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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高校教师发展之困境与突破路径

卢健

（湖南文理学院…教学督导评估中心，湖南……常德）

摘　要：相关部门职能的分化、人才培养初心的淡化以及教师发展理念的滞后，造成了当前高校教师发展中的困境。

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由大众化向高质量的转向，良好的顶层设计对教师发展的引领、浓厚的教学文化对整个教

师发展过程的浸润、精心的教师发展项目对教师发展的淬炼，必将为教师发展困境的突破提供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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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nction division of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dilution of original intention of talents training 
and concept lag of teacher development has caused development dilemma of college teachers. However, with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urning to high quality from popularization, it is possible path of development 
dilemma breakthrough for teachers to lead their development with good top-level design, infiltrat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strong teaching culture, refine development with elaborate teacher develop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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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育部提出了建设一流课程“双万计

划”，要求淘汰“水课”，打造“金课”，推动教学质

量再上新台阶；要求“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评

价大学的首要指标”。最新教育政策的出台，凸显了

国家教育部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关注，其核心指向是高

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新一轮教育信息

化的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推送到了我们面前，“互联

网+教育”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而具有颠覆性的影

响，新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和基于大数据的挖掘及其分

析应用，直接关照学习者的主观感受、即时体验和学

习成效，推动着高等教育越来越关注学习者的个性化

需求。MOOC（慕课）浪潮引发了世界性的高等教育革

命，这种革命不仅仅体现在课堂教学技术层面上的更

新，更为重要的是引发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思考：是规

训与教化还是支持与服务？当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

心”的讲授已经难以驾驭慕课课程，它必然对高校教师

产生根本性地冲击和巨大地挑战，“通过教学改革促

进学习革命”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最新要求，

它意味着更少的灌输，更多的交往与互动，由此引发高

等教育关于教师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从关注教

师的“教”到关注学生的“学”。

一　高校教师发展之困境

高等教育的职责主要是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培

养和输送各类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必然离不开优秀的师

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教师

自身与时俱进的发展需求和相对理念滞后的教师发展机

构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　被分化的教师发展服务

高校教师的发展眼下并未形成一个全面统筹发展

的态势。大多高校将教师发展的具体项目分列到不同的

职能部门，由人事处负责新进教师培训，由教务处组织

开展教师教学技能、教学竞赛方面的培训，由国际交流

处负责组织教师国际交流方面的培训，由学工部门组织

教师心理咨询、创新创业方面的培训等等，这种各自分

散到不同管理部门的教师发展工作，其主要弊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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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同职能部门均有各自工作的重心，教师培训只是

其中的一项，因此存在被边缘化的处境；二是造成了管

理上头绪多、效率低，难以形成促进教师成长的整体合

力，因此培训的效果及其对教师的影响均不尽如人意。

（二）　被淡化的人才培养初心

回顾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其成立之初的职能主

要在于人才培养。自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开始，高等

学校逐渐衍生出科学研究的职能；到20世纪初，大学还

应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被鲜明地提

出来。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我们可以预见，高

等学校的职能还将会进一步拓展。这些新职能的产生，

彰显了高校鲜活的办学能力，展现了现代大学在时代变

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或是将来出现

的新职能，这些职能都是在人才培养这一基本职能的基

础上，逐渐衍生并分化出来的。在高校，科学研究是人

才培养的一种手段，其主要作用在于用科研反哺教学，

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层次的提升[1]。如果忘却了

人才培养这一基础工作，而仅仅只关注科学研究，则无

异于将高等学校等同于科研机构，失去了高校安身立命

之根本。同样的，高校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也是在高校

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之后，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可以更好

地满足社会日新月异的需求，通过服务各种社会机构，

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　滞后的教师发展理念

高校教师发展未能与时俱进，因势而新，导致了教

师发展理念的滞后。首先，受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理

念的影响，很多教师发展机构开展活动时，其出发点仍

然重在指导教师如何将“灌输式教学”效果做得更好，

关注的是具体教学方法与技术的分享，在理念上没有将

“以学生为中心”作为项目设计的出发点，关注点在于教

师的“教”，而非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没有将知识创新和

学生能力培养纳入重点范畴。其次，在发展对象上仍囿

于传统理念，重在对新聘任的教师开展岗前培训，对于

其他发展阶段教师的教学发展发展的关注明显不够。

（四）　陈旧的教师培训模式及内容

从形式上来看，现有的教师培训主要是邀请知名

专家就教育与课程研究方面做专题理论报告，或者是聘

请资深教师就课堂教学方法做一些经验分享，较少考虑

受训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困难该如何处理，以及最新教育

理论在实践中如何有效结合发挥其最佳效应等。此外，

在培训后跟踪调查与研究方面，很少涉及，这种自上而

下开展的培训活动，重理论传授，轻实践操作，导致受

训教师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均差强人意。

二　突破教师发展困境的可能路径

目前的教师发展项目普遍缺乏对教师教学持续不

断地支持。不少高校开展教师教学专项活动频次太少，

一年甚至几年才组织一次，活动过后又无后续系列活动

项目跟进和研讨，形成了一时热热闹闹，过后冷冷清清

的局面。另外，尽管很多高校多次呼吁“把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作为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但在实际工作

中，仍然将科研项目做大做强作为第一要务，“重科研

轻教学”之风盛行。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发展逐渐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信息技术越来越深入、全面地

渗透到高校课堂之中，为突破教师发展的困境提供了可

能的路径[2]。

（一）　以良好的顶层设计引领教师发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做实教师发展工

作，首先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学校层面的师资队伍规

划中，将教师发展纳入重点，注重将学校、院系的发展

目标与教师个人发展相结合，对教师发展中所涉及到的

发展目标、发展对象、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提出明确

的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教师发展制度，教师的发展制

度的制定要与高校教师的实际情况充分联系，并提供有

力的制度保障以确保其顺利实施并达成预期效果，提升

有效性；还需要有吸引力的政策支持，引导教师主动、

积极地参与，发挥教师的积极主动性，不仅学有所获，

而且能持续改进。再就是应该要将分散到不同职能部

门的教师培训统筹起来，以教师发展机构为核心，创设

并提供丰富的教师发展项目，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为鹄

的，兼顾教师科研能力、综合素养、国际视野等。

（二）　以先进的教学文化浸润教师发展

我们必须理清发展与培训的区别，培训一般是技

术、方法与技能方面的浅层次、短期的提升，而发展则

涵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次、长

期的改变。因此，教师发展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应着眼于

“唤醒”，唤醒教师从浮躁的追名逐利迷雾中重新审视

高校教师职业的内涵与意义：高校教师不仅是教育者，

而且也是学生成长的重要他人。大学教师最基本、最重

要的使命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社会服务。大学教师通

过教育教学与学生进行情感的交流、经验的分享、知识

的碰撞、生命的互动，教师在发挥个人创造性时不断地

寻求自我突破，在与学生交流互动时不断超越自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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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成长时，也获得自我成长。这种教学相长的职

业幸福感，是作为高校教师所独有的，它既是大学教师

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大学教师社会价值的体现[3]。

外在的物质奖励在短时期内能达成一定的促进效

果，但这种动力是短暂的、片面的、行之不远的；我们

可以通过营造浓厚先进的教学文化，让每一位教师浸

润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改变，引导教师自我唤醒，

“教师在自我唤醒与超越中提升自我生存的质量,不断

地从‘实然的我’向着审美境界的‘应然的我’迈进,实

现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地成长。”只有当这种发自内心的

追求成为习惯，这样的发展才是长久的、全面的、持续

不断的[4-5]。

（三）　以精心的项目设计淬炼教师发展

教师发展中心作为各高校专门推动教师发展的机

构，首先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特有优势，建立专门

的网站或微信平台，及时传播最新的教育理念，分享教

育改革系列研究成果，高屋建瓴地为教师提供最前沿的

教育资源与信息并及时地给予教师信息技术方面的支

持，满足教师们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开发的需求。

其次，可以将教师发展中心打造成教师校内外交流

的平台。通过开发一系列教师发展项目夯实教师成长，

这些项目既包括针对新进教师的入职培训，也需要考虑

处于不同职业生涯发展期的教师需求，为成长期、成熟

期、高原期、低落期等不同阶段的教师以适切地发展规

划和指引[6-7]。

（四）　创新教学方式促进教师能力提升

教师的教学方式对于教学质量也有比较大的影

响，针对这一方面，高校和教师方面就应该积极引进先

进的教师方式，可以邀请其他高校的优秀教师或者骨干

教师来我校进行讲座的形式，向教师传授教学方式，在

校的教师也可以通过研讨会来共同商议如何创新教学

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能够打破

传统教学方式给教学效果带来的弊端，在激发学生学习

积极性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学的效果和教学

的质量，从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8-9]。

（五）　重视实践操作

在上述论述中也提到教师在实际的培训中出现“重

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基于这一情况，在对教师进行

培训工作的时候就应该根据教师的自身发展和专业素

质，对于一些要求实践能力比较强的专业的教师，制定

专门的实践操作培训，能够让教师明确实践的重要性，

并且能够在实践能力的培训中提升自身的能力[10-11]。另

一方面，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时候也要重视实践能

力的教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能够通过

自身的实际练习来更加直观的体验所学的内容，对于提

升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发展中心需在统筹服务的前提下，

敏锐地把握信息技术对当今课堂的冲击，牢记高校人才

培养之初心，立足为大学校教师营造浓郁的教学文化氛

围，使浸润其中的教师们主动研究教育教学，关注学生

学习成长，积极进行互动交流，着力开展课堂革命，努

力打造“金课”，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并最终达成提高

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之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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