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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普通本科院校规模的发展，青年教师队伍逐渐壮大，然而青年教师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和课堂教学

经验，因此提升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国家、学校和自身发展等

三个层面分析了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必要性，进而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新策略进行了探讨，

为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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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umber of young teachers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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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young teachers lack professional system train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experience.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In this paper,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for young teachers was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le-
vels of country, school and self-development. And then the new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 for im-
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These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young teachers’ abi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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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招生人数逐年递增，普通本科院校大力引进海内外优秀专任教师，

青年教师的比例也日益上升。因此，青年教师是普通本科院校持续发展的主力军，给未来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输入了新鲜血液，其教学能力也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了各大高校的重视[1]。然而，现

有的青年教师虽然学历较高，但多数是非师范专业毕业，缺乏专业的培训和课堂教学经验，迫切需要提

升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教育部在教高[2019] 6 号文件也指出“需要加强建设高校教师发展中

心，完善教学培训，特别是新进青年教师的培训，以提升其教学能力，让教师更有成就感和获得感”。 
基于此，本文从国家、学校和自身三个层面剖析了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和教学水平的必要性，并

对教学能力提升新策略进行了探究，为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能力提升提供了启迪和重要参考，助推青

年教师快速成长。 

2. 提升教学能力的必要性 

普通本科院校的发展离不开青年教师，因此，提升其教学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

新需求，是学校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自身发展的重要保障。 

2.1. 时代和国家的需要 

最近几年，高等本科院校持续扩招，高考录取率快速攀升[2]。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 年毛入

学率已达到 48.1%，我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却令人担忧，值得广大教育者深思[3]。2018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主

席明确提出要求解决好“培养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好“靠谁培养人”的问题，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新

的要求。众所周知，自从普通本科院校扩招以来，越来越多的刚毕业博士研究生加入教师队伍，青年教

师已成为高校的主力军。根据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应当大力开展能力建设，发挥教学名师帮扶和示范引

领作用，助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使其在教学中有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4]。并且随着“互联网+教育”

时代的到来，2018 年 10 月国家发布的教高[2018] 2 号，指出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加快慕课建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鼓励老师建设“信息化时代”的金课，对自己的学科、课程和课堂

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教学改革，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近年来，国家开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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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育人。这些都是时代和国家发展赋予教师的艰巨任务，更是青年教师的使命

担当。 

2.2. 学校发展的需要 

在当前“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青年教师是增强高校内生动力和办学活力的

关键。新一轮高校“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启动，对各地高校特别是普通高校来讲是一个重大发展机遇。

现在很多普通本科院校都结合自己学校的特色，正在全面积极推进，制定了详实的“双一流”建设方案。

我们学校在此契机下，党委教师工作部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定期举办了一系列高级研修活动，如新时代

好老师的理念与方法、金课建设：传承与创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技术等活动，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这样能极大提高专业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从而提高学校的声誉与知名度，实现个人成长与学校

发展同步共赢，助推学校的“双一流”建设。 

2.3. 自身发展的需要 

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师虽然一般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甚至还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科研能力强，但绝

大多数来自非师范院校，没有系统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理论课程[5]，仅仅经过教师发展中心短期的岗

前培训就匆匆走上教学岗位，缺少教学实践经验。刚开始任教过程，大部分青年老师是摸着石头过河，

讲授知识往往是照本宣科，教学效果不佳，青年教师也仰望窃叹。另外，还有一些普通本科院校职称评

定重科研轻教学，科研导向型的职称评审迫使他们要花费大量时间申请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甚至有部

分高校青年教师认为：科研是高校教师发展的“事业”，而教学仅仅是“工作任务”，科研成果在职称

评定中很容易量化和体现。青年教师通过自己短期努力取得一些科研成果迅速取得副教授、教授的职称，

但是他们在教学方面仍是“青椒”，他们往往仅仅有“教什么”这一问题的学科专业知识，缺乏“如何

教”这一问题的教育专业知识。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慕课、爱课程等线上一流课程的出现，学

生可以进入网络课堂学习到我们所讲的知识，并且还可能更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这也给青年教师带来

很大压力和动力。可以设想，如果教师没有牢固的基本功，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模式，难以赢得学生的肯

定与喜欢。因此，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是迫切需要提升的，也关乎着教师自身发展的。 

3. 提升教学能力的新策略 

3.1. 智慧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深入推进，科学技术逐步走进校园，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

代的需求。传统课堂存在教学模式单一、师生互动性不强、教学行为难以分析、出勤率统计繁琐、学生

听课状态凭教师主观判断，且管理者缺乏有效直观的手段监督教学等问题[6]。如今，青年教师需要总结

传统教学的优势，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智慧教学模式，强化教学效果，促使学生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掌

握专业科学知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也明确指出需发展智慧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方法，培养

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为满足教师智慧教学需求，清华大学与学堂在线共同提出了雨课堂智慧教学模

式，试图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将原来学生在课堂上难以抵制诱惑的手机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工具，

让学生能够应用手机积极的参与到课堂，开展针对性的、有效的互动[7]。并且通过雨课堂可以迅速得到

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维度的教学数据统计分析，给教学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清华

大学观摩了应用雨课堂教学的思政课后也称赞雨课堂是教学的利器。雨课堂智慧教学能够通过习题推送、

弹幕等课堂互动充分了解学情，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问题导向”和“兴趣驱动”的教学设计策略，真

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激发课堂教学改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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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研结合，以研促教 

普通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科研任务，很多老师常常感慨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很难兼顾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压力很大。其实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不教学”就不是

老师，“不科研”就不可能是好老师。一方面，科研不仅能将所讲述的教学内容讲深讲懂，还可以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8] [9]。我们通过科研能对教材的知识点、概念与范畴和教材知识体系的安排理解得更深入、

对教材的内容把握得更娴熟、对知识体系理解得更加到位。另一方面，创新的科研成果能及时更新教师

的知识体系、完善知识结构，进而不断充实到教学内容去，做到与时俱进。当然青年教师一旦有了科研

之源，就会成为教学过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学生也会在课堂上了解到学科的前沿知识，意

识到自己所学知识的重要性，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因此，通过教研结合，以研促教的方式，

能提升课程教学的创新力，最终在教研相长的情势下提升教学能力。 

3.3.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2019 年 8 月国家发布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深入

研究高校各学科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妥善处理好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关键

问题，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10]。因此，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对老师提出的新要求，高校教师特别

是青年教师必须要勇于挑起“思政担子”，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进行必要

的提炼和升华，使得思政教育有效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实现三全育人[11]。青年教师也可通过解决工程

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提升其专业认同度、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实现专业课程

和思政协同育人。需要多加关注的是，现在教学比赛中也非常重视课程思政，主要看专业教学中有没有

课程思政内容、课程思政是否是从专业知识体系中发掘出来的、课程思政融入的是否自然等三方面。因

此，青年教师必须“既教书、更育人”，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对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进行深入

思考。课程思政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易急功近利，要扎扎实实去做，让课程思政永远在路上，在每一

节课程上。 

3.4. 虚拟现实，助力课堂创新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虚拟现实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简称 VR 技术，

其涉及多个技术领域，如智能感知、人机交互、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等。作为一种新兴技术，VR 在教学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使学生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成为实时交互感知者和操作者，让其产生身临

其境之感。VR 技术能弥补教学条件和实验经费的不足，避免某些条件较差的学校不具备实验条件而使得

学生对某些知识点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发生，同时也能规避实际操作和真实实验的潜在风险，彻底解决实

验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局限性，并可实现资源共享，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活跃

课堂气氛，增强教学效果，更好发挥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12]。VR 的优势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因此，它的出现改变了教师之前的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方法，无疑给

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 年，国家发布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明确指出要充分

利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和能力，推

动教学方式变革。因此，为给学生提供一个激发其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的平台，青年教师在课程教学中

可结合 VR 技术，增强教学过程的科技含量。特别是新冠疫情过后，可以开展后疫情时代基于虚拟仿真

的课程建设与改革，提升教学水平，快速适应信息化教学。 

4. 结论与展望 

普通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师要以新时代高校教师的“四有”新要求，坚持“以本为本”，践行“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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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顺应“互联网+教育”时代发展，掌握智慧教学模式，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走教研结合之路，以学生为中心，努力提升教学能力。当然教学能力的提升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

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标，要不停发现问题，持续改进，在反思总结中提升，以“金课”建设标

准上好每一堂课，争做新时代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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