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年３月
第３７卷 第２期

高 教 发 展 与 评 估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２１
Ｎｏ．２，Ｖｏｌ．３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８７４２．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７

荷兰莱顿大学教师发展工作运行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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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荷兰莱顿大学的教师发展工作，以教学研究院为核心，协同人力资源管理部与教

师委员会形成了“发展对话－教师研究－活动落实－质量评估”循环作 用 的 教 师 发 展 工 作 运 行 机

制：对话学校与教师发展需求，形成教师个性化发展契约与发展 共 识；研 究 教 师 发 展 规 律，在

教师理论基础上指向具体学科与教学法，提高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落实教师发展项目，严格

把好大学教师资格关卡，配套个性化可选择性发展项目；评估教师发展质量，在“校内评估、校

外评估和政府监督”质量监控框架下，改进教师发展工作。在扩展国际研究视野基础上，借鉴

莱顿大学有效的教师发展工作运行经验，反思中国高校教师发展的工作实践，有必要在“学校

与教师对话”“教师研究主题”“活 动 设 计 落 实”“发 展 质 量 监 控”等 方 面 进 一 步 精 细 化 相 关 工

作，从而促进高校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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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荷兰的大学教师发展工作顺应其教师教育工作已逐步走

向成熟阶段［１］。荷兰的研究型大学已相继建立本校教师发展机构，在研究型大学教

师发展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如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师研究院（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ｃａｄｅ－
ｍｙ），乌特列支大学教学与学习中心（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阿姆斯特

丹自由大学教育培训、评估、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等。莱顿大学建于１５７５年２月８日，是荷兰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
被法国百科全书称为“欧洲第一流的大学”，１９世纪下半叶，莱顿大学已跻身于世界

名校［２］。“致力于教育、知识创新和全面性研究的推广”的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成立，
莱顿大学是１２个创立成员之一 。经历了近４５０年的发展，莱顿大学跻身于世界一

流大学行列，成为一所举世瞩目的国际研究型大学。２０１９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大

学排名》（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中，莱顿大学居６８
位。其中，在人文科学专业（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排名中，莱顿大学的历年排名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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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第１位（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Ｎｏ．１）。纵观其发展历史，莱顿大学

秉持“教师对于大学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的办学理念，始终认为大学成功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是教师质量，并不断加大其教师发展工作力度［３］。因此，考察莱顿大学教师

发展工作的组织架构、运行路径、实践机制等，总结其发展经验对于中国当前开展高

校教师发展工作具有借鉴学习意义。

一、莱顿大学教师管理概况

当前，莱顿大学下设７个院系：人文学院（Ｈｕｍａｎ）、考古学院（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法

学院、医学院（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自 然 科 学 院（Ｓｃｉｅｎｃｅ）、政 府 与 国 际 事 务 学 院（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社会与行为科学院（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院系下设

置２７个研究所及２个跨院系研究所，１５０多个专业。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莱顿大学拥

有来自１２０个 不 同 国 家 的２９　５２０名 在 校 生，６　７００名 教 职 员［４］。人 力 资 源 管 理 部

（Ｈ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教师委员会（Ｆａｃｕｌ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教学研究院（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以下简称ＩＣＬＯＮ）是莱顿大学教师管理与发展工作的３个

主要机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莱顿大学教师管理与发展工作关系

莱顿大学为开展教师管理与发展工作，以“执行委员会”作为工作执行机构，同时

设立“大学理事会”作为监督机构监督执行委员会工作。一方面，“大学理事会”下设

“各学院理事会”，由各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团体代表组成。各学院理事会有权就教师

的各种问题批准和提供建议，７个院理事会下再设立各自的“教师委员会”。“教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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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由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教师当选为期两年，学生为期一年，每六周召开

一次会议，就教师教学、人力资源管理和预算等问题向院理事会提出建议［５］。另一方

面，“执行委员会”下级机构“人力资源部”和“教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执行相关教师管

理和发展工作。人力资源部负责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制定人事制度框架并就人事问

题向主管提供建议。此外，他们还负责协调空缺职位、教职员人才引进等工作［６］。教

学研究院则是莱顿大学教师发展工作的核心执行机构，于１９９５年成立，独立于行政

和院系体系，与各院系联系密切，在各个院系均设有１－２名专门的联络员，各学院则

将教师发展工作授权给ＩＣＬＯＮ。ＩＣＬＯＮ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教师教育、在职教师培

训、教育设计和创新、员工发展和高等教育组织发展等工作。整体来看，莱顿大学从

组织层面设置人力资源管理部、教师委员会、教学研究院共同负责教师管理与发展工

作，从编制、标准、发展等方面规范教师管理、选聘和发展工作。

二、莱顿大学教师发展工作运行机制

大学教师发展区别于传统大学教师培训，以教师主体需求为主，体现“以人为本”
理念，重视教师自主性、个性化发展［７］。莱顿大学注重每位教师的发展，立足于教学、
研究与组织等功能于一体的核心机构“教学研究院”，与其他机构共同协作，已逐渐形

成“发展对话－教 师 研 究－活 动 落 实－质 量 评 估”循 环 作 用 的 教 师 发 展 工 作 运 行 机 制。
“教学研究院”下设中等教育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高等教育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其中，ＩＣＬＯＮ高等教育部的核心功能是研究教

师发展需求、研究教师发展规律、研究教师发展项目、研究教师发展质量，致力于调动

教师的发展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工作包括：课程开 发（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质量评估与认证（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教师发展（ｓｔａｆ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教育技术服务（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等［８］。

　　（一）学校与教师发展对话

莱顿大学各院教师 委 员 会 下 设 各 院 教 师 评 估 委 员 会（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开展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对话活动，称为“表现与发展访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访谈每年 至 少 开 展 一 次，新 教 师、后 进 教 师、申 报 高

一级职称的教师等都会接受访谈工作。委员会成员至少由３名 经 验 丰 富 的 教 师 组

成，充分调查参加访谈的教师的个人教学经历，审核教师应达到的要求，提出相应能

力发展要求，并提出发展建议。教师评估委员会将认真评估教师前一年里的教学结

果和发展成效，并与访谈教师达成未来教学成果与学习发展的具体协议。
莱顿大学认为，教师和学校管理者都有责任相互了解彼此的“需求”与“期望”，在

对话沟通中确定共同的发展愿景，从而促进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紧密化，形成发展

的凝聚力，才能共同朝高质量发展目标奋进。同时，莱顿大学坚信，通过“表现与发展

访谈”，能促进学校与教师共同的“反思”，并共同调整工作，不断进步并将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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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开展之前，学校会要求教师应提前准备一份８页以上的年度报告，一一陈述在这

一年里教师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发展，另外还需提交一份教学评估报告，进行教学质量

相关访谈。访谈结果用分数记录（共５分），教师是否有年度加薪，将与该结果直接挂

钩。教师委托管理者即各院院长或各研究中心和机构的单位主管或学科主任。每位

教师教学成长袋里将保存每次的访谈结果。文件袋里包含以下材料：学生反馈，教师

对自己所开发的课程的描述，教学材料，测试卷，访谈评估结果，教师的自我教学发展

反思报告。当教师储备完文件袋资料，新教师想获得大学教师资格或有经验教师想

获得加薪资格时，教师委员会将对教师再次进行评估。根据材料，教师评估委员会给

予教师提出补充信息或作出口头解释的机会。如果对决议结果有异议，教师可进行

异议或上诉，或咨询或反馈人力资源部［９］。
教师评估委员会将把访谈结果反馈给人力资源部和ＩＣＬＯＮ，并提出相应培训计

划建议。ＩＣＬＯＮ结合在各院设置的专门联络员掌握的所在学院教学及教师的详细

情况，根据该院教学问题、教师实际发展需求，开展相 应 的 教 师 发 展 研 究，并 组 织 实

施，满足不同层级、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教师发展需求。

　　（二）教师发展主题研究

ＩＣＬＯＮ作为莱顿大学各院实施教师发展工作的全权委托机构，研究教师发展规

律和组织发展项目是其关键工作之一，重在以研促教，实践与理论紧密联系，为学校

教师个人与团队发 展 给 予 持 续 性 支 持。目 前ＩＣＬＯＮ教 师 发 展 研 究 团 队 由２名 教

授、２名副教授、６名助理教授、４５名博士和９名博士后站博士组成。

ＩＣＬＯＮ根据教师实际发展需要，进行高等教育领域相关问题研究，旨在促进理

论的发展和实践的 改 进，主 要 关 注 教 师 作 为 教 育 质 量 的 关 键 因 素 的 作 用。１９９５年

起，ＩＣＬＯＮ就已开展“教学的知识基础”研究项目，下设两大分支研究主题：（１）“教师

教学基础知识”，该主题主要以“教师应掌握的基本教育教学常识”为研究内容，利用

描述性、探究性方式揭示教师认知内容、认知结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认知与信

念等；（２）“教师专业发展”，该主题主要以职前教师、新教师和有经验教师等不同阶段

教师的“知识建构”“职业认同”和“教育创新环境影响”为研究内容，探究教师在特定

环境下如何学习、学习什么、哪些因素影响教师认知及其影响程度、课程教育质量评

估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等。在大的研究主题下再开展细化研究，如语言教学类教

法使用研究；中荷高校教师教育信念比较研究；课堂交流过程 中 教 师 的 实 践 知 识 研

究；教师问题反思能力提升模型研究；生物教师的情境基础教育设计研究；教师职业

生涯中教师人际关系发展研究等。

ＩＣＬＯＮ的教师发展研究呈现三维结构关系趋势，分别从知识、技能、教学主体三

个方面开展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以促进“大学教师发展”为研究核心及出发

点；第二，以“教师”和“学科”为主题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搭建实践指导的理论框架；第
三，以具体“教学法”为研究内容构建实践框架，丰富理论研究，提升研究的实践针对

性、指导性和操作性。ＩＣＬＯＮ的教师发展研究内容尽量实现“理论联系实践，实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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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理论”目标，寻找最适合的研究“契合点”，最大程度帮助教师解决在“实际”教学实

践中遇到的问题，切实提供可实施、可操作的精准指导、支持与服务，从而协助教师最

终实现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目标。

ＩＣＬＯＮ的相关研究项目由荷兰跨校教育研究中心（Ｄｕｔｃｈ　Ｉｎ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
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以下简称ＩＣＯ）提供具体指导，ＩＣＯ是由荷兰皇家艺术

与科学学院（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ＫＮＡＷ）认可并

授权的指导机构，于１９８８年成立，是荷兰教育领域的一所研究中心，建立之初旨在促

进荷兰特文特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的合作，并为博士生提供优质课程，随后扩展至研

究项目。目前荷兰１０所大学加入荷兰跨校教育研究中心。ＩＣＬＯＮ研究团队立足本

校研究，并积极与其他院校、研究组织等开展多种交流，例如对某些主题开展共同研

究、组织学术活动、交换博士生等，并与乌特勒支大学、奈梅亨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
格罗宁根大学、埃因霍温教育学校、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教育学

院、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中国的

厦门大学等大学（学院）联系密切［１０］。

　　（三）教师发展项目落实

ＩＣＬＯＮ注重开发选择性活动与非选择性活动来满足各院教师需求。根据教师

不同兴趣、发展要求，ＩＣＬＯＮ定制不同主题的研讨会、培训课程、虚拟学习、讲座等多

种活动，教师在网站上自由注册报名或申请。为确保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而

设定的新教师培训、教研会等活动，教师则须无条件 参 加。不 同 类 型 的 活 动 相 互 补

充，以满足不同教师发展需求。同时，教师可积极反馈 或 申 请 自 己 认 为 应 参 加 的 活

动，由专门联络员进行反馈或由教师在网站上留言，ＩＣＬＯＮ则会尽快回复并满足教

师需求。在每次活动后的教师不记名或实名纸质或网络留言反馈，教师还可以在自

己的网络页面分享活动心得。

１．教师教学资格审定项目

２００８年，在荷兰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和荷兰大学联合会共同作用下，荷兰１４所研

究型大 学 达 成《大 学 教 学 资 格 项 目》协 议（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ＵＴＱ），共同开展２项资格项目：（１）针对新教师的教学基础资格项目。１４所

研究型大学的新教师只有通过考核并获得该证书，才有在大学任教的资质。（２）针对

再提升教师的教学高级资格项目。
签署该协议的１４所荷兰研究型大学分别是：（１）以医学、自然科学、法律、经济、

语言和文化、人类行为与社会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大学，莱顿大学、内梅亨大学、
鹿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乌特勒支大学、蒂

尔堡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共９所。（２）埃因霍芬理工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特文特大学，共３所理工大学。（３）１所农业大学瓦赫宁根大学和１所开放大学［１１］。

荷兰１４所研究型大学希望通过《大学教学资格项目》让教师高度重视教学工作，
使学生获得更优质的教学资源。该项目认为教师至少应具备 以 下 基 本 教 育 教 学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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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１）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具备制作和提升教学内容准备、教案设计、教学活动组织、
教学目标检测的基本能力。（２）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水平、教学

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能符合学生对大学的学习期望。（３）准备和进行授课，即教师通

过所有可能的教学形式有效应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个性。（４）管理学生，即教师能

用适合不同学生和情形的方式管理每一位学生。（５）专业化，即教师能反思并不断提

升自己的技能。参与大学教学资格项目后获得资格证书，是大学教师证明自己已掌

握教学能力的质量标志，是教师长远发展教学技能的基础。
新教师只有通过ＵＴＱ基础资格项目考核并获得该证书，才有在大学任教的资

质。ＩＣＬＯＮ专门为新教师提供以下支持活动：（１）基础教学技能课程，主题包括如何

设计课程、如何监测和评估学生学习、如何监督并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等。（２）新教师

如申请参加“表现与发展访谈”，在参加之前，ＩＣＬＯＮ将开设专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精短的访谈介绍、实践技巧提示和练习，引导教师管理者如何进行访谈评估，教师最

长可有２年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个人教学成长袋资料。（３）为了让新教师获得大学

教学资格，ＩＣＬＯＮ将提供其他多种支持，例如，协助新教师加入大学教学资格项目平

台组，为教师指派一个导师提供监督与指导，允许教师参加多项大学教学资格项目培

训，请有经验同事开展分享讲座，组织教师教学研讨会等。

２．定制发展项目

已经有教学经验的教师，ＩＣＬＯＮ将提供教师反馈需要的发展课程，提供定制的

个性化指导活动。例如“指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活动 ，教师自由注册报名，课程经

费由莱顿大学董事会提供。该课程共组织教师进行４次研讨会，每次长达４小时，指
导内容包括：（１）设计并分配小组练习作业。（２）组织小组成员讨论作业。（３）学会用

激励性教学方式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小组活动。（４）开展学习评价活动，在活动中针对

不同学科特点，给教师发放不同参考资料并给予教师足够时间准备教学活动，由专门

工作人员负责记录教师学习过程及讨论过程。
此外，ＩＣＬＯＮ还提供其他发展服务：（１）参照教学质量标准，为教师提供改进课

程建议，如如何开发课程内容、如何设计学生测试。（２）在实施与应用教育技术方面

提供支持，如指导教师如何在线学习教育技术。（３）教师在网站上预约时间，有专门

人员为教师提供个别指导或咨询［１２］。

　　（四）教师发展质量评估

作为欧洲最早在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进行质量评估的国家之一，荷兰以１９８５年

政府颁发白皮书《高等教育自治与质量》为标志，政府对高等教育从控制管理转向监

督管理。政府给予高等教育的经费预算开始削减，并将高等教育管理权下放，至此荷

兰高等教育逐渐形成“校内评估、校外评估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质量监督机制。荷

兰政府旨在通过提高高校自身自治管理权，使高校更明白质量评估应是高校本身的

任务，要更灵活地根据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但同时，荷兰政府对高校

内部评估仍会进行监督，如果评估结果显示该校教育质量不达标，荷兰政府将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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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甚至会对该校采取减少或停止教育经费投入等措施，以此起到督促高校主动改

进教育质量目的，确保高等教育质量［１３］。

１．校内质量评估

莱顿大学校内质量评估由ＩＣＬＯＮ承担，并为校外评估做准备。受 博 洛 尼 亚 进

程影响，荷兰《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案》于２００３年颁布，荷兰高校开始实行新的课程认

证程序，重视教育课程质量，课程认证中以能力本位教育和主动学习作为重要的考察

要点。ＩＣＬＯＮ高等教育部不断进行“如何提高教育课程”相关研究，并为各院提供建

议，以满足新的课程质量标准。同时，ＩＣＬＯＮ高等教育部为大学委员会建议引入新

的课程教育质量 评 估 程 序，利 用 多 种 发 展 项 目 帮 助 各 院 实 施 新 的 评 估 程 序［１４］。随

后，ＩＣＬＯＮ开始评估学生基本情况，如生源质量、学生入学前受教育信息、已毕业学

生学习反馈意见，定期进行教学课程评估，如教师课程实施效果、教师教学中教育技

术的应用效果，学生学习成果及研究进展分析，并协助各院设 计 和 制 作 数 字 调 查 问

卷、测试与检验结果。最后，ＩＣＬＯＮ将结合各院专门联络员汇报、反馈各院情况，对

学校整体情况开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覆盖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大学主要活动，具

体包括教育目标定位、学科课程设置、毕业生质量调查、师资水平、学校国际化水平与

对外联系等，评估反馈内容将作为学校未来发展规划的重要改进内容［１５］。

２．校外质量评估

荷兰大学协会每５年对莱顿大学进行一次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要内容的校外质

量评估工作。教学评估内容以学科课程学习计划为主要内容。荷兰大学协会下设由

５－７名专家成员组成视察委员会，通过审查文件资料、教师访谈等方式评估各学科

教学质量。考察完成后以公开报告的形式进行基本评价和判断。为了使评价活动更

透明，并与全国其他高校进行对比，报告详细描述评估框架和收集的数据，为每个专

业做详细的优 缺 点 评 价，提 出 改 进 意 见，而 不 是 全 校 性 的 单 一 的、总 结 性 评 价［１６］。

２００４年起，荷兰大学质量保障署代替荷兰大学协会对大学开展外部科研评估，并以

荷兰大学协会制定的《公共科研机构标准评估协议（２００３－２００９）》为标准提出改进建

议［１７］。

３．政府元评估

荷兰政府负责元评估（ｍｅｔ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ｏｒ），即荷兰政府不直接参与评估过程，而是

由教育、文化和科学部下设的高等教育视导团引导、监督、复查荷兰大学协会实施的

评估过程及结果，并汇报给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莱顿大学ＩＣＬＯＮ高等教育部

将在校内外评估结束之后对评估结果进行系统总结、反思、提出改进意见，并为各学

院制定一系列针对性的发展活动，以提高课程质量、改善教学方式。
莱顿大学依托核心机构ＩＣＬＯＮ，整体上形成了“需求对话－教师研究－活动落实－

质量评估”一体化的教师发展工作运行机制，通过需求对话发现问题，借助研究教师

问题找出解决策略，借由精准活动改善教师问题，借助内外监控评估再次发现问题，
并再次进入新一轮“需求对话－教师研究－活动落实－质量评估”的修缮模式，将反思与

总结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循环反复，不断提高教师水平，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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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国高校教师发展工作的启示

　　（一）学校与教师达成发展共识

第一，高校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表现与发展访谈，搭建协调沟通渠道，帮助学

校和教师了解彼此的期望、要求，帮助学校了解教师业绩评估结果，为教师提供职业

发展建议，并真实地听取教师的发展需求与建议，从而使大学管理者与一线教师达成

发展共识，为大学教师发展工作运行提供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形成合力，推进大学不

断发展。当前中国高校虽然有职称评审工作，对教师阶段性发展情况进行整体资料

性汇总，但是几乎未有高校常规性开设教师访谈工作以了解教师发展实况。与教师

开展对话工作，只有真正深入基层，才能了解教师的切实性发展需求。教师是高校的

被管理者，但同时又是高校管理的促进者，只有给予教师充分的话语权与沟通平台，
才能有效发挥教师的主人翁意识。与教师开展常规性对话，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

校与教师的双向约定与约束，达成学校与教师发展目标的沟通与协商。大学教师发

展侧重从教师主体性出发，通过教师的自我要求达到某种发展目标。“物质的与非物

质的奖与惩”是大学教师发展的外在动力，是现实的激励机制，而“自我价值的追求”
则是大学教师的内在动力，自我价值的追求具有自主性、自觉性与持续性特点，优于

外部动力。要实现大学教师持续、健康的发展，关键在于协调好教师发展的外部动力

与内在动力［１８］。
第二，在各学院分别设置一定比例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发展工作人员作

为专门联络员，对所在学院的教学质量及教师发展需求进行及时反馈，以此为依据，
协助教师发展工作机构设计精准性发展项目，帮助教师与学 校 共 同 达 成 协 议 目 标。
专门联络员在整个高校教师发展机制中应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应具备一定的教育理

论知识与教师发展知识，才能在掌握所在学院教学和教师的详细情况基础上，有能力

去发现存在的教学问题，并洞察教师实际发展需求，积极向高校教师发展机构反馈情

况。高校教师发展机构根据所获真实信息，才能有针对性、指向性地开发、制定组织

教师发展活动。专门联络员负责通知、联系、跟踪教师发展活动，使各学院的教师能

及时掌握教师活动资讯，准时参加活动，形成具体到院的高校教师发展运行模式，在

一线教师与高校教师发展机构之间搭建便捷的沟通渠道，各项工作形成良性衔接，帮
助学校和教师实现共同发展目标。

　　（二）壮大本校教师发展研究与培训团队

团队成员必须是大学教师发展的专业人员，不仅要求具备教师发展研究能力，同
时还需要具备优异的教师培训能力。首先，团队成员作为教师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
能更加深刻理解教师发展理念，致力于教师发展先进理念的宣传推广，有效区分“大

学教师培训”和“大学教师发展”内涵，真正保障全校教师发展工作的开展与持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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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团队成员必须具有一线教学经验，他们与工作服务对象拥有相似的职业发展经历

或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相同的学校背景环境下，他们能利用专业知识和专业视角

去发现并理解工作服务对象的发展问题、发展需求及发展条件，结合高校发展目标与

教师个人发展目标，制定“个性化”的教师发展活动，满足教师个人与团队的真正发展

需要，为本校教师发展工作提供内在动力及支持。当前，大部分有教育研究院系的高

校在本校教育学领域专家团队基础上成立了教师发展团队，而其他高校则多借助外

聘专家教师开展本校教师工作，尤其是在应用型高校。这就造成了许多高校常年向

外邀请专家到校开展讲座、研讨会的“短时性教师发展”现象，一般这样的专家讲座以

半天或一天为主，并以讲授形式居多，参加活动的教师以听讲为主，真正融合学科知

识、操作性指导性的活动较少，致使教师发展活动仍多流于形式，未能切中高校自身

教师发展问题要害，使多数高校教师发展活动成效大打折扣。因此，成立属于高校自

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兼具的教师发展专业团队势在必行。

　　（三）研究、制定并实施多样的教师发展项目

首先，加大各学院教师教育教学现状考察力度，常规性地组织专家随机听课、学

生无记名评价、一对一教师访谈等工作，切实了解一线教师的真实教学现状、教师发

展需求、学生对教师的期望等内容，作为教师发展项目制定与实施的重要依据。尽量

做到为每位教师建立教学成长档案袋，跟踪教师个人职业发 展 状 况，并 及 时 给 予 反

馈，组织教师更多地参加针对自身问题的个性化发展活动。其次，对不同性别、年龄、
职称、学位、教育背景的教师，不同学科的课程开展研究，细化发展活动内容，增强教

师发展活动的持续性与操作性，使活动不浮于表面。在本校教师专业发展团队的组

织带领下，各院应有目的地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学科教学研究的教师，以知名大学为

参照，开展学科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比较研究，设置不同

专业课程研究项目，掌握不同学科的课程特点，掌握不同学科的教师规律，为不同学

科教师的发展提供参考。同时，积极培养这些教师成为本学院教学培训师，积极将研

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实际操作技能，为各学院提供教师发展的内部支持，结合校外师资

培训专家力量，形成教师发展工作的内外合力。再者，积极跟踪调查各教师参加发展

活动后的成效，加强问题教师的监督与改进工作。对发展成效显著的教师进行个案

调查，总结并分享其发展经验。最后，设立专门的教师发展活动效果网络信息反馈渠

道，高校教师发展机构积极接受各方对教师工作的监督，定期收集各方对教师工作的

建议与意见，及时调整工作内容、方式，切实实现教师的发展需求，在活动中充分体现

教师的主体性。

　　（四）注重有效的内外评估，形成教师发展质量保障机制

校外评估组织作为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监督国家评估及高校内部评估成效、反
映社会利益者对高校教育质量要求需求的作用应进一步得到重视，并由国家制定相

关支持政策，鼓励校外评估组织的发展，探索一条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高校评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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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机制，形成政府、高校及社会对高校教育质量的共同监控框架，促进高校教育

质量与教师质量的提升。其次，高校应充分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基础上，对自身专

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教师发展机制、教育质量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总结和

反思，多方协调配合，加强教师发展机制的顶层设计，用精准数据进行相关质量评测，
并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发展建议，开展阶段性差距分析，调查、剖析出现的问题，制定行

动时间表，着手开展改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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