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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teachers, as the backbone of teacher group in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are the 
key factor of improving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The young teachers in the business ad-
ministration major have some problems like insufficient course knowledge reserve, lack of in-
structional design capability, poor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low capacity of classroom control and 
lack of teaching summa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main reasons are weak correlation be-
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low temptation of teaching interests, inadequate invest-
ment in teaching, extensive teaching training, emphasis on theory and neglect of practice, forma-
liz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only reward no punish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lack of appropriate systems or poor execution for the acquisition of practical expe-
rience. To improve the specialization of young teachers in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and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educ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how 
to advance the teaching abilities of college yout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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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教师已成为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师群体的中坚力量，是高等院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工商管理

类专业青年教师在教学能力方面存在课程知识储备不足、教学设计能力不足、教学语言能力较差、课堂

掌控能力不强、不善于进行教学总结、实战经验贫乏等问题，原因主要有科研与所授课程相关性不强、

教学利益没有诱惑力、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培训过于宽泛，注重理论难获实效、教研活动流于形式，很

少获得他人经验、评教体系只奖不惩、对于实战经验的获取缺少相应的制度或执行不力等。重视对工商

管理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问题的研究，并着力提高其教学能力，对推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师专业化

和提高工商管理类专业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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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高校扩招，学生人数急剧攀升。为了缓解师资压力，各高校引进了许多

青年教师。据 2014 年教育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截至 2013 年，全国高校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超

过 63 万，占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44%，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群体总数的 60.88％，其中以 31~35 岁的

青年教师人数最多。数据表明青年教师成了高等学校教学的主力军，因此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决定

着高等教育的未来。然而，大多数青年教师入职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师专业教育，他们的教育专业知

识主要来自于短暂的岗前培训。他们普遍重视本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科学研究，但不重视教学研究，对自

己所从事的教学工作缺乏应有的理性思考[1]。高等教育质量的滑坡与数量上超过高校教师群体一半的、

承担大多数教学工作量的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对于讲求实战性的工商管理类专业

的青年教师，他们的教学能力普遍不高，得不到学生的认可，与学生的期望反差极大。太多的青年教师

都在忙于应付备课的表面要求，却很少能够得到学生的认可和理解，只有少数“敏捷的起跑者”一上讲

台就得到了轻松接纳[2]。然而，这种在教学方面有天赋的年轻教师毕竟是少数的，工商管理类专业的青

年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历练中才能提升教学能力，尤其是在实战经验的获取方面，更加需要机会去补充。

因此，加强工商管理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尽快成长并胜任管理类课程的教学工作，

已成为开设管理类专业的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育管理的当务之急。 

2. 工商管理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现状 

2.1. 课程知识储备不足 

大多数青年教师一毕业就走上讲台，对所教课程的教材不能认真钻研，不够熟悉，没有把这门课程

大部分市面上出的教材看一遍，理论体系上难以做到宏观把握，内容上不能达到“懂、透、化”的境界，

有些概念甚至自己都还不能详细理解和把握，对课程所在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不能激发学

生对本学科最新研究领域的兴趣，导致教学内容陈旧不及时，甚至还不及一些学生对本课程领域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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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把握到位。教学只局限于课本而不能有些许的超越，甚至照着课本念课本，导致教学的信息量不足，

其教学味同嚼蜡，缺乏趣味性和感染力。尤其是管理类课程，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行业的企业的最新报

道，瞬息万变，青年教师不能及时获取这类信息，加之，移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快速普及，学生获

取课程相关知识越来越容易，经常出现的情况要么是学生反映老师讲过的东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要么

是学生问的最新时事老师不知道，尽管“师不必贤于弟子”，但如果老师经常错失“闻道有先后”的先

机，使得“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么也就失去了教师作为任课老师的意义了，这种尴尬

经常在管理类专业的任课老师中出现。 

2.2. 教学设计能力不足 

青年教师由于对课程体系不够熟悉，因此，在授课前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这门课到底要让学生学习

些什么东西，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增强学生哪一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也就是说对教学目标不能清楚

知晓，导致其教学经常游离于教学目标之外。 
对教学内容的选取和编排能力不足，一些青年教师在授课前只把自己选取的教材过了一遍，以偏概

全，对该课程的已有理论体系吃不透，因此，对于教学内容的逻辑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点不能准确把握。有些青年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确实花了很多时间，下载了很多网络课件，自己的课件里

也综合了别人的好的内容，但却没有一条很明细的逻辑把这些素材很好的融合到一起，只是简单地罗列

堆砌，导致教学的系统连贯性和重点突出性的缺失。 
对教学方法选择的依据和标准把握不足，不能恰当地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方法

有很多，案例教学法、建构主义教学法、以人为本教学法、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课堂互动讨论等，多

种教学方法的结合使用可以使课堂效果提升很多，但是，青年教师多数囿于书本理论，照本宣科、课堂

互动少，使得原本应该很生动的一门课死气沉沉，学生昏昏欲睡。 
对课件设计能力存在欠缺，或把课本内容照搬到课件上，或插入一些与内容毫无关系的图片、视频，

或课件展示过快等，这种过于倚重课件的“唯技术化”取向的教学，对教学效果的提高不仅无益反而有

害[3]。不得不承认，年轻教师在新技术、多媒体、互联网的运用上得心应手，比老教师有先天优势，但

优势运用不当，或过于依赖新技术，就成了一种劣势了。太多的新技术运用，弱化了理论知识部分，反

映不出个人思想，课件做的很炫，学生目不暇接，但从课程效果来看，学生普遍反映不好。甚至有些老

师课程太多，疲于应付，课堂上放太多视频，一门课程演变成了影视欣赏课；或者是直接把别人的课件

拿过来，备课不充分，卡克不连贯时常发生。这种无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教学方式难以赢得学生的认可。 

2.3. 教学语言能力较差 

青年教师由于自身教学能力薄弱，在课堂中还常常存在教学语言上的问题。简单来讲，好的教学语

言不但能吸引学生专注听讲，而且能够快速领悟教师所讲内容。由于教学语言与生活语言不同，必须简

单精炼，通俗易懂。青年教师在这方面往往与老教师有不少差距。总体来讲，青年教师，尤其是高学历

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普遍不强，正因为这点，他们才选择进入高校当老师，试图逃避人心

叵测的复杂社会，并且他们经常奉行的口头禅是“学生好忽悠”。于是乎，带着这种信念，经过几年的

拼搏，终于来到了大学，如愿的站在了讲台上，而结果呢，也正如他们所期望的，他们低着头讲他们的

课，学生低着头干自己的事儿，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教学状况只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对

学生、对高校、对大学教育来讲，无疑是一种灾难。因为，我们的学生没有把握住老师所讲的东西，没

有在课堂上学到东西。原因就在没有对教学语言进行锤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强，或是专业词汇太多，学

生听不懂，或是颠三倒四，没有逻辑性，或是过于低沉，带有口音，难以听清，让学生听起来难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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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费劲，大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对于工商管理类的课程来讲，这种语言转化能力尤为重要，案例和

故事太多，本来是很生动有趣的案例课和故事课，最后竟演变为了“新闻联播课”，索然无味。 

2.4. 课堂掌控能力不强 

许多青年教师的课堂往往是程序化、单调化的“独角戏”。课堂上没有师生间的互动，只有教师一

人的“表演”。笔者曾经在学生中做过一项调查，你“眼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相当一部分学生，非

常看重教师在课堂上设计的互动环节，因为这种参与性极高的互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

在互动中学到东西，最重要的给了他们表达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加之随时爆发的搞笑场景，课堂趣

味性陡然提升很多。然后，好多青年老师忽略了学生在这方面的需求与认知，将学生纯粹的看作知识的

容器，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地位。把上课当成了任务，只求快速结束，没有关注学生的课堂反应

和接受能力。缺乏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一节课按照自己的思路和节奏进行完成就行了，不和学生进行

心灵的交流、情感的沟通和智慧的碰撞。在这种课堂中，教师教得很累，学生学得烦躁，课堂压抑沉闷，

索然无味。尤其对于青年教师来讲，经常出现学生不尊重他们的情况，课堂上自由进出教室，随意接听

电话，挑学生回答问题不配合，更有甚者还有把教师当场轰出教室的情况发生，青年教师的教学地位可

窥一斑，令人担忧。 

2.5. 不善于进行教学总结 

很多青年教师不重视教学总结，认为上完课就完成了教学任务，从来不写教学总结，没有对课堂教

学进行及时有效的反思。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去反思，为什么课堂上学生老是交头接耳、玩儿手机、看

课程之外的读物、打瞌睡睡觉、到课率低、课间偷偷旷课、课下学生不找老师交流、学生对老师评教分

数很低等等，这些与教学质量息息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象呈递，却难以入青年老师的法眼，似乎这些

与他无任何关系。由于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教学质量长期得不到提高，学生怨

声载道，而高校中有没有有效的惩戒机制，这样的老师就成了教育界的蛀虫，教师界的败类。如果此类

教师逐渐增多，长此以往，大学将不大学，教育将不教育。 

2.6. 实战经验贫乏 

绝大多数青年教师都是“校门对校门”，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没有在社会上从事过跟所在专业和学

科领域相关的工作，因此，实战经验几乎为零，难以满足学生在实践动手能力方面的诉求。工商管理类专

业要想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必须要有丰富的实战经历，这样才能让学生通过言传身教学到东西，然后年轻

教师没有社会经验，入职后缺乏企业挂职锻炼的机会，有经验的企业教员由于待遇问题又引不进来。由于

没有经验可以传授，青年教师只能讲授课本上的东西，然后，最有资历编写教材是应该是在市场一线摸爬

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但是他们却没有时间来总结这些经验，也不会把自己的成功之处与人分享，多数教材

都是出自毫无实战经验、毫无社会阅历的高校教师，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编写，如此局面，导致学

生经常反应教材无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工作后一点儿用都没有。笔者曾经指导学生做过三项调查：市场

营销专业学生专业满意度调查、06~10 级学生就业跟踪调查、11 级毕业生择业观与就业现状调查，这三项

调查结果有几个共性，其中一个就是学生普遍反映老师们在讲课的时候偏理论弱实战，希望多请一些实战

经验丰富的老师给他们授课。学生诉求与期望与工商管理类专业青年教师面临经验上的尴尬。 

3. 原因分析 

3.1. 科研与所授课程相关性不强 

虽然年轻的博士有多篇研究成果，还有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但对一门课程来讲，仅仅属于课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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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的一个点，点不能代表面，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对课程的理论体系还是不够熟悉。后续研究也只是

课程体系的另一个点，不可能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况且还有很多老师所做的研究与所授课

程压根就不在一个学科领域，甚至从来没学过所授课程，从而导致课程知识储备不足。 

3.2. 教学利益没有诱惑力 

目前，我国高校给教师的课酬确实不高，相当一部分高校基本工作量以内的课酬每课时三十元左右，

超过基本工作量之后的课酬每课时会高点，但一般都不超过五十元，按一门课 40 课时来算，超出基本工

作量后多上一门课，才两千元收入，远没有搞科研和到校外做兼职来得多来得快，对于面临巨大经济压

力的年轻教师相当没有诱惑力，所以，多数老师只把教学量控制在基本工作量以内，都不想多上课。另

外，教学乏力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教学与职称不挂钩，课时量的多少，教学质量的高低，与职称无任何关

系，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教学，但仅仅作为一个参考，工作量不要太低，教学质量不要

太差就行，在评职称方面，教学的地位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可以评各种教学奖，但一方面奖金低，

另一方面奖项级别低，对评职也无任何帮助。而省部级的、国家级的教学奖项，几乎都被老资历和科研

搞的好的教授所垄断，青年教师几乎无任何机会染指。教学地位的如此低下，导致高校老师都不愿意多

上课，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备好课，不愿意去参加各类培训来提高教学技能。 

3.3. 教学投入不足 

教学收入不高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高校教师的教学投入严重不足。投入和付出在通常情况下是成正比

的，教学投入不足，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青年教师教学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3.3.1. 生活压力大，难以安心工作 
刚刚毕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几乎没有任何积蓄，却要面临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买房买车、孩子

求学、赡养老人等一系列经济开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或者师资欠缺的高校为了吸引人才部分而提

供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和单位福利房等一系列诱人的物质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青年教师的部分

压力，但大多数博士毕业后为了谋取更大的发展，选择了名校、省会城市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

方的高校尤其是 211 和 985 类型的高校，对新引进的教师几乎没有任何待遇，高额的生活开支与微不足

道的课时津贴相比，经常让一些青年教师入不敷出，生活的乐趣在经济负担前消解了。高校教师中的单

身率和离婚率逐渐走高是这一状况的直接反应。青年教师的资历有限，获得社会资源的可能性也有限，

受邀讲学或咨询的机会几近于零。虽然部分青年教师也能申请到国家、地方或学校的课题资助，但是能

申请到的资助往往不足挂齿，更何况绝大多数人无缘问津科研课题。虽然，有一定的压力是好的，可以

转化为动力，但是多数青年教师感觉压力太大了，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甚至有些人生活在底层，与国家

税务局将高校教师定为高收入阶层的地位极不相符，理想的角色期望和个体对角色的主观认识之间还存

在着不小的差距。在这种角色差距的作用下，青年教师的职业信念难免受到影响，其在教育教学活动和

个人职业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亦会严重受挫，使得很多青年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归属感缺失，

责任感不强，职业道德观念淡薄，价值取向偏离本职业轨道，一些老师忍受不了这种教育系统的低收入

状况，为了提高收入想方设法在校外做兼职、搞副业：开网店、做微商、校外兼课，所得收入比在学校

拿的还多，心思更加不在教学和科研上了。 

3.3.2. 重科研，轻教学 
青年教师之所以重科研，轻教学，主要有以下三个考虑：科研利益明显、科研压力大、职称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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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利益明显 
科研与教学相比，往往能带来更直接的收益，许多高校把教师聘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与发表

论文论著数、立项结题数等科研指标挂钩，没有科研，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职称，没有岗位，没有待

遇，没有前途。获得一项国家级课题，不仅收入有了很好的保障，评职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因此，

为了评定职称以及获得晋升，发表论文、取得科研成果成为青年教师的又一重大任务，并且是大多数青

年教师的主攻方向。不少教师疲于奔波于论文课题间，将有限的精力过多投入到科研中，造成教学投入

不足，无暇钻研教材，教学能力停滞不前。 
2) 科研压力大 
然而，青年教师毕竟资历有限，离开了博士生导师的研究团队，融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成了孤家

寡人一个，科研成果又有限，地方课题论资排辈难以获取，没有小课题支撑，更别说国家级课题了。学

术界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课题申报要看申请者已有的课题和成果，知名专家学者忙得团团转，挂名都

挂不过来，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尽管在读研期间帮导师做了很多课题、写了很多申报书、发表了很多论文，

但都是为他人做嫁衣，没有自己挂名第一的，而课题申报看中的是属于自己的成果的数量和级别，可以

说，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术上是白纸一张，在申报课题的时候很难入评委的法眼。自己申请不来

课题，只能跟着老资历们做。但结果是活儿多名少，发表论文时署名也好、申请奖励也罢，排名总是靠

后。SCI、SSCI、国外 EI 原刊、国内权威期刊、校内 A 类、B 类期刊等，对于青年教师来讲，这些高级

别、高水平刊物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重压。然而高水平刊物毕竟要求太高、审稿周期太长、数量有限，

加上金钱稿、人情稿越来越多，还有中介收费又太高，因此，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的难度太大，加上

部分高校规定读博期间的成果不算数，对于刚毕业的青年教师，想要在两三年内发表几篇符合职称要求

和评奖要求的高水平论文，真是比登天还难。 
科研上的压力，让年轻教师们丝毫不能懈怠，必须加班加点写文章申报课题。好不容易申请上了国

家课题，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对于有明确评审标准的高校中的年轻教师来讲，终于可以缓

一口气了，因为按标准终于可以评上副教授了。但是，由于名额有限，为了竞得有限的名额，必须要比

别人申请到更多的、更高层次的课题，发表更多更高水平的论文，科研难度进一步加大。 
3) 职称评审压力大 
高校中的职称评审要求越来越严、难度越来越大、名额越来越少，除了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高校和

急需扩充师资的高校的环境稍微宽松些，多数高校的职称评审争得头破血流，年轻教师要做好多方面的

功课，评审专家要多轮投票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少得可怜的名额。但是，对于有名额限制的高校中的年轻

老师，尤其是 211 和 985 高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在这些高校，评职称的标准就是谁比谁更

厉害，因为凡是参评的几乎都能够满足基本条件，但名额有限，部分高校，某一个学科，每年只有 1 个

名额，为了这仅有的一个名额，大家拼得头破血流，虽然在能力上都足够评教授了，但是，没有这个名

分，待遇还是上不去。此外，在职称的评定方面，有太多的人情因素。不少高校在职称评定方面存在暗

箱操作，一些人虽然在业务方面达到了所谓的职级标准，但评委们存在所谓地方主义、部门主义以及个

人主义等，影响到了职称评定的公正性。所以，为了评职称，要求大学教师必须是个多面手，要同时应

付多种局面。 
一些高校虽然给了刚入职的青年博士副教授待遇，但是有名无分，三年内如果没有省部级以上课题

或者没有评上副教授，就不能继续享受副教授待遇，降格为讲师待遇，部分学校更严，几年内评不上就

得走人，甚至还有部分高校规定“非升即转”，由教师岗转为行政岗。多数 211 和 985 院校还规定，评

职称必须要有出国留学经历。上述几点改革，正在高校中逐渐蔓延开来，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博士群体

的逐渐增多、职称名额的趋于紧张、高校生源的逐渐减少，很大程度上又推动了这一趋势的蔓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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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的科研压力会越来越大。 
但，评上职称并非就此高枕无忧了。最近几年，一些名牌院校在逐渐的尝试打破“能上不能下”的

职称评价体系，打算建立起一套“能上能下”的评价体系，每隔几年对所有教师进行一次评价，达不到

相应职称要求的，就要降级，正的降为副的，副的将为讲师，“靠吃老底儿混日子”的状况将逐渐的被

我国高校一一打破，无形中给原本压力已经够大的年轻教师又多了一层压力，科研难度难上加难。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青年教师为了应付如此大的科研压力，大多数选择了把有限的时间和精

力放在了科研上，教学上的时间投入严重不足。 

3.3.3. 教学任务繁重 
由于扩招、自考和继续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成倍增加，有的周课时甚至达到 20 多学

时，与中小学教师无异。不断增长的课时量，与多年不变的低课时费，以及职称评审方面的“重科研、

轻教学”，导致高校教师都不愿意多上课，认为“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尤其是科研任务比

较重的和已经过了教师适应期的老师更不愿意上课，更别说新开课了，“排课难”是我国多数高校存在

的问题。但是，课总得有人上，于是乎，年轻老师就挑起了上课重任，尤其是刚入职的。这种属于被动

多上课的，还有一部分是主动多上课的。一部分年轻老师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主动申请多上课，除

了本学院、本学校的课，还主动申请别的学院和别的学校的课。尽管好多高校明文规定新进教师第一年

不能上讲台，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也只能勉为其难了。对于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老师一学期上五六门

课，更有甚者还有上 9 门课的，超负荷的工作量使青年老师与学生缺乏交流和沟通，学生意见不能及时

反馈，青年教师没时间进行课后总结，严重制约了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一个教师给同样的学生在

同样的教室连续上三门以上的课的情况时有发生，视觉疲劳让好多学生难以接受。然而，绝大多数高校

的课酬毕竟不高，加之科研压力，青年教师在充当了三四年的“教学苦力”后，开始产生职业倦怠，变

成所谓的“老油条”后，就不再想多上课了，只保证基本的教学量，推掉的教学量就又转移到了新来的

教师身上。 
目前各高校里普遍鼓励资深专家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由此也说明他们很少在本科教学一线，使

得青年教师承担了一半以上的课时数，由此看出，繁重的教学任务对于缺乏教学经验的青年教师来说，

很难抽出时间和空间对自身的知识进行更新、补充、消化、提高，更无法对教学进行研究和改进，又谈

何提高教学质量?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连年滑坡与高校排课不均衡有着必然的联系。 

3.4. 教学培训过于宽泛，注重理论难获实效 

大多数高校针对青年教师培养所开展的教学培训，大多主题过于宽泛，没有围绕具体的某种或多种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或某门具体的课程等进行具体的、针对性强的培训。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的内容基本

上都是理论学习，不涉及教学技巧和实战，培训的用意很好，但最终的效果就是可以帮助老师更好地应

付岗前培训课程的考试。培训者和被培训者已达成共识，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拿教师资格证，就算是理

论培训，逃课者大有人在，培训者熟视无睹，“反正大家都在应付，我又何必认真，为这点事儿，得罪

人，得不偿失，不如睁只眼闭只眼，还能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种想法点到了很多人的心坎

上。教师资格证的取得，对于硕士学位的老师来讲，还有点难度，必须得上课考试，试讲等，该走的流

程还得走，但对于博士群体来讲，就轻松多了，有时间去听听课，最后也不用考试，直接提交一份所授

课程的 PPT 即可，连试讲都省去了。博士群体的先天优势无疑成了助长不良风气的先天根源。高校所颁

发的“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并不足以表明教师己具备了应有的高校教育教学能力，张楚廷教授曾指出的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师范教育体系目前只负责高中以下(含高中)学校师资的培养，大学师资并无相应的

师范教育机构来培养，也没有为研究生进入大学师资队伍之前的必要教学训练设置的其他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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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先天缺乏师范教育素养的大学教师“后天供给不足”。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处于“自然成熟”状态，

而且，一般认为专业知识的提升就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用学术能力遮蔽了教学能力的发展[4]。 
有时也会开展老教师“传、帮、带”的活动，但依然还是围绕理论展开，讲到教学技巧和实战时也

只是蜻蜓点水而已，难获实效。我国高校普遍开展的“导师制”，大多数都是流于形式，因为大家都没

有利益动力，都在应付。尽管各个高校成立的教师发展中心会经常举办一些讲座，但收效甚微，听者寥

寥无几。好多高校还把青年教师送去出培训，但没有一个评价体系去考评培训效果如何。 

3.5. 教研活动流于形式，很少获得他人经验 

教学科研型高校无疑是重视教学研讨的。各高校都有关于教研的相关规定与具体形式，各教研室也

会开展一些教研活动，但自发自觉、严谨有效的教研活动较少，大多流于形式。教研活动的开展大多是

靠制度强行推动，组织者对教师主体需求缺乏了解，没有在教研活动中去知悉教师的需求、唤醒教师的

热情，对教师在教研活动中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没有约束力。严格来讲，教育界一致推崇的教学团队并没

有真正形成，仅仅是几个可以教同一门的课的老师聚在一起，探讨最多的还是科研，所谓的教学团队是

依附在科研团队上的，作用仅限于主讲某门课的老师因为有事儿需要请假，由团队中的另一教师临时替

代授课而已，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围绕某门课程的建设展开讨论。久而久之，教师们更缺乏积极参与教学

研讨的诉求和动力，教研合作文化与教师发展之间的良胜互动机制更难建立，教研活动便长期流于形式，

青年教师因此难以从中学习他人的教学经验，只有靠自己慢慢地摸索来实现教学能力的增长。 

3.6. 评教体系只奖不惩 

学生评教、教学督导评教、教学专家评教，目的主要在于选出授课优秀的老师，对于在评教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并没有反馈给任课老师，任课老师无从改起。甚至对于评教效果很差的老师，也只是把意见

反馈给本人，交流下，至于如何提高、要不要提高还是任课老师说了算。学生向院领导、教务处反映某

位老师教学水平极差，想要换老师，或者被学生当堂轰下讲台的教师，高校的处理办法也只是听从学生

的意见，临时换人，提醒下教学差的老师，但是，下学期，依然登台授课。不惧威慑力的评教体系，难

以引起教师的重视。由于评教体系缺乏惩戒作用，任课教师我行我素，久而久之，教学质量的低下就不

难理解了。 

3.7. 对于实战经验的获取缺少相应的制度或执行不力 

虽然，各大高校针对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任课老师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鼓励年轻老师挂职锻炼，但

大家争抢的是去政府部门的挂职锻炼，深入企业挂职锻炼对于老师们没有诱惑力，不仅待遇不高，而且

他们还担心，人不在学校期间，会错失很多机会，如课题、评职称、学习机会等，故虽有制度，要么激

励乏力，要么执行不到位，往往流于形式，好多老师，虽有挂职的头衔，却无真实实战经验的历练，与

课堂教学，仅仅是多了份谈资，学生依然学不到真正的东西。 

4. 结语 

工商管理类专业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加以全面考量和综合

性的研究。青年教师只有彻底认清自身教学能力上的局限性，追根溯源，找到影响和制约教学能力提升

的根本原因，把握好教学能力提升的策略，才能走出教学能力发展的困境，才能在高水平、高素质、专

业化的人才培养趋势中发挥应有作用，也才能实现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同时，各级教育部门和高校也

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宏观层面和制度上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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