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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取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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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摘要]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实践与研究主要存在五种基本取向,分别是“学术—经验”取向、

“理智—技术”取向、“实践—反思”取向、“行动—研究”取向和“文化—生态”取向。“学术—经验”取向注

重学术提升和经验积累,“理智—技术”取向重视教育科学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实践—反思”取向强调基

于个体实践和经验的持续反思,“行动—研究”取向强调开展教学行动研究,“文化—生态”取向强调适宜

发展文化的构建和生态的营造。每种取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不足,应进行扬弃和有机整合。高校应

在重视教师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教育理论和技术素养培育与发展的基础上,将开展反思性教育行动研

究作为教师的主要实践模式和能力发展途径,同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营造适宜的教学文化和教师生

态,创建一种更为全面、系统、合理的综合性发展取向和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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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DevelopmentOrientationsofTeachers'
TeachingAbility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ofOurCountry

ZhangKuiming,PanYu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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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fivebasicorientationsinthepracticeandresearchofthedevelopmentofteachinga-

bilityofuniversityteachersinChina.Theyarecademic-experienceorientation,knowledge-applicationori-

entation,practice-reflectionorientation,action-researchorientationandculture-ecologyorientation.The

academic-experienceorientationemphasizesacademicpromotionandexperienceaccumulation,theknowl-

edge-applicationorientationemphasizesthestudyandapplicationofeducationalsciencetheory,theprac-

tice-reflectionorientationemphasizescontinuousreflectionbasedonindividualpracticeandexperience,

theaction-researchorientationemphasizesteachingactionresearch,andtheculture-ecologyorientation

emphasizestheconstructionofculturesuitablefordevelopmentandtheoperationofecology.Eachorien-

tationhasitsownrationalityandshortcomings,whichshouldbesublatedandintegrated.Onthebasi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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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ingattentiontothecultivationanddevelopmentofteachers'academicliteracy,educationaltheoryand

technicalskills,weshouldtaketeachers'reflectiveeducationalactionresearchasthemainpracticemode

andteachers'capacitydevelopmentapproach,improveschoolmanagementsystem,createappropriate

teachingcultureandteacherecology,andcreateamorecomprehensive,systematicandrationaldevelop-

mentorientationandcomprehensivepracticemode.

Keywords:Universityteachers;Teachingability;Developmentorientation

  基于对教学能力形成与发展机制理解的不

同,当前我国有关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实践

与研究共有五种基本取向,分别是“学术—经验”

取向、“知识—应用”取向、“实践—反思”取向、“行

动—研究”取向和“文化—生态”取向。深入分析

和研究这些取向,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高校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现状、问题与不足,探求和确立

更为合理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学术—经验”取向

“学术—经验”取向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主张

将教师的教学能力等同于教师的学术素养和教学

经验,把专业理论素养的提高、学术研究能力的提

升、教学经验的积累和人格的完善作为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一取向至少有两

个传统。一是我国传统的教师观,所谓“道之所

存,师之所存也”。教师需要不断地“问道”“闻

道”,需要“学而时习之”,需要不断修身而“止于至

善”,从而实现教学能力的发展。二是源于教学与

科研相统一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在“由科研而

达修养”的原则指导下[1],教学实际上成为一个在

教师带领下共同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由此使教

师的教学能力本质上等同于他们的学术素养和研

究能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与学术素养的改善

和研究能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共同

点在于,都把教师的学术素养作为教学能力的核

心;不同点在于,前者强调教师应通晓百家、学富

五车、品德高尚,后者强调教师应拥有出色的科研

能力。这两种传统至今仍对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

和教学能力提升有着全面而深入的影响。

“学术—经验”取向是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培养

和教师个体发展的主要取向。迄今为止,我国高

校教师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严格的学术训练进行的。新入职的教师主要

是凭借他们所取得的学位和研究成果而得以顺利

入职的。他们的首要职业发展目标就是学术能力

的提升。在这里,教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专门性

的学问和能力,教学能力的发展没有作为一个独

立的问题而得到应有的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即

使“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一种有别于学术的专门性

的能力,其发展也主要是通过个体在实践中的探

索而逐渐获得的,是一个经验积累和技术熟练的

过程。

这一取向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

的不足。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教

师的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确实是其教学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教师的教学能力可以分为能教、会

教和愿教三部分[2],其中“能教”就是教师需掌握

所教授的学科知识与方法,也常被称为“教什么”

的知识。通过常识我们知道,一个教师只有深入

理解和熟练掌握了所要讲授的内容,才可能教好

学生。另外,学术研究能力是教师不断更新和发

展教学所需的学科知识的前提和基础,拥有丰富

的研究经验是教师向学生传授“获得知识之法”的

内在要求,“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研究经验与成果积

累的教学者能成为出色的教师。”[3]其二,教师经

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严格的学术训练,积累了丰

富的学习和研究经验,掌握了一定的科研方法论。

如果单从培养学者或研究人员的视角看,这些经

验和方法基本能够满足他们通过学徒制方式培养

人才的需要。其三,教师确实需要通过在教育实

践中不断磨炼、体悟、探索和总结经验,才能从一

个教学新手走向成熟。

不足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教学的简单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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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教学复杂性的认识不足。该取向仅仅把教学

等同于讲课,将学习看作是记忆和体悟、观察与模

仿;而没有认识到在当今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社会

变革日益加速的时代,教学不仅仅是向学生系统

传授知识,更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因此教师需要依据创新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进

行精心设计,并以多种方式方法实施教学,仅仅拥

有学科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是不够的。二是过度

依赖经验,不重视教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

指引。尽管教师的教学经验是其教学知识的重要

来源[4],但仅依靠个体在实践中摸索来发展教学

能力是一个“良莠并生的过程”,难以快速提升教

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从而改善教学效果。正如美

国学者舒尔曼所指出的,“从经验中学习是一件非

常情景化、有局限性,并带有个人经验色彩的事

情。从个体经验中学习不足以指导提高任何实践

性职业的工作质量,也很少能提供职业者进行判

断的环境与土壤。[5]”三是难以满足高素质人才培

养的需要。科技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快速变

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高校不仅

要培养能产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的

学者型、科学家型人才,还要为社会培养大批服务

于不同行业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为此,高校

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从以知识和科研为本位转变

为以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实践动

手能力培养为本位。要适应这一转变,教师只有

学科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会

教”,知道“为何而教”“如何施教”“因何而教”“如

何改进”等。

二、“理智—技术”取向

“理智—技术”取向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主张

强调教师通过学习和掌握教育科学理论与技术并

在实践中应用来实现教学能力的发展。该取向源

于一种教育的理智主义或科学主义传统,它并不

否认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对于教师教学的重要

性,但着重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知识应作为教师教

学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取向的研究者看

来,教学是一门科学,需要理智性的技术。他们相

信通过对教育教学的科学研究,能够揭示教育教

学一般规律,确立普适的教育科学理论和教学法

则,构建一套普适的、合理的技术体系。教师只要

掌握这些规律、理论、法则和技术,并在实践中加

以应用,就能够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这一取向最初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在高等

教育领域出现较晚。如美国学者博耶1990年就

提出了大学“教学学术”的概念,而我国自20世纪

90年代末才开始要求高校教师在接受岗前培训

时学习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等课程。近

年来,随着国家对本科教学的重视和对教学规律、

合理教学技术的尊重,立足于这一取向的高校教

师培训正成为高校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重要

形式。

这一取向的合理性在于它重视教育科学理论

和教学技术的学习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作用。

教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一个不懂施教

规律和艺术的教师,难以成为优秀的教师。教育

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教师更快、更全面、更深入地理

解教学,提高教学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同时进行高

水平的教学反思等。学习教育科学理论能够使教

师将个人的实践和经验与人类业已形成的知识、

他人的经验和实践联系起来,实现自我超越,形成

创造新的教学实践的能力。“这是只有个人对象

性实践、没 有 个 人 学 习 实 践 的 人 所 不 能 具 有

的。[6]”另外,在教师培训方面,这一取向的优点是

便于组织和实施,如通过专家报告的形式为教师

系统讲授教育学知识,以使其及时掌握最新的教

育教学理念和研究成果。

这一取向的不足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教育理

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认识不全面。该取向认为教

育理论和教学技术对于教育实践是一种上位的存

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和广泛的适用性,所以教

师只要掌握了科学理论和技术就等于拥有了教学

的“万能钥匙”,就学会了教学。这种观点没有认

识到教育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和回答教育实践中

的所有问题,也忽视了教育理论与作为教学实践

主体的教师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教育理论作用

于教育实践需要以教师为中介,通过他们将理论

内化为个人知识并在教学实践中创造性运用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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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是教育培训的效果不明显。很多参加过入

职培训的青年教师认为,尽管自己已经很好地掌

握了培训的内容,但仍然不知道如何教学。三是

轻视教师的个体教育经验,将一线教师排除在教

学知识生产者之外,使教师成为教学知识与技术

的被动接受者、应用者。

三、“实践—反思”取向

“实践—反思”取向是指将教育教学实践和基

于实践的反思作为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

的基本途径。这一取向的研究者认为,教师之所

以成为教师,更多是“自造”(self-made)而不是

“被造”(be-made)的。教师专业发展不能仅仅仰

仗“学科知识”的学习或“正规”教育理论的学习,

更大程度上要依赖教师的“自助”[7]。

这一取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

美国学者唐纳德·舍恩在《反思性实践家———专家

如何思考实践过程》一文中提出了反思性实践的

概念。在舍恩看来,社会专业领域盛行的、占主导

的“技术性实践”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科学

技术与原理为基础的,它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和解

决现代复杂的综合性问题,需要将以缄默知识为

基础和以“活动过程的省察”为主要特征的“反思

性实践”作为新的实践性认识论基础展开工作[8]。

尽管舍恩的“反思性实践”并不是以教育为对象而

展开论述的,但在数年后,这一理念成为推进教师

教育与教学研究范式转变的主要动力。

在“实践—反思”取向的研究者看来,教学是

一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活动。真正的教学过程不

是一个严格按照理性和技术做出安排并机械实施

的过程,而是教师在一定的教学设计基础上,与学

生围绕一定的学习内容进行频繁互动的过程中生

成的,其中伴随着大量不可预知、偶发性的状况和

问题。教师的教学知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伴随

着持续不断的反思形成和发展的。这些知识具有

默会性、情境性、个体性、独特性等特征,是教师教

学知识的实然形态。因此,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的方法上,与“理智—技术”取向强调教育科学知

识的掌握和技术的“武装”不同,这一取向重视教

师的个体经验、实践和反思,注重从教师的个体经

验出发,基于杜威“教育就是经验的改组和改造”

的理念,通过个体对教学实践的持续省察以及创

造性的实践和基于实践经验的反思,来不断改组、

改造和丰富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

这一取向的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主张将教师的

个体经验、个体教学知识、实践性教学知识作为能

力发展的核心,是对教学知识本质认识的一种回

归,为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

个更为合理的目标和方向。它将教师个体放在了

决定自身能力发展的主体位置上,为教师在自己

的专业发展中确立了一席之地,改变了“理智—技

术”取向中教师“被改造”的“客体”地位,有助于调

动和发挥教师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提高发展的

效能[9]。另外,它将基于实践的反思作为教师能

力发展的核心机制,这样有利于将教育理论、教学

实践和个体经验进行持续整合,实现理论、实践和

个体经验的有效融合,从而有效改善个体的经验

品质,提升理论素养。该取向认为,教师的专业发

展宜以某种方式与教师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这一取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

足,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教育理论知识

在指导个体教学实践和反思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的

认识和重视不够,因此教师学习和运用教育科学

理论知识的主动性欠缺,教学实践与反思多集中

在个体或团队经验层面,这不利于个体经验的理

论化和教学水平的高质量提升。二是现有的针对

教师专业发展的许多反思措施没有在“实践”与

“反思”之间建立起应有的密切联系,仅仅止于“反

思本身”[10]。三是这一取向在高等教育领域更多

地停留在研究和理念层面,高校教师通过持续、系

统的反思来总结教学知识、提升教学能力的主动

性不高,且必要的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支持存在

缺失。

四、“行动—研究”取向

“行动—研究”取向主张教师通过开展教学行

动研究来提升教学能力,认为教师是教学和管理

实践的行动研究者。该取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是教育行动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是基于社会学中

的行动研究理念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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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百科全书》中称其为 “一种教育学研究范

式及教学模式”[11]。不同于传统的教育科学研究

范式,它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为教育行动而研

究;二是在教育行动中研究;三是由教育行动者来

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持续性的教育改

革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推动下,教师作为行动研

究者的观念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成为教师角

色发展的新期待。“行动—研究”取向成为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的又一重要理念和策略。这一取向最

初主要针对中小学教师,近年来,随着大学“教学

学术”理念的传播,高校教学学术研究逐渐得到重

视和加强,高校教师基于行动研究的理念开展教

学学术研究,成为提升自身综合教学能力的新

趋势。

这一取向的研究者主张将教学看作是一个研

究的过程,是一个针对一定的教学问题或任务进

行“研究设计(教学设计)—实施研究和收集信息

(实施教学和在教学中收集信息)—检验结果和总

结分析(检查教学效果和反思分析设计与教学中

的问题)”的过程。与传统授课模式不同的是,研

究性的教学要求教学设计科学合理,目标、过程、

方法都有清晰的理念和经验作为支撑,教学结果

或学生发展目标较为明晰,且拥有一定的检验方

法等。教学应严格按照教学设计展开,并需要通

过观察和反思收集课堂和教师内在的信息。课堂

教学结束后,教师应通过一定的方式对教学目标

的达成度进行检验,并依据收集到的信息、教学效

果和目标的达成度等对本次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反思,发现问题并找出

可能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修改

和完善教学设计等。这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性教学

过程的结束,同时是下一个研究性教学过程的开

始。由此,教学成为一种无止境的探索活动,这种

研究性的教学可以无限循环开展下去。

显然,这种方式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意义

和作用是巨大的。一是可以显著提升教师的教学

设计能力和对课程教学的全面驾驭能力。二是有

助于不断形成和发展教师的个体学科教学知识与

实践性知识。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对教育学理论与

教学内容等进行系统整合的过程就是产出学科教

学知识的过程,而按照教学设计开展教学和对教

学进行全面反思则是教师实践性教学知识产出的

过程。三是有助于不断改善和提升教师的教学质

量。四是能够防止教师因长期重复授课而产生职

业倦怠,使教师成为教学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积

极推动者。五是有助于教师将教学与研究有机结

合在一起,解决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教师将每一

个完整的教学行动研究过程按照研究报告的规范

全面、科学、合理地描述出来,就形成一项项教学

研究成果,这就解决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因主抓

教学而缺少研究成果的问题。另外,这一取向克

服了前三种取向存在的不足,汲取了“实践—反

思”取向中合理化的观点和做法,找到了将教育理

论与教学实践有机融合的适宜切入点。

尽管如此,这一取向在推行和实践过程中也

会遇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对教师的要求

较高,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除教学之外,高校教

师一般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开展教学行动

研究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很多

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教学训练,缺乏开展教

学行动研究所需的必要知识、理论和技能,也没有

认识到开展教学行动研究的必要性。三是高校缺

乏适宜的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行动研究的管

理制度、教学文化和学术文化。

五、“文化-生态”取向

“文化-生态”取向主要是从“文化学”和“生

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教

学能力的提升。当前开展的高校教学文化建设及

相关人事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研制度等的改革

与建设属于这一取向的范畴。

这一取向的两个理论基础是教育文化学和教

育生态学。前者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教育和教育

中的文化问题,后者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和分析

教育中的生态问题,如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高校个

体生态和群体生态、高校中教师群体的生态等。

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其中精神文化和

制度文化是核心,而高校主流的价值观念、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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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和基本行为方式等是文化的主要内涵。高校文

化一旦形成,就会对身处其间的人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起到导引、激励和约束等作用。任何一个

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都是在特定

的高校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都会受到高校文化的

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向的、积极的,

也有负向的、消极的。如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断强

化科研的重要性,形成了以科研为核心的奖惩制

度和人事考评与职称晋升制度,而忽视了教学,这

显然不利于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也无法激励

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尽管在制度的硬性规

定下教师不得不从事一定的教学工作,但不少教

师会采取敷衍的态度。再如我国高校主要采用教

师全程讲授、学生被动记忆、评价以考试为主的方

式开展教学,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内在

学习动机,无法显著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

提高其思维品质。尽管这一方式存在诸多问题,

但其作为一种主流教学文化,会对新教师产生影

响,促使他们成为新的践行者和传承者。

这一取向的研究者认为,要想有效地促进教

师教学能力的发展,就需要深入剖析高校文化和

教师生态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和营造适宜的学校

文化和教师生态。一是真正将教学和人才培养作

为高校的核心工作,建立一套互为支撑、相互协

调、有机统一的学校管理制度。高校应引导教师

重视教学、热爱教学、积极投身教学,营造一种以

悉心教学为荣、以敷衍教学为耻的氛围,形成教学

和科研并驾齐驱、教学型教师和科研型教师同等

对待的学术生态和教师生态。二是倡导教学学

术,打造新的教学文化。高校应以深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鼓励教学创新为教学文化建设的导向,

通过广泛宣传、建立制度、完善机制等方式,改变

教师讲授、学生记忆的传统教学观念,以培养品德

高尚和创新能力强的专业人才为目标,倡导、鼓励

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探索以教师引领和学

生自主学习为中心,以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探究

能力、思维能力、批判意识等为主要目标的教学模

式变革。新的管理制度应认可教师的教学探索是

与科学研究同样重要的学术性活动,将教师在教

学探索中形成的教学课件、教学大纲、编制的教

材、课程教学过程都作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作为

重要依据纳入教师工作绩效评估、奖惩和职称晋

升环节。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取向与前四种取

向之间是并列和互补关系。该取向主要从教师教

学能力的本质认识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出发,探索

教师应如何发展;而另外四种取向关注的是教师

教学能力发展的外部环境、制度、条件等不可或缺

的外在因素。

六、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

研究和实践存在的多种取向都有合理性,也分别

存在一定的不足。我们认为,要探索和构建符合

我国国情和高校实际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育及发展

模式,需要分别对它们进行扬弃,汲取其中合理化

的部分,并进行有机整合。概而言之,就是应在重

视教师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教育理论和技术素

养培育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开展反思性教育行动

研究作为教师主要的实践教学模式和能力发展途

径,同时建立和完善与此配套的学校管理制度,营

造适宜的教学文化和教师生态,创建出一套富有

中国特色、集教师职前职后培训于一体的高校教

师教学能力培育体系和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政府

与高校协调一致的教师管理体制。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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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ChemicalProcessSimulation:Green,EnergyandPreciseControl(中文书名《化工过程模拟———

绿色、节能与精密控制》)是一本全英文版的化工过程模拟教材,是高等教育双语教学规划教材,由青岛

科技大学教授王应龙等人编著,化工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共11章,内容包括:汽液相平衡和液液相

平衡实验数据的回归,离子液体热力学相行为及其在分离共沸物方面的应用,过程强化与系统集成方面

的实例,膜分离、热集成、热耦合和热泵隔壁塔精馏技术,萃取精馏、变压精馏、间歇精馏及反应精馏等精

馏过程的稳态模拟及动态控制案例。

本书从化工生产过程的绿色、节能与精密控制角度出发,利用 GROMACS,MaterialsStudio,

AspenPlus,MATLAB等软件,通过案例讲解,从分子动力学、流体相平衡、流程的稳态模拟及动态控

制等方面阐述了以绿色溶剂模拟、精馏过程强化和精馏动态控制为代表的绿色、节能与精密控制技术,

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工、制药及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的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本书将研究生学术思维训练与过程模拟实践相结合,旨在提高研究生的科学认知与工程实践能力。

书中配有示例讲解视频,读者可通过扫描书中二维码自行下载学习。各章末附有习题,可供读者自

学演练。

(来源:化工社化工教学服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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