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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内涵式发展阶段，建设双一流是高校新的发展目标，能否为国家建设培养高水平人

才是检验双一流建设是否成功的重要试金石。民办应用型高校也在力争建设双一流，青年教师在民办高

校占比非常高，是主要的师资力量，其教学能力事关民办高校能否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应用型民办

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应该兼具共同性、特色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既要具备基础的教学能力，又要

具备实践教学能力和应用性研究能力以满足应用型大学对教师的特色要求，同时还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需要，具备信息化教学能力、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教学改革创新能力等发展性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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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higher education having entered the stage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is the new development goa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can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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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touchstone for testing the suc-
ces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applied private colleges are also striving to build 
Double First-Class. Young teachers who account for a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private colleges are 
the main teaching force, and their teaching ability is related to whether private colleges can culti-
vate high-leve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in applied 
private colleges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ality, distinctiveness and the 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both basic teaching ability,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and applied research abili-
ty to meet the featured needs of applied colleg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have de-
velopmental teaching capabilit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such as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ability,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bility,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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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规模化扩张后，高度同质化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迫切需求，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对高等学校进行类型划分，实现差异化发展就显得迫在眉

睫。2010 年后如何建设应用型高校就成为高等教育学界的研究热点，2015 年三部委联合发文鼓励部分地

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更是把应用型高校建设研究推到历史新高度。在文件的倡导下，一些地方院

校纷纷主动转型为应用型高校，民办本科院校更是应用型高校建设的主力军。民办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

校转型旨在通过差异性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在另外一个赛道上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课堂教学是人才

培养的主战场[1]，提供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民办高校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脱颖而出

的制胜法宝。 
由于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办学历史都不是很长，青年教师在整体师资中占比较高，师资队伍呈现年

轻化是这类型高校的共同特点。对高校青年教师的研究很多，但是目前对青年教师的年龄界定没有达成

共识，有的是以 35 岁为界限，有的是以 40 岁为界限，还有少量研究以 45 岁为界限。鉴于应用型高校和

学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因此它们对教师的能力素质要求也不尽相同。教师队伍建设是应用型

高校转型成功的关键，作为主力军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能否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是关键中的一环。

关于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是研究比较笼统，没有区分不同学校类型，没有体现应用

型民办本科高校对教师能力素质要求的特殊性，因此构建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就显得

非常有必要。 

2. 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界定 

众多的研究都发现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非常有必要，但是关于教学能力的概念界定并没有达成共

识，梳理以往的文献发现对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概念界定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学能

力指的就是课堂教学能力，如赵菊珊(2008) [2]，佘远富(2010) [3]，另外一种观点是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定

义教师教学能力，认为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不应该仅仅指课堂教学能力，还应该包括为课堂教学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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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力，如李庆丰(2014 年) [4]，黄元国、陈雪营(2019) [5]。第二种观点对于研究能力的看法有些分歧，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能力包括教学研究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有的学者认为研究能力仅仅指的是教学研究

能力。由于科学研究成果和教学研究成果都可以反哺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本文中的教学能力

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概念界定的，既包括狭义角度的课堂教学能力，也包括与课堂教学能力相辅相成

的研究能力。 

3. 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构成 

3.1. 基础性教学能力 

基础性教学能力是指无论是学术型高校还是应用型高校，要达成教育教学目标，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所有教师都必须具备的基础教学能力。基础性教学能力包括具备学科知识，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

力及教学反思和评价能力。 

3.1.1. 具备学科知识 
一碗水和一桶水的经典比喻说明了精通所授课程的学科知识是一名教师讲好课的前提。新建本科院

校教学合格评估中专家主要从 4 个指标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教学内容就是其中的重要评估指标。

传授专业知识是高校青年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职责。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对授课内容非常熟悉，熟

悉授课内容的前沿和发展动态。具备学科知识是教师胜任经师的基石，很多高校将教师是否熟悉授课内

容，能否介绍学科前沿作为校内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指标之一。在把关教师入口上，很多民办本科高校

将专业对口，学历在硕士以上作为基本招聘条件，就是为了确保新进教师的学科知识储备满足教学要求。 

3.1.2. 教学设计能力 
胜任高校教师职责，仅仅具备学科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自己会和教学生会是两种有关联但不同的能

力，课堂教学的目标是学生通过学习也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教师还需要具备会教的能力。教学

设计是教师课前对整个教学活动的规划，教学设计能力是体现教师会教的重要能力之一。好的教学设计

有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通过对各类教学比赛评分指标进行分析，发现教学设计的比例

在 40%左右，足以说明教学设计能力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3.1.3. 教学实施能力 
再完美的教学设计只有在教学实践中落实下去，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学实施能力主要体现

在课堂上，它是将教学设计内容呈现的能力，由语言表达能力、互动沟通能力，课堂管理能力等构成。

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掌握规范的教学语言技术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也是合格评估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简练、生动、严谨、吸引力强是高校教师教学

语言的基本要求。教师的一言堂已经被证明是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的重要因素，好的课堂一定是一个

有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教师的互动沟通能力可以有效打破课堂静默现象。通过有效的提问技术、

启发技术，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让学生从课堂的看客变成课堂的主体，从而更好地达成教学目

标。好的课堂管理可以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兴趣，维持课堂秩序，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认为课堂管理是为

了创造一种守秩序的精神，因此课堂管理能力也是教师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 

3.1.4. 教学反思和评价能力 
教学实施后如果没有进行科学的教学评价，课堂教学效果如何，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就无从得知，因

此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需要青年教师具备教学评价能力。教学反思是建立在科学的教学评价基础之上的，

被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是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教学反思与评价能力是教师基于教学场景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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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对于有效完成教学目标的情况，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情况等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的能力。通过对教

学效果的评价，反思教学中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和教学行为，帮助青年教师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将教

学经验理论化，最终有助于教师不断地改进课堂教学，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更好地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 

3.2. 核心教学能力 

应用型高校和学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对青年教师的能力素质要求也应该是

不同的。本文所指的核心教学能力是针对应用型高校的特殊性而提出来的，包括实践教学能力和应用性

研究能力。 

3.2.1. 实践教学能力 
实践教学能力是应用型高校教师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重能力培养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

式，应用型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实践教学是实现能力培养的重要载体。应用型高校

的特色就在于应用型，如何体现应用型，关键在于培养的人才与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职业的适切性。

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要充分体现应用型，而应用型师资是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落到实处的关键。让学生掌握正确的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当中是应用型本科课

程教育的重要特点，因此以实践为主要导向的教学是应用型大学的教学特色。实验、实训、实习、毕业

论文、学科竞赛等都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教师是承担实践教学的重要主体。为了满足应用

型高校的教学需求，青年教师必须具备实践教学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包括开展实践教学的教学设计能力、

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评价能力。只有教师具备实践教学能力，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应用

型高校才能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3.2.2. 应用性研究能力 
除了实践教学能力，应用性研究能力也是应用型高校教师应该具备的另一个核心能力，包括教学研

究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科学研究成果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教高〔2019〕
6 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将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教学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反

哺教学。不过应用型高校教师开展的科学研究要与研究型大学有区别，开展的应该是应用性的、开发性

的研究[6]，是以解决现实问题，转化科研成果为目标的，研究成果要与应用型的定位高度契合[7]。应用

型大学也被称为教学为主型大学，教学的重要地位在应用型大学不言而喻。青年教师需要围绕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探讨更适切的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总结经验，为后续的教学

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因此，为了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青年教师必须具

备应用性研究能力。 

3.3. 发展性教学能力 

教师的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应用型民办高校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也会

发生变化，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需要与时俱进。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只有随着时代的要求不断更新，才

能不断胜任教师岗位要求。信息化教学能力、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和教学改革创新能力是应用型民办本科

高校青年教师应该具备的发展性教学能力。 

3.3.1. 信息化教学能力 
教学中教与学要共同发力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难以有效激发

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了人才培养的质量。现代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当互联网的原住民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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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就需要老师能够熟练掌握现代信息化技术，对

教学内容进行全新处理，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模式。2016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

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实现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该文件宣告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新

时代的教师需要具备信息化教学能力。 

3.3.2.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高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战场，“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过去的教

育教学中，高校更多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但忽视人才的价值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

提出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标志着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的新要求。近年来课程是否融入思政元素也成为一流课程，

教学创新大赛等重大教学项目、教学竞赛的核心观测点。因此，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青年教师需要

具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熟悉课程思政理念，在课程讲授中能够将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巧妙融合，完成立

德树人的教育教学目标。 

3.3.3. 教学改革创新能力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双一流，近年来教育部一直强调高等教育要回归教学，要不断深化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是从传统的学术型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人才培养模式也从注

重知识传授向注重能力培养转变，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创新是提高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举措。只有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创新，让学生忙起来，让课堂火起来，课堂效果才能实起来。在高度

重视回归教学本质的时代，青年教师的教学理念也需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更新，对原来的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持续改革，采取混合式、启发式、参与式等教学模式，不断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学生需求的变化。 

4. 结语 

学术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只是类型的区分，而不代表水平的高低，两种不同类型的高校可以在不同

的赛道中实现双一流目标，共同为国家建设培养双一流人才。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应用型高校是未来的发展主流。 
目前我国应用型高校大部分是从基础较弱的新建本科院校转型而来的，这些高校要想实现弯道超车，

就必须意识到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与学术型高校有非常大的差异，对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要求既要考虑高校教学的一般要求，还要考虑到应用型民办高校办学定位的特色，同时还要注意到外

在的环境变化对教师能力要求的变化。只有构建符合应用型民办高校特点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指标体系，

应用型民办高校才能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有科学的标准，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针对性，在激励人才的时候

有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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