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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体系建构

2014 年 10 月，天津 中德 应用 技 术 大 学 启 动“教 师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 建设计划，2015 年 7 月

“中心”成立。 “中心”以提升教学质量、推动科学研究、

优化社会服务为宗旨，构建新教师培养与成长跟踪、教

师教学与科研指导、教师交流与研讨学习、教师规划与

培训保障、 教师情感咨询与疏导服务五大支撑体系并

开 展相 关工 作，为 教师 提供 培训、研 究、指 导、交 流、咨

询的平台。

（一）构建五大支撑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1.构建教师教学与科研指导体系

（1）开展“菜单式”课程培训。 “菜单式”培训由教学

基本功、课程建设、科学研究、赛项及实训基地、职业发

展、重大项目进展、前沿科普 7 大模块 39 个专题培训组

成，采取“轮训”形式，教师须两年内完成培训系列课程。

（2）开 展 专 项 培 训。 “中 心”面 向 中 青 年 教 师 开 展

“高等（职业）教育学”“心理学”专项培训。 “高等教育学”

专项培训由高等（职业）教育学原理、教育管理学、教育

科学研究方法、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与应用 4 大 模 块 组

成。 “心理学”由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学与工

作、EAP 与教师心理健康 4 大模块组成。

（3）开设名师讲座。 名师由专业带头人、校外客座教

授、外籍专家组建，每次确定一个专业教学研究主题，传

播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推广先进教学

经验和教学成果，介绍行业、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

2.构建新教师培养与成长跟踪体系

（1）建立新教师导师制度。 中德各学院为每位新教

师指定一名导师，由导师指导新教师授课，与新教师共

享教 学计 划、教 案、课 件 等 内 容，导 师 对 新 教 师 的 培 养

与帮助纳入专业（学科）带头人考核体系。

（2）开展微课教学实践。 “中心”每年对教师开展微

课设计大赛，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能力，推进学科

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教师在微格教学室进行演练，

指导专家和新教师共同观看实况录像，通过自我分析、

指导专家及评教教师评议，明确需要改进的问题。

（3）建立新教师教学成长影像资料库。 “中心”为新

入 职 教 师 提 供 两 次（说 课 大 赛 一 次、授课一次）教学 过

程拍摄，建立新教师教学成长影像资料库。 组织专业（学

科）带头人、督学专家进行网络评议，并将意见反馈给相

关教师，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策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构建教师交流与研讨学习体系

（1）举办教学沙龙活动。 “中心”面向全校教师，采

用引导式、 研讨式等交流方法， 组织教师围绕教学工

作、团队建设、专业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通过小组讨

论、案 例分 析、观 摩教 学等 活动 形 式，进 行 阅 读、交 流，

鼓励发表独立见解。 激发教师教学、科研灵感，逐步形

成互学互促专业群体。

（2）开设资源展示共享栏目。 将“菜单式”培训、专

项培训和承德分校师资集中培训等活动的演示文稿全

部放到中心门户网站下载中心模块下， 整合优质教学

资源，为教师提供在线学习平台，形成共享机制。

4.构建教师规划与培训保障体系

（1）指导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中心”针对不同职业

阶段教师的需求、特点分别开展专题培训。 如：针对新

入职教师，开设“职业心态建设”专题培训；针对在岗教

师，开 设“教 职工 职业 发 展 路 径 及 聘 期 目 标 管 理”专 题

培训；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开设职称评审专题培训。

（2）实施教师职业能力培训。 “中心”每年开展新聘

教师入职培训、青年骨干教师专业培训，形成多层次的

教师教学培训体系，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5.构建教师情感咨询与疏导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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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教师情感、困惑问题疏导室。 “中心”特邀有

经验的心理专家每周为教师进行心理健康咨询、指导。

（2）设 立 教 师 咨 询 信 箱。 “中 心”设 立 教 师 电 子 信

箱，及时了解教师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倾听广

大教师的心声与意愿 [1]。

（3）建立教师情感宣泄室。 与中德心理咨询中心共

同建立情感宣泄室，消除教师因压力引起的心理问题。

（二）服务学校重大援建项目，促进师资共同提升

1.承德分校师资集中培训

落实《天津市教委承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口支援建

设高等职业院校框架协议》，着眼传承中德精神、发扬中

德特色、传授中德模式，“中心”连续两个学期对承德分

校师资开展为期 16 周共计 32 个专题的集中培训。

2.中柬澜湄项目英语和专业培训

“中心”结合 学校 服 务 国 家“一 带 一 路”的“澜 湄 项

目”工作方案，选派应用外国语学院 2 名英语教师对拟

派 赴 澜 湄 职 业 技 术 培 训 中 心 的 首 批 11 位 教 师 进 行 为

期 144 学时的英语专项培训。

（三）硬软件支撑，保障中心高效运行

1.教师发展中心硬件支撑和服务平台

“中心”由微格教学室、资料室、培训讲习室等六个

功能室组成。 可对培训内容进行实时录播，与其他教室

实现画面同步互联、数据同步共享。 还可以进行微课录

制，为专家指导、点评提供依据。

2.搭建教师发展中心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发展中心门户网

站和天津中德教师发展中心微信公众服务平台。 门户网

站使教师及时了解“中心”发布的信息，获取各种学习资

料，参与“中心”的各项活动。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对“中

心”进行宣传的同时，使教师及时与“中心”开展互动。

二、“中心”的成效与作用

（一）校本培训内容丰富，教师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中心”围绕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和教师终

身职 业能 力发 展大 局服 务，在 教 学 培 训、教 学 研 究、课

程改革、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开展

系列活动，使得教师整体的专业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已

成为中德“品牌”工程之一。

（二）探索应用型大学教师成长路径取得成果

2017 年，“中心”设立了“创新思维研究院”，申请并

开展 “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核心功能与运行机

制研究与实践”“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师资队伍建设

研 究”“基 于 协 同 创 新 的 应 用 型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研

究”等省部级、局级研究课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三）立足开放和创新，积极输出成功经验

“中心”成立以来接待学访 50 余次，与学访单位就

中心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培训内容等进行了交流，输

出了成功经验。 同时接受校外教师研修和培训，系统地

培训中德的特色教育教学标准和管理体系， 极大地满

足了承德技师学院教师的培训需求， 对促进京津冀教

师一体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三、“中心”存在的问题

（一）关注教师发展差异性需求不够

“中 心”开 展 的 活 动 还 在 探 索 和 总 结 经 验 的 阶 段，

现有的 “菜单式” 培训和专题培训基本上面向全体教

师，还没有区分理工、人文或基础课教师的不同需求。

（二）教师参与度和自觉性不高

有些老教师自我发展诉求已不强烈， 参与培训有

完成任务的心态，缺少主动性。 因此如何激发教师自主

发展 意识，充分 利用“中心”平台 积 极 参 与、自 觉 参 与，

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中心”发展的建议

（一）重视教师自主发展意识的培养

现实中教师往往缺乏个体发展的自主性，处于“被

发展”的窘境。 因此，“中心”要重视教师自主发展意识

的培养，开发其自主发展的能力，用“他主”来促进教师

“自主”的发 展，追 求“他 主”和“自主”相 契 合 的 教 师 发

展之路，帮助教师成为自身专业发展中的自己 [2]。

（二）增加高校间交流学习，形成合作联盟

加强与其他高校的沟通与交流， 汲取其他高校在

教师发展中的经验， 可以与区域内高校教师发展中心

结成合作联盟， 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教学资源共

享平台，或者通过开展远程教育、建立网络学习项目等

多 种方 式，实 现资 源共 享、培 训 共 有、经 验 相 互 交 流 借

鉴等，使教师站到更高的平台，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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