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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是近些年在我国大学中得到广泛设置

的一种教师服务机构。自2012年，教育部批准了包括厦门大

学教师发展中心、重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在内的30个国

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随即全国各个高等院校的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不断得到建设、发展与重视，成为学校教师

发展的重要机构。虽然每个大学教师发展机构的名称不尽相

同，例如，清华大学命名为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北京大学

命名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命名为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但功能大致相同，都是致力于为教师全面成长和发展提

供服务。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应致力于促进大学教师从基

于个人体悟与自省的经验发展模式，向基于理性训练与培育

的专业发展模式转型。既不能是纯粹的行政机构，也不能是

纯粹的学术机构，而应兼具行政机构与学术机构的双重性

质，将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的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担

负教师专业发展责任的专门机构[1]。

一、新时期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弥补教师教学技能短板，提升教学能力

目前，很多教师能够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但缺乏教育

背景，在教学理论、策略、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无

法通过最有效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迫切需要对其进行

科学系统的培训与指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应该把追求卓越

的教学品质作为中心重点建设内容，全面实施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计划，对于不同教师群体开展分期分类培训，从而提升

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打造高效的课堂教学。

2.弘扬优良质量文化，激发潜心教学

教育改革是高校永恒的主题。学校推进教学改革不仅需

要教师具有相应的责任、意识，更需要相应优秀的改革能

力。当前，高校仍然存在教师精力投入不足、育人意识不强

的现象，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等弊端。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要始终坚持“以本为本”，遵循“四个回

归”，在全校上下打造“领导重视教学、政策倾斜教学、教

师潜心教学、学生勤奋向学”的良好氛围。东北林业大学作

为林业特色的高校，应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前列，提升教师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在倡导和传承绿

色文明和生态文化中发挥领航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

才保障和科技支撑。

3.推广先进教学理念，探究教学规律

在高校的发展中，往往教师重视专业研究与投入，而对

于教学的研究关注不够。目前，学校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缺

乏，教育研究成果与教学实践相脱节，教师对高等教育的快

速发展适应性不足，对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要求认识不清，

表现为改革意识不强、育人理念落后、教学技术缺乏、授课

方法陈旧等。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教

学研究力度，使教育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服务于教师

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满足学校教学改革需要。

4.构建保障机制，促进教师成长

目前，我国高校绝大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的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部分省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也督促省属大学设立了一批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由零星的个别大学成立，到成为国家和

地方的政府行为，反映出大学教师发展开始受到高度重视，

成为大学管理和政府施政的领域[2]。事实上，在实践层面，

一些学校教师发展体系不够完善，缺乏教师的评价和激励机

制，培训活动缺少系统性和完备的制度保障。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要着力聚焦教师职业发展，致力于为教师能力提升搭建

沟通交流平台，通过建立完善的教师培训管理和评价激励制

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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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新时期教师教学发展最新的几点思考

据调查发现，我国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学术性、独立

性、专业性和感召力明显不足[3]。虽然教师对教学发展中心

的整体满意度达标，但距离成熟、完善和充分发挥作用尚有

较大差距。甚至一些中心，空有牌子，并未实质性运转[4]。

作为东北林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全

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充分认识建设发展新农

科的重要意义，深入落实新农科建设“三部曲”的新理念、

新使命、新目标。中心以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为重

点，构建“一个核心、两个平台、三个保障”的教师教学发

展体系，全面推进教师培训、教学咨询、教学研究、质量评

估、资源共享等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切实提高教师教学

能力和水平，建设立足东北、服务龙江、具有农林特色的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推动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

1.构建一个教师培训核心体系

美国学者赖利·宾斯指出：“我们将无法满足越来越

多、越来越高的教育需求，除非教授们成为学习经历的设计

者，而不只是教书匠。”[5]学校不断整合培训资源，改革培

训手段，构建以“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培训体系。

一是整合改造传统培训项目。中心以“教学思想与教学理念

更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创新、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为主题，定期举办名师大讲堂、名师工作坊、教学沙龙

等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二是全面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计划。中心面向全体教师开展分期分类培训，对新教师

开展授课资格认定，实施“双证”上讲台制度；对中青年教

师实施“骨干教师研修计划”；对全体在岗教师实行全员培

训制度，推行教师培训学分制度。三是实施对外培训服务计

划。中心每年选派优秀专业骨干教师，赴国内外高水平大

学、企事业与科研院所进行教学改革和能力提升培训；同

时，接收其他高校、企事业与科研院所等外来人员来校进修

学习，发挥中心资源优势和示范、辐射、引领作用。

2.构建两个教师教学交流平台

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代表托尔博特和朱克(Tolbert 

＆ Zucker)从历史演变的视域研究组织趋同现象，发现在组

织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趋同机制是有所差异的。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作为高等教育教学与发展的历史符号，需要不断创新运

行模式，散发新的生机。中心根据学校实际，构建了“更新

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模式”和“搭建教学竞赛平台”为平台的

教学研究与交流体系。一是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模式。中

心不断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学习借鉴国内外前沿的教育成

果，将成果运用于教师培训和教学实践中，加快用信息技术

改造传统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的进程。二是搭建教学竞赛平

台。中心全面支持教师参加国家、省部委的各类教学技能

竞赛，依托各级各类教师教学比赛、评奖评优项目等，构建

“项目申报—考核评价—观摩展示”一体化服务体系，促进

教师交流学习和专业成长。

3.构建三个管理激励保障体系

美国心理学家柏林纳根据教学专长的研究，将教师从新

手发展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依次是新手水

平(novice level)、高级新手水平(advanced beginner level)、胜

任水平(competent level)、精通水平(proficient level)和专家水

平(exert  level)。中心也积极尊重教师成长规律，按照教师发

展阶段，构建了以“改革教学评价机制”“建立培训管理制

度”“完善教学荣誉体系”为保障的教师评价管理体系，积

极促进教师发展，不断打造卓越教师。一是改革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机制。中心构建以发展性评价为核心的教师教学能力

评价，实施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教师自评相结

合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充分发挥发展性评价对于教师专业

发展的导向引领作用，形成推动教师发展的有效机制。二是

建立教师培训管理制度。中心建设教师终身学习支持服务体

系，落实全体在岗教师每学年不少于16学时的全员培训，参

加培训情况作为教师考核和评职晋级的基本要求。三是完善

教师教学荣誉体系。中心进一步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加大对

长期坚守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的奖励力度，实施教学荣誉

奖评选工作，设立从教30年荣誉奖、教学质量奖、教学改革

奖、优秀本科生导师奖；启动成栋教学名师和成栋教学骨干

培育计划，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教学生态，建设具有东林特

色的教学文化，全面引导教师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营造良好

育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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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should focus on problems and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This paper,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ponders over 
the main 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one core”, “two platforms” and “three guaran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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