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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学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

任，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的主力军，教师是学校发展的重要主体，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然而，当前

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总体不强，与社会人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高校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刻不容缓。鉴于此，本文从学生发展角度出发，研究了当前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不足的原因，提出了基于学

生发展的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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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realize	

the	 conform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s	 the	 country	 to	 build	 a	 high-level	 university	 and	 high-level	

discipline	of	 the	main	 force,	 teachers	ar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school	development,	 is	 the	guide	 to	

the	growth	of	student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in	our	country	 is	

not	strong	on	 the	whole,	and	 there	 is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m	and	 the	demand	of	social	 talents.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into	a	culvert	development	stage,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enhancement	 is	urgent.	 In	view	of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asons	of	 the	current	colleg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colleg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studen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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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人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

段，但近年来，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滑坡问题仍然突出，国家对高校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能力是教师的核心能力之一，也是

教师职业发展和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中坚力量，其教学能力如何，对学生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基于

此，本文提出基于学生发展的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以期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一、基于学生发展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生全面发展是指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是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不仅

要提高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还要关注学生道德、心理健康、社

会交往、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发展。通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可以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促进

其全面发展。

（二）有利于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是学校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的必然要求，对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促进

学校提高办学水平，教师教学能力是高校提高办学水平、促进高

校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对推

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是推进教育信息化、智慧

化进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能够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提升高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水平，提高智慧校园建设和管理水

平，为大学生创造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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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

（三）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

教学是高校教师工作的中心，更是学生学习的中心，是学校

改革创新的源泉，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对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教学能力提升，使高校教师明确了教学

能力提升的方向，在工作中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

综合素质。同时，教学能力的提升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服

务，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掌握知识。因此，通过对教师

教学能力的提升可以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增强人才培

养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

二、基于学生发展的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困境

（一）亟需提高优秀教师认定标准

现阶段，高校优秀教师的评价体系比较粗放、门槛也比较

低，甚至部分教师只需要拿到“教师资格证 + 职业技能等级证”

等证书，便可被称为优秀教师。然而，事实上，即使教师拿到了

“双证”，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具有卓越的教学能力，并且是否会产

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也缺乏一定的评判标准。因此，对于高校优秀

教师的认定标准还有待提高。

（二）亟需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近年来，高校的扩招在某种程度上为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带

来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学校会积极引入高学历、高水平的教师，

以期能为师资队伍注入不竭的动力。尽管他们的基础理论比较扎

实，但是综合教学能力却有待检验。另外，即便高校会加大对新

教师的培训力度，并在寒暑假期间，组织新进教师到合作企业中

挂职锻炼，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法取得理想的成效，导致

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无法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基于学生发展的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一）转变教学观念

教师的教学观念决定了教师的教学行为。只有教师转变了观

念，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能力。当前，高校教师大多受传统教育模

式影响较深，对学生的学习需求、成长规律了解不足，对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习困难等问题关注不够，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

养。部分高校教师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将教学任

务视为简单的重复劳动，忽视学生主体地位，忽视学生的学习过

程和情感体验，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要解

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我国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转变的过渡阶段，虽然近年来教学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但应试教

育仍占主导地位，很多高校教师依然把精力放在科研和科研成果

上，将主要精力用于争取课题和发表论文上。这种传统教育模式

下形成的教学观念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发展的

需要。高校教师应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将教学内容融入到教学活

动中去，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探究知识、提高能力。其次要关注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渠道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很

多高校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没有真

正站在学生立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应主动了解学生需求

和成长规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地开展教

学活动。最后要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二）加强师风建设

师德师风是衡量高校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弘扬高尚师德，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

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高

校应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抓手。首

先，要加强学习培训。学校应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使

全体教师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其

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将其作为开展教学研究、提升

教学能力的重要内容。其次，要加强师德师风监督。学校应建立

健全师德师风监督制度，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师生对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行为进行举报和监督，对违反师德师风的教师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学校应在各学院开设师德教育课程、开展系列宣传教

育活动、开展优秀教师事迹宣传等，使广大师生在学习先进典型

中感悟师德风范、受到教育启发、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

界；通过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强化广大师生的使命意识和责任

意识。

（三）健全培养体系

当前，高校教师培训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配套政策，这会

制约培养质量的提高。所以，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发

展状况，加大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养力度，并以此为依据，不断

完善与优化培训系统，从而为提高师资培训效果奠定坚实的基

础。另外，在现有的高校教师队伍中也包含校内教师、企业师

傅，高校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实施差异化的师资培训。同时

要注重建立相应的职称评价制度，确保教师不管是在高校里，还

是在企业中，都可以有很好的工作保证，同时也可以有很好的职

称评价。此外，在这个过程中，要提升教师整体的教学素质，并

且要经常性开展教师培养活动，按照不同专业的课程特征与具体

需求，从整体上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引导他们可以持续性

学习教学、工作内容。日常工作之余，教师也要经常性开展教学

反思，其首要目标是找出自我教育之缺憾，借由持续之研究，以

补上教育中之缺憾。所以，高校应当及时革新自身的教育理念，

建立健全师资培训制度，从而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出

行业切实所需的人才，推动社会、行业实现持续化发展。

（四）建立激励机制

培养高素养人才离不开高质量师资队伍的支持，高校便能从

以下几点来提升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首先，落实教师能力提升

计划，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促使教师及时掌握相关行业的

新技术、明确相关行业新业态，以此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建立

教师管理制度，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优秀教师培养实践基地，形

成教师源于企业又反哺企业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专业教师的专

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其次，深入实施专业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加

快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步伐，努力培养造就更多优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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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之师”，更好地支撑服务学校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外，

考核评价也应该呈现多元化特征，并使考核结果与薪资待遇、先

进评选、职称晋升等挂钩，借此激励教师主动提高自身水平，认

真对待每项教学工作。最后，搭建良性互通机制，促使校外教师

与校内教师实现有效互动，并确保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搭建完善

的教师培养体系，并为教师们提供科研成果的转化平台，进而切

实提升教师们参与优秀教师培养活动的积极性。

（五）丰富培训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越来越依赖于

信息技术的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教师培训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教师培训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在线课程、直

播课堂、慕课等形式开展培训，建立教师培训网络平台，鼓励教

师积极参与，为教师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方式。同时，随

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教学平台也在不断发展，为教师提

供了新的学习途径。可以在高校内建设人工智能学习平台，通过

智能化教学工具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如利用智能批改作业软件、

智能语音识别软件等工具提高学生作业批改效率和质量。利用大

数据分析功能、视频会议系统等提高教师培训质量和效率。此

外，高校还可以与企业合作建立职业技术实训基地，通过校企合

作的方式为企业输送合格人才，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专业知识。

另外，高校还可以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建立大学生实践基

地。通过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等方式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如与

当地企业共同开发专业课程；在校内设置实践基地；邀请当地企

业人员到校进行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高校与

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共建大学生实践基地可以有效调动地方政府

和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提高高校教育教学

质量。

（六）完善考核体系

在考核方面，高校要完善考核体系，引导教师潜心教学，多

向一线教师请教，注重从教学效果、学生发展角度对教师进行

评价。

第一，完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高校可从课堂教学、师生互

动、科研成果等多方面综合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将教师的教学

能力与其承担的教学任务、学生培养目标进行对比，促使教师不

断提高教学能力。

第二，注重学生发展评价。高校应建立以学生发展为导向的

考核体系，将学生的满意度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一方面，可通

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对教师课程的评价和反馈意见；另一

方面，可组织教师开展座谈、访谈等活动，了解学生对教师课程

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第三，注重考核结果反馈。高校应通过考试、作业等方式对

学生进行评价。考试成绩反映出教师对所教授课程的认知程度和

教学效果；作业成绩反映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反

馈信息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和方向。高校应将考核结果

与教师岗位聘用、绩效工资发放、职称评定等挂钩，调动教师提

升教学能力的积极性。

（七）开展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高

级阶段。教师要提高教学水平，必须不断反思，进行自我批判和

自我完善。首先，对教学的全过程进行反思，包括教学目标是否

达成、教学内容是否科学合理、教学方法是否得当、课堂氛围是

否活跃、学生参与度如何等，反思过程中要及时记录下自己的灵

感和疑问。其次，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思。教师要注重对学

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针对

性地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最后，教师要从整

体上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教师要对自己的知识、技能、态度

等进行系统全面地分析，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正。教师

要养成随时随地记录教学得失的习惯，将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和产

生问题的原因记录下来，分析背后隐藏着哪些问题或隐含着哪些

信息，以便于以后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教学能力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能

力，是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从学生发展角度

来看，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的全面提高，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应从学生发展

角度出发，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教育水平，促进学生更好

地学习和发展。高校应立足于学生发展需求，建立健全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机制，不断革新教师能力培养模式，为高校培养更多高

质量、创新型人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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