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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新任教师教学能力，认为教学理念应该强调教授学生运用理论解决问题之方法，

具体包括两个层次：解释型运用与探索性运用，并论述了在以应用为导向之教学理念下，教材选取原则、

课时及课时类型设置原则、教学能力提升路径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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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ew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pplied college professor thinks teaching 
should emphasize the student to utilize the theory of the solution, which includes two levels: in-
terpreted use and exploratory,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riented in the teaching idea, teach-
ing material selection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class and class type, teaching ability ascension 
path three big problem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4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43
http://www.hanspub.org


庄园香，庄颖 
 

 

DOI: 10.12677/ass.2022.114143 1055 社会科学前沿 
 

Key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 Teaching Concept, Teaching Abilit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应用”属性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

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同时提出了教师、教材、教法(简称“三教”)改革的任务。“三

教”改革也是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应用型高校如何开展“三教”

改革？具体的逻辑思路或实施路径是什么？目前有关“三教”改革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进行：一是证

书制度或 1 + X 证书制度视角下开展思考[1] [2]；二是探究高职院校或“双高”院校的“三教”改革[3] [4]。
本研究则以“应用为导向”探究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三教”改革。首先需要明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应

用”属性，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实践是以应用为导向构建，即理论之应用性。具体可分为两个层次的理

论应用：一是解释型运用，亦即理论能够有效解释现实。但要注意两个问题：① 一定要清楚所运用理论

适用范围，因为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② 理论中变量或概念与现实问题是否一致；二是探索性运用。

较上述第一层次的理论应用，此层次的理论应用属于高层次的理论应用，其强调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与

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种情况是单个理论不能直接完全有效地解释现实，为了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需要提出两项要求：一方面要求准确把握各种理论解释社会现象之视角，这建立在掌握大量理论观点以

及理论之不足上；另一方面是掌握相应的方法论或者工具。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与解决新问题之能力的

方法包括：第一，理论与实际相比较以发现理论之不足。第二，通过社会观察以产生疑问。第三，培养

学生独立与创新性批判思维能力。其核心是开展通识教育，目的是拓宽学生视野以培养学生多角度分析

问题的能力。在论述应用型本科“应用”属性之后，我们以应用为导向，分别从“教材”、“教法”和

“教师”三个方面开展论述。 

2. 以应用为导向的教材选取 

教材选取三原则：一是跨文明。基于中西方文化之差异，导致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之思维差异，因

此需要“融通中西”，以培养学生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大量历史事实也表明，中西文明的差异性并非

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前提[5]；二是跨时代。由于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传统文化中蕴含大

量的优秀思想，并且可以通过适当的借鉴方法以服务于当代社会问题之解决。这也是因为“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之相关研究“已经逻辑地表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现代化相通的理念[6]。”三

是跨学科。至 2014 年年底，各类产业结构指标的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后工业化时代[7]，后工业化

时代的特点是彼此双方对其提供的服务不满意，或某些服务无人提供[8]。这种复杂性需要教师采取新的

教学驾驭模式：基于专业整体框架的知识讲授，强调教师融合专业框架内的各门课程[9]。 

3. 以应用为导向的教法 

课时及课时类型设置原则：“以练促学、以练为主、紧跟时事、灵活多样”。尽量压缩纯理论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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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以应用(问题)为导向的课程，同时设置讲授最新前沿问题之课程。但要适当控制理论课与应用课课时

之间的比例关系，据此提供两种方案：一是理论与应用课堂分离模式。建议采用 1/3 理论课与 2/3 应用课

相结合；二是采用理论与应用课堂融合模式。建议以问题为导向，具体讲解如何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

就讲授最新前沿问题之课程而言，可以以公开课的模式进行，采取不定期设置方式，也即当现实之中出

现最新问题时，可以要求教研室组织相关教师进行讲授。 

4. 以应用为导向的课堂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目前学界围绕新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学校的外在帮助与自我修养

相结合提升教学能力[10]；二是从教学反馈和教学反思的角度提升新任教师教学能力[11]。这些研究没有

从教案写作与教学过程角度开展深入研究。教学能力提升可通过四种途径实现：① 学院开展师徒帮教制

度、新任教师汇报课及评课制度、听课制度、教案写作制度。② 通过观看网络公开课，学习不同学校、

不同层次、不同国家教师授课方式之优点等。③ 自学相关书籍，努力学习不同或最新的教学方法。④ 自
我经验总结与反思。教学能力提升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教案写作与教学过程。 

4.1. 教案写作 

一般而言，教案组成部分包括教学组织环节、知识讲授环节、知识运用或检验环节、作业布置环节、

课后反思环节。就微观而言，包括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素材、小结、用时。针对以往教师

讲课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建议教师在教前准备中注意下列若干问题：1) 针对上课思路不清或混乱的问题，

增加教师上课逻辑思路图一栏。2) 针对提升学生能力的要求，增加学生能力提升路线图一栏。3) 针对学

生基础不同的情况，增加自由提问环节，以实现当堂问题当堂解决。4) 为了促使真正用心去反思教学存

在的问题，细化教案反思环节为：① 改进之处：(学生意见与教师自我意见)；② 原因分析；③ 改进措

施；④ 改进措施实施效果评价：(下一次课上完填写)。另外为了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以及促进经验交流，

建议教师多参加听汇报课和评课活动，以及师徒帮教活动。 

4.2. 教学过程 

课堂环节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讲课，二是课堂组织管理。 

4.2.1. 讲课 
讲课主要包括三项内容：知识整合、素材的组织、知识讲解。建议使用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教师课堂讲授课本和课外知识，并引导学生思考(教给学生认识事物的方法)，最后让学生提问以解决

疑惑；二是课前发放学习资料以自学，课上针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讲解和扩充知识面，同时通过不断提问

题以引导学生思考，培养自学能力。 
知识整合。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整合专业领域内书本知识，二是整合书本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

针对整合太多非本学科知识是否合理的疑问，建议处理的方式是点面结合，以点为重，也即尽量扩充学

生的知识面，同时针对与本节课高度相关的课本外知识，可适当进行详细讲解，非高度相关的知识点到

为止。原因包括两个：① 开展通识教育十分必要；② 讲解太宽的知识，学生难以消化。 
素材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项内容：素材的选取原则与素材的展现形式。首先是素材选取原则。主要

包括支撑或匹配所讲知识与益于学生身心健康两个方面。其次是素材的展现形式。由于教师授课的目的

在于不仅是让学生有知识的积累，更在于让学生理解，因此在讲解过程中要采取多种素材展现方法(案例、

视频、图片等)，摒弃单一或传统素材的知识展现方法。 
知识讲解。知识讲解主要指知识讲解的方法，建议老师由最初使用单一知识讲解方法转变为使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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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知识讲解方法。然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知识讲解的目的是什么？传统上认为是教给学生

本学科的知识也即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当然也要求课堂上不仅要教给学生具体知识，而且也要教

给学生如何学习的方法。前者相对较易，后者较难，这首先要求老师自身能够掌握知识的生产过程和方

法，如此才能传授与学生。如果一个老师没有相应的科研能力，那么很难说这个老师就懂得知识生产的

方法。或许有观点认为部分学生素质不高，其未必能够听懂教师讲授的内容，但这恰恰表明部分问题没

有区分清楚：教师教什么？学生听不懂的到底是什么？为何听不懂？就学科本身而言，老师主要教授学

生三方面的内容：课本知识、课外延伸知识、认识事物的方法。下面分三方面进行分析： 
课本知识并非人文社科老师上课教学的主要内容。大多数课程并不重视学生的课前自学或预习，但

比较重视课后作业的布置(是为了让学生自习时间有事做)。持此观点的原因是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老师

的作用是什么？或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实质上教育或老师的作用在于唤醒学生的兴趣与引出每个学生

的潜在能力或者说引导学生培养自学能力。这就要求老师在讲授下一节课之前要布置相应的任务和发放

相应的学习资料，而在课堂上，老师的作用在于为学生答疑解惑。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教学

圈：课前学生自学 → 课堂老师解答学生疑问 → 课后学生复习巩固 → 课前学生自学。如此便从本质

上实现了学习之主体为学生，从而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发现知识。 
课外延伸知识(通识性知识)应成为人文社科老师讲授的主要内容。原因有二：1) 基于学生的需求。

学生普遍反映课本知识肤浅且没兴趣，想学习更多课外知识。2) 基于应用型院校学生的特殊性。应用型

院校学生既不同于普通高校本科生也不同于研究生，普通高校本科生在高等院校学习 3~4 年，基本拥有

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当然动手能力可能不佳。而应用型院校学生比较重视操作能力(动手能力)，但是知识

面较为狭窄，与经过严格意义上的高等院校教育的学生相比，他们知识储备较少，尚不足以应对工作或

社会中的各方面复杂问题。因此，需要培养拥有丰富知识且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前者是人文社科老师的

职责，后者是专业实操课老师的职责。 
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提升学生理解能力的关键。部分学生反映说部分内容听不懂，原因是教师使用了

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当然教师使用概念和理论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让学生理解。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单

纯的讲授概念和理论，一方面要结合具体的例子和实物；另一方面要告诉学生这个概念和理论是如何构

建的，要想做到完整理解一个事物必须要了解其过去和将来。针对多数学生存有疑问之处，教师能够做

到利用发现知识的方法，结合现实案例，一步步带着学生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学生不仅能够理解该知识

点而且也学会了认识事物的方法。 

4.2.2. 课堂组织管理 
“教学效果的优劣与组织能力有直接关系[12]。”课堂组织管理方面主要是构建合理的激励与威慑制

度。但这两项制度有效的前提是：教师要爱学生，换言之教师要走进学生的心里，让学生认为这个老师

是“自己人”，“愿意听他的话，愿意上他的课，有什么事愿意给他说”。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和课

下积极关心学生，多多和学生沟通，善于观察学生的反应，及时帮助学生解决生活或学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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