高 校 中 同 样 只 有 极 少 数 得 到 了 资

助。另外，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指出，这些教学竞赛

的参与者和表现并不能反映各个高校的教学工作情

况，获得资助的 高 校 如 何 运 用 资 助 资 金 来 实 现 其 教

学质量的提升 并 没 有 一 个 有 效 的 评 估 机 制，对 那 些

十分努力参与 却 落 败 的 高 校 来 说，竞 赛 有 可 能 会 影

响其教学的 信 心 和 热 情。因 此，为 了 教 学 的 改 进 和

对活动和项目的长期、持续、广泛的支持，德国 高 校

教学研究会认为，必须建立其他的组织形式，这些形

式可以是成立一个类似于德国科研基金会（ＤＦＧ）的

德国教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可以有各种项目类型，

如普通研究、重点项目等；或者是成立一个教学基金

会或德国“教学 与 学 习 研 究 院”；或 者 确 立 一 个 资 助

计划，如２００７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ＢＭＢＦ）的

一个成 功 的 资 助 计 划———“高 校 研 究———作 为 对 高

校教学专业化的贡献”，如果定期宣传和举行这样的

资助计划，就可 以 使 所 有 对 高 校 教 学 感 兴 趣 的 学 术

工作者及高校教学研究机构都能够参与其中。

２．建立跨地区运营的高校教学中心。

为了促进教学与研究质量的改善和对教学质量

改善的持续资 助，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建 议 应 建 立

跨地区运营的 高 校 教 学 中 心，这 些 中 心 应 作 为 研 究

与教学领域各 学 科 或 专 业 小 组 汇 集 信 息、交 流 和 创

新的纽带，并且 要 发 展 出 每 个 专 业 特 定 的 教 学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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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范围要覆盖整个联邦，从信息和样本的收 集、

教学与课堂资 料 的 发 展、教 学 研 究 项 目 到 进 修 计 划

的发展和实施。

另外，研究会也提出，高校教学中心应思考以下

一些重要的问题：应该以何种方式、提供哪些帮助来

实现将一个经一所高校或研究所实践的优秀计划引

介到其他高 校？学 术 信 任 应 该 在 什 么 地 方、接 受 哪

些帮助来实现其高校教学和研究的进步？如何检验

和鉴定那 些 提 供 高 校 教 学 培 训 人 员 所 提 供 内 容 和

质量？

３．明确工作任务。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强调，各高校、各高校联盟

和高校教学中 心 应 明 确 以 下 几 项 工 作 任 务：向 所 有

阶层的教师（包括学生辅导员）提供各种形式的进修

和咨询服务，包括教学、考试、学生咨询等方面的 任

务；为高校领导、专业领域、研究委员会或其他工 作

小组在课程发展、考试的组织与评估、教学质量提高

等方面的措施 提 供 支 持；对 进 修 项 目 和 改 革 措 施 的

初始条件、影响因素、实施效果，或者是教学与研 究

领域的热点问 题 进 行 研 究，并 与 其 他 机 构 或 团 队 的

的研究成果进 行 比 较 和 分 析，从 而 实 现 项 目 和 改 革

的完善；帮助学 术 新 人 获 得 专 业 的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工

作的能力。［１０］

（三）高校教学进修标准化和认证指导

德国高校教 学 研 究 会 在２００５年 通 过 并 公 布 了

关于高校教 学 法 项 目 标 准 化 的 指 导 方 针———《关 于

高校教学进修标准化和认证的指导方针》（高校教学

工作组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在成员大会上的决议，以

下简称《指导方针》）。这其中包括，教学培训项目的

模块建设、与国际情况普遍相同的最低２００－２４０个

课时、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发展、从教学向学习的转换

以及将非正式学习作为一种学习形式纳入考量。［１１］

《指导方针》建议 相 关 高 校 教 学 协 会、机 构 和 其 他 高

校教学进修提供者使用相同的标准来设计和实施其

相关教学 进 修 项 目，该 标 准 应 涉 及 项 目 的 目 标、范

围、主题、方法和结构等内容，进修提供者可在遵 守

相同标准和指 导 方 针 的 基 础 上，自 行 组 织 和 设 计 相

关项目和计划。相同标准的实施使得进修成果在各

个进修提供者 之 间 能 够 实 现 相 互 认 可，从 而 使 教 师

获得的进修成绩和证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承认成为

可能。

为了高等教育教学与学习日益走向学生中心化

的国际趋势，高校教学研究会认为，高校教学进修在

其项目设置中 应 以 参 加 者 的 利 益 和 需 求、教 学 与 学

习经验、教学与 研 究 中 的 问 题 及 由 此 产 生 的 实 际 行

动要求为导向。

１．目标。

高校教学进 修 的 目 标 是 提 高 能 力，这 些 能 力 是

教师在其教学 与 研 究 任 务 领 域 中 所 必 需 的，特 别 应

涉及以下能力：在 各 自 的 专 业 领 域 组 织 有 助 于 学 习

的教学；进行学习目标导向的、公正透明的考 试；在

学习过程中以 目 标 为 导 向 为 学 生 提 供 学 习 建 议；参

与教学活动和 课 程 的 评 估；为 教 学 与 研 究 中 的 创 新

发展做出专业相关的或者跨专业的贡献。

２．主题领域。

主题领域遵 循 高 校 教 学 进 修 的 目 标，设 计 高 校

教师的几个中心任务领域，包括教学与学习、考 试、

建议、评估、教 学 与 研 究 的 创 新 发 展。同 时，进 修 应

帮助教师进行 自 我 反 思 和 角 色 反 思，从 而 促 进 教 师

在其专业上自我认识的发展。此外，在项目设计中，

应考虑个体差 异、网 络 学 习 和 媒 体 互 动 以 及 高 等 教

育国际化和跨文化学习等对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产

生重要影响的 因 素，进 修 提 供 者 可 自 行 决 定 设 计 这

些方面的主题项目或者是将这些因素纳入其他主题

项目或活动中。

３．模块设计。

将进修项目根据主题进行总结，分成各个单元，

这些单元被分为三个模块：基础模块、进阶模 块、深

化模块，每个单元包含６０至８０个工作单位，一个工

作单位对应４５分 钟 的 时 间 量———即 教 学 中 的 一 个

课时，整个进修计划共包含２００至２４０个工作单位。

在基础模块 中，主 题 领 域“教 学 与 学 习”至 少 要

计划出６０个 工 作 单 位。基 础 模 块 的 重 点 是 教 学 活

动中的基本问题，如学习过程的组织工作、学习情境

的设计、自学的促进等。与实践共同进行的建议、教

学实习中的课 程 试 听、教 学－学 习 情 景 中 的 刺 激 和

书面的教学研究反馈也属于基础模块的内容。

进阶模块以 基 础 模 块 为 基 础，内 容 包 括 基 础 模

块中未涉及的主题领域，“考 试”，“建 议”，“评 估”或

“质量保证和发展”和“教学与研究的创新”。在这个

模块中，也可以通过对特殊的、并且与专业相关的问

题的探讨来提 升 教 学 与 学 习 能 力，进 阶 模 块 同 时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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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促进教 学 与 研 究 中 理 论 方 面 与 实 践 方 面 的 平 衡

关系。

高级模块会 给 教 师 提 供 机 会，对 其 选 择 的 高 校

教学相关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其形式可以是单个的

项目，这些项目应旨在促进教学实践、大学课程或者

跨专业方面 的 创 新。这 些 项 目 也 可 以 专 题 研 讨 会、

实践等活动形式进行。

各个模块因其内容上的重点和在五个主题领域

中的导向而各不相同，应注意一下几点：三个模块应

尽可能包含所 有 五 个 主 题 领 域；在 学 习 完 三 个 模 块

之后，应至少掌 握 三 个 主 题 领 域；主 题 领 域 一（教 学

与学习）在模 块 一 中 应 至 少 包 括６０个 工 作 单 位；主

题领域一（教学与学习）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过程应

为必修，但主题 领 域 二 至 五 中 应 至 少 在 两 个 主 题 领

域进行至少１６个 工 作 单 位 的 探 讨；主 题 领 域 二（考

试）应尽 可 能 在 模 块 二 中 完 成，也 可 在 模 块 一 中 完

成；应确保在三 个 模 块 的 进 修 过 程 中 完 成 足 够 的 自

我反思和角色反思，这一过程应设计１６个工作单位

的时间量。

４．形式。

进修过程可以以下形式进行组织，专题研讨会、

专题训练或教学课程；个人咨询或小组咨询；课程试

听或教学活动实习；教学开发项目（提供高效教学专

业建议）；教师自主学习和研究。

高校教学研究会认为这一指导方针的发展需要

连续的推动和 完 善，根 据 高 校 教 学 进 修 推 进 过 程 中

所取得的 成 效 和 发 现 的 问 题 来 补 充 和 完 善 指 导 方

针，因此，高校教学进修要与评估、效果研究、执行研

究等同时进行和推动。［１２］

三、实施方式

（一）建立专业化服务网站

德国高校教 学 研 究 会 的 网 站 建 设 较 为 完 善，并

且尽可能地实现专业化服务。

首先，德国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官 方 网 站 的 内 容 丰

富，信息量大，包括有研究会的介绍、当前的热点 问

题、活动安排时间表、活动介绍和总结、委员会和 工

作组的介绍、成员和活动的详细信息，为了解德国高

校教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及相关活动和成果提供了一

个方便快捷的渠道和平台。

其次，除了官方网站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专业

化服务，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还分主题建设网站，如

高校课外辅 导 网 站、博 士 生 网 站。高 校 课 外 辅 导 网

站主要是对德国高校课外辅导工作以及辅导项目各

方面的综合分 析，对 高 校 辅 导 工 作 有 兴 趣 的 人 员 及

科研部门、高校 管 理 部 门 及 继 续 教 育 等 行 业 内 的 工

作者均可以在 该 网 站 交 流，网 站 尤 其 重 视 大 学 和 高

等专科学校之 间 的 交 流 和 协 作，以 及 就 读 学 生 对 这

一过程的参 与。博 士 生 网 站 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建 立，

该网站关注高 校 教 育 的 接 班 人 问 题，力 求 搭 建 一 个

网络化的信息 和 交 流 平 台，借 此 为 博 士 研 究 生 提 供

信息支持，针对 大 家 感 兴 趣 的 主 题 和 内 容 提 供 交 流

机会，并且尽可 能 以 网 络 连 接 的 方 式 使 得 有 共 同 兴

趣的人能够取得联系和合作。该博士生网站会举办

研讨会，供大家针对一定的话题和难题各抒己见，参

与者也可提出 自 己 的 论 题 并 从 自 身 视 角 出 发，提 出

当今高校教育、授课方式、学习形式等方面独到的研

究方法，为广大 的 科 学 研 究 新 生 力 量 提 供 一 个 充 满

活力和创造性的空间。

另外，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还提供网络会晤，所

谓网络会晤指的是高校教学的参与者、机构、协会以

及高校教学相关个人的非正式的会晤。会晤接收从

高校教学实践 中 所 形 成 的 各 种 话 题 以 及 问 题，并 以

合适的方式把结果以建议的形式反馈回去。网络会

晤的目的是使高校教育的实践和标准两者之间相互

协调、制定有利 于 所 有 参 与 者 尤 其 是 高 校 教 育 活 动

者的清晰 透 明 的 规 则、提 高 教 育 质 量、革 新 高 校 教

育、使高校教 育 实 践 专 业 化。该 网 络 会 晤 所 获 得 的

结论将尽可能 地 通 过 协 调 小 组 传 达 给 理 事 会，且 该

会晤致力于建 立 和 推 动 与 研 究 会 的 合 作，以 期 能 在

合作中更好地发挥研究会作为高校教学联盟代表人

的优势。［１３］

（二）出版系列丛书

怎样尽可能有趣又有效的安排高校的教学？学

生们能最佳使用的学习空间是什么样子的？该怎么

样根据科学家要求的，为各项任务、学习、考试 以 及

咨询做好高品质的准备？在结构和方法的改进以及

革新的努力 中，他 们 该 做 些 什 么 以 获 得 支 持？当 今

的教学和学习 方 面 的 研 究，尤 其 是 与 高 校 教 学 以 及

实践相关的研 究 该 以 怎 样 的 形 式 被 整 理 加 工，从 而

使得从中获取 的 成 果 可 以 合 理 的 转 化 到 教 学 中 去？

这些所有以及 其 他 的 一 些 问 题，都 是 高 校 教 育 学 家

们数十年来一直所努力研究探讨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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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６９第一期“高校教学小组”，也就是１９７１
更名的“高校教学联合会”（简称 ＡＨＤ）杂 志 发 行 开

始，高校教学研究会 就 一 直 借 助《高 校 教 学 视 点》系

列丛书来发表 他 们 针 对 当 今 高 校 教 学 话 题 的 看 法，

通过这种方式 把 最 新 的 研 究 成 果、经 验 以 及 草 案 引

入到高校教学 形 式 讨 论 中 来，为 此 还 经 常 召 开 更 大

型的公开讨论会。２００９年出版了名为“教学和教学

文化的转变”的第１２０期杂志，该期也正好是该系列

丛书成立４０周年的纪念刊。［１４］

自该杂志的１２１期开始，每一个ｄｇｈｄ成员一年

中至少有一次免费订阅任一“视点丛书”的机会。自

２０１３年开始，研究会的理事会召开了一系列的编辑

董事会，其目的 在 于 更 好 的 促 进 视 点 丛 书 的 进 一 步

发展。此外，理 事 会 还 制 定 计 划 每 年 发 行 主 题 期 刊

和会刊。

（三）举办年会

研究会每年 都 会 举 行 年 度 大 会，会 上 就 理 事 会

成员的任免、认证标准的设定和实施、研究会的定位

和目标、各工作 组 的 工 作 内 容 和 取 得 的 成 效 等 问 题

进行讨论，进而进一步明确研究会的目标和定位，以

及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内容。

（四）开展研讨会

研讨会是许多教师发展中心常用且行之有效的

活动形式，是一种针对具体讨论主题进行研究、讨论

交流的形式。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在 许 多 活 动 中，

采用开展研 讨 会 的 活 动 形 式。如２０１３年３月 在 马

格德堡（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举行的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

大会找 来 了 一 个 针 对 高 等 专 科 学 校（ＦＨＳ／

ＨＡＷｓ）教 学 质 量 协 定 项 目 的 论 坛，该 论 坛 的 目 的

是支持高校间 网 络 的 联 系，论 坛 的 进 行 主 要 以 研 讨

会的形式展开，就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探

讨，同时，来自巴伐利亚州高校教学中心、巴登－符

腾堡州高校教学中心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校

教学联盟依据其多年的建设经验分享他们宝贵的高

校 教 学 经 验。来 自 德 国 联 邦 教 育 与 研 究 部

（ＢＭＢＦ）、巴伐利亚州高校教学中心、巴登－符腾堡

州高校教学中 心 以 及 许 多 高 校 的 代 表 们，就 高 校 项

目中面临的三 个 紧 迫 的 问 题 进 行 了９０分 钟 的 自 由

研讨，包括集中和分散结构、可持续性和连续性、资

源共享和网络化。

四、对我国建立大学教师发展联盟的启示

高校教师发展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组织机构的平

台作用。组织机构建设既是教师发展实现组织化和

制度化的重要 保 障 更 是 教 师，发 展 活 动 的 实 施 载 体

和工作 母 机。［１５］德 国 高 校 教 学 研 究 会 属 于 民 间 组

织，致力于为高校教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以

促进高校教学 的 探 讨 以 及 教 学 中 重 要 问 题 的 讨 论，

推动高校教 学 的 发 展。其 与 我 国 由 北 京 大 学、香 港

中文大学等高校教学发展中心于２０１３年发起 成 立

的民间组 织———两 岸 四 地 高 校 教 学 发 展 网 络（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ＨＥＤ）同为国际教育发展 联 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ＣＥＤ）的２４
个成员中的一员。两岸四地高校教学发展网络也致

力于增进高校 教 学 发 展 机 构、教 学 发 展 工 作 者 和 一

线教师之间的 交 流，推 动 和 促 进 各 学 校 教 学 发 展 工

作的开展。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以其明确的发展目

标，国际化的视野，建设性的指导，丰富的实施方式，

在德国高等教育和高校教师发展领域发挥着较大的

影响。协会的建设经验和实施方式可为我国两岸四

地高校教学网络及其他教师发展机构的建设提供一

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目标明确，权责分明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作为德国的一个高等教育

发展联盟，在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即

为高校教学研 究 和 发 展 提 供 一 个 良 好 的 平 台，以 促

进高校教学的探讨和教学中重要问题的讨论。协会

的机构设置、提 供 的 服 务 内 容 以 及 项 目 和 活 动 的 实

施方式，均围绕这一发展目标而开展。

德国高校教 学 研 究 会 的 机 构 设 置 分 工 明 确、权

责分明，由一个理事会领导，其下设两个委员 会：认

证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以及五个工作组：数字媒体

与高校教学工作组、健康教学工作组、培训工 作 组、

会员关系和青 年 发 展 工 作 组 及 培 训 师 交 流 工 作 组。

理事会共有５名成员，主席、副主席和研究员根据自

己的专长和理事会的工作任务各自负责不同的工作

内容，成员之 间 分 工 协 作 并 经 常 进 行 工 作 交 流。认

证委员会主要负责为从事高校教学培训和辅导的人

员及其举办的 一 些 针 对 高 校 教 学 的 项 目 进 行 认 证，

研究委员 会 负 责 大 学 教 学 科 研 和 开 发 项 目 的 网 络

化，促进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年会的科研定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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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协会的 方 案 设 计、论 文 筛 选 等 工 作。五 个 工 作

组各自设置了 明 确 的 发 展 目 标，根 据 发 展 目 标 确 定

详细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各工作组目标明确、分

工细致明确，促 进 了 协 会 各 项 工 作 的 有 效 开 展 和 发

展目标的实现。

（二）关注国际交流，加强国际化

从德国高校 教 学 研 究 会 提 供 的 服 务 内 容 来 看，

协会尤其关注国际交流和教学。协会将国际交流作

为一项重要的 工 作 内 容，认 为 交 流 是 促 进 协 会 发 展

的一个重要途 径，通 过 国 际 交 流 既 可 以 了 解 其 他 组

织的发展和工 作，也 可 以 让 其 他 组 织 更 好 地 认 识 和

了解协会，从而促成良好的合作，促进目标的实 现。

协会与其他组织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和协作，如ＩＣＥＤ
（国际教育发展联盟）、ＥＡＲＬＩ（欧洲学习指导研究协

会）、Ｆｅｄｏｒａ（欧洲学生指导论坛）。

研究会的成员中不仅有来自各类型高校的工作

者、教师、学生 等，还 包 括 国 外 的 会 员。在 周 年 大 会

上，他们邀请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专 家 学 者 等 就 高 等 教

育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其开展的活动也不局限在本

国。在高等教 育 国 际 化 浪 潮 的 推 进 下，该 协 会 不 断

扩大交流平台，为 德 国 高 等 教 育 走 向 国 际 创 造 机 会

做出贡献。

我国大学教 师 发 展 联 盟 的 建 设，一 方 面 要 加 强

与国内各个相 关 部 门 的 联 系，另 一 方 面 联 盟 应 进 一

步推动我国高 等 教 育 走 向 国 际，使 我 国 大 学 教 师 发

展的理念与实践能够紧跟时代前沿又能体现中国特

色。这样的一个联盟应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为

使命，积极地参 与 到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和 教 师 发 展

等的活动项 目 中 去［１６］，在 与 他 国 专 家、学 者 等 的 交

流中，加强学习和借鉴，从而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

上促进我国大学教师的发展。虽然这样的过程任重

而道远，但我们 应 坚 持 这 样 的 一 种 教 育 理 想 并 为 之

不懈努力。

（三）重视教学，形式多样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将促进教学质量提升视为

自己的一项重 要 任 务，强 调 教 学 的 改 善 是 一 个 长 期

的任务，必须制定关于高校教学方法的研究、发展和

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协会在总结德国促进高校

教学提升的形 式 和 所 取 得 的 成 效 的 基 础 上，结 合 当

前德国高校的 教 学 现 状、所 面 临 的 问 题 和 所 处 的 困

境，为德国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提出建议：丰富组织

形式；建立跨地区运营的高校教学中心；明确工作任

务。此外，高校 教 学 研 究 会 通 过 制 定 高 校 教 学 进 修

标准化和认证指导方针，建议相关高校教学协会、机

构和其他高校教学进修提供者使用共同的标准来设

计和实施其相 关 教 学 进 修 项 目，协 会 为 进 修 项 目 的

目标、主题领域、模块设计和形式均提供了非常详细

和丰富的内容和建议。协会认为共同标准的实施可

以使进修 成 果 在 各 个 进 修 提 供 者 之 间 实 现 相 互 认

可，从而使教师 获 得 的 进 修 成 绩 和 证 书 在 全 国 范 围

内得到承认 成 为 可 能。此 外，他 们 也 关 注 到 了 新 进

青年教师的发 展 特 点 与 规 律，建 议 不 同 类 型 的 高 校

与学科专业建立自己的发展体系。

为实现协会的发展目标，提供相应的服务，协会

实施了多样的 活 动 方 式，包 括 建 立 专 业 化 的 服 务 网

站、出版系列 丛 书、举 办 年 会、开 展 研 讨 会 等。德 国

高校教学研究会（ｄｇｈｄ）的网站建 设 较 为 完 善，并 且

尽可能地实现 专 业 化 服 务，其 官 方 网 站 的 内 容 和 信

息丰富，此外还建设了分主题网站，如高校课外辅导

网站、博士生网站。高校教学研究会一直借助《高校

教学视点》系列 丛 书 来 发 表 他 们 针 对 当 今 高 校 教 学

话题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经验

以及草案引入 到 高 校 教 学 形 式 讨 论 中 来，并 经 常 召

开大型的公 开 讨 论 会。协 会 每 年 都 会 举 行 年 度 大

会，会上就理事会成员的任免、认证标准的设定和实

施、研究会的定位和目标、各工作组的工作内容和取

得的成效等问 题 进 行 讨 论，进 而 进 一 步 明 确 研 究 会

的目标和定 位，以 及 具 体 的 工 作 任 务 和 内 容。研 讨

会是许多 教 师 发 展 中 心 常 用 且 行 之 有 效 的 活 动 形

式，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ｄｇｈｄ）在许多活动中，采用

开展研讨会的 活 动 形 式，就 某 一 具 体 问 题 进 行 深 入

探讨或分享组织建设经验、教学经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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