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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发展需求，本研究结合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发展历程和往期活动，深入探讨了促

进教师教学发展能力提升的机制与模式。本研究的目标是满足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现实需求，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高

效运行和教师教学能力的大幅提升提供创新的思路和解决策略，旨在推动高校教师个人专业成长，进而实现教学质量

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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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combin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revious activities of the Teacher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 of Jilin 

University, and deeply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and mode of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ability.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 provide innovative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eacher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ers and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nd to promote the personal professional growth of college teachers, so a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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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概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2011年，我国教育部和财政部强调了其重要性，并于2012年设立了30个国

家级示范中心，旨在提升高等教育教学品质。随后，各大高校纷纷建立中心，形成了覆盖众多高校的网络。当前，高等教育趋势报告

(2025)显示，高等教育面临 AI、就业导向课程、文科困境等趋势，对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1]。因此，构建并发展一支高水

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已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传统的教师队伍建设方法已无法满足，高校需要打造一个专业的平台，

实现教师队伍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终身化培养，满足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求，推动教师教学技能的提升。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实践操作，并结合新时代对教师教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提出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要特别关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的关键要素，从外部环境的影响、反馈机制的实施以及教师个人认知三

个维度着手，构建全方位的教师培养体系，保证教师教学能力持续提升，支撑吉林大学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一、教师教学发展能力的内涵

“高校教师发展”概念由不同学者定义，产生多种理论。

Jerry Gaff在1975年提出，高校教师发展旨在提升教师能力、拓

展学术视野、增强职责担当 [2]。Smith在1977年将其视为提升教

师效能的活动 [3]。Riegle在1983年提出包含专业、教学、职业、

组织和个人发展的五个方面 [4]。1991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报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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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视为教师发展分支，强调准备学习材料、更新教学

模式和课程进程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高校教师发展涵盖个人、学

术、专业、组织和教学五个维度，教师教学发展能力是五个维度

之一。

要明确教师教学发展能力，需理解高校教学概念：即教师与

学生通过知识互动进行的科学探索和实践活动 [5]。该定义包含四

个关键方面：大学内教师与学生的知识互动；基于中等教育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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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育活动，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教学过程；

以及将深奥学问与科学知识实际应用相结合。对于教学能力，本

文认为其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完成任务、达到目标、实现效果的

心理特征，是将静态知识转化为动态知识的能力，是多样化教学

情境中所需个人特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融合 [6]。

综上，本文将教师教学发展能力定义为教师在现有教学能力

基础上，通过自我驱动或外部影响，不断深化教学理论与实践，

提高教学技巧，优化教学内容，以提升教学效果、教育品质，并

促进师生综合素质的共同提升。

二、教师教学发展能力提升机制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建设高水平教师团队，对确保大学科研

成果质量和教学品质至关重要 [7]。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教师教学、

发展及能力，但未明确教师教学发展能力的定义。因此，系统研

究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对强化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和提高教育品质

至关重要。针对现有问题，建立有效机制促进教师能力提升，有

助于形成卓越教学文化和探究教学规律，实施创新教学方法，对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意义重大（彭芸，2016）[11]。

蒋麓（2019）探讨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强调

了教学的核心地位 [12]；穆瑞花（2020）提出了一套系统化机制，

旨在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构成了一个“六位一体”的高校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体系 [13]；杨习居等（2023）研究了提升应用型地方

本科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策略，即实施“厚德—成长—培育—增

能—聚贤—考评”六大工程，有效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14]。

综合以往研究，教师教学发展能力提升的研究较少，主要关

注青年教师、高职学校和思政教学，且多基于个案研究，缺乏普

遍适用的模型。由于各高校情况各异，提升方法需根据各自特点

定制。

三、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机制

（一）中心发展历程及业务构成

2011年11月，吉林大学成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最初隶属于

教务处。2012年10月，该中心成为国家级示范中心；2015年11

月，认定为省级示范中心；2019年，获“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示

范基地称号；2020年5月12日，成为学校直属独立机构，设3个

科室，编制13人。2020年12月，获东北地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

研究院荣誉；2021年5月，成为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秘

书长单位。2023年，教学督导职责调整至中心，中心升级为直属

管理机构；同年，成立医学部和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2024年，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职责调整至中心。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采用矩阵式结构，主要业务涵盖

教师培训、评价与指导、教育督导、资源建设与推广、质量评

估。教师培训包括培训、进修、竞赛等，新教师培训自2020年起

由中心负责；评价与指导业务涉及教学研究、评奖评优、学生学

业指导等，自2020年起负责教学质量奖评定 ;教育督导业务构建

督导制度，协助日常及专项督导任务；资源建设与推广业务包括

优质资源建设、中心宣传交流、网络平台建设等，2024年新建科

室负责督导制度建设；教学质量评估业务承担常规监测与质量保

障任务。

（二）中心活动模式研究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以师德建设为核心，致力于提升

教师教学学术水平。通过专业团队，满足教师职业成长和教学技

能提升需求，促进学生学业进步，中心目标是建立系统化、规范

化、持续化的教学发展体系，优化教师学术交流网络，为中青年

教师提供展示平台，指导学生学业，发挥国家级中心的示范和辐

射作用。本文对中心近十余年开展的活动系统化梳理，详见图2。

（三）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机制研究

在教师教学发展研究中，众多理论如 TPACK、长板理论等被

提出。本文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认为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关键

在于教师自我驱动和外部环境的支持。教师通过内化高尚的道德

情操，并结合系统化培训和优质教育环境，形成内外合力，促进

教学能力的持续提升。

一方面，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其认知紧密相关，个人勤奋和进

步欲望是职业发展的动力，大学教师在多方面存在差异，教学进

步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生活质量、人际交往和心理状态。尽管分

析这些因素困难，但教师个人认知对职业发展有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对教师教学能力的

>图 1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业务科室及核心业务

>图 2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能力提升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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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重要影响。高校教师的教育活动在学校的客观环境下进

行，包括教育管理规章、资源分配和鼓励体系等，这些都会对教

师的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吉林大学于2024年7月29日发布《关于加强本科教育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以提升本科教育质量。该方案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以本为本”，推动

“四个回归”，并聚焦于“优化质量标准、强化评价机制、突出结

果运用”。目标是建立以专业质量综合性评价为核心的质量评价机

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明确本科人才培养的校、院两级责任，

构建“校—院双循环”质量保障体系，推进质量文化建设发展。

吉林大学教师的教学发展受外部制度环境影响，包括《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的实施。这些政策要

求校内部门协同工作，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影响文化环境和教师

个人认知，进而影响其职业发展。

学校和制度环境塑造独特的文化，影响教师的教学发展和反

馈机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教师，形成个人认知和组织认同。

组织认同会激励教师创新，增强归属感和满足感，提升教学和科

研积极性 [15]，集体认同感还影响教师科研成果的应用；教学能力

包括个人特点、知识、技能和态度，科研转化能力进一步提升教

学能力，而教学能力的提升又影响教师的个人认知。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实施了包

括培训、指导、展示、交流、团队建设、激励、辐射和示范等措

施。然而，培训和评价方法存在局限，主要关注新教师，对中青

年及老年教师的培训需改进；缺乏专业评价体系；学院缺乏指

导，专业化发展路径不明确；此外，大学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

学，职称成为职业发展的关键；信息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终身学

习，需重视学术能力和个人教学创造力提升。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2025年1月7日，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行会议，总结

2024年工作并布置2025年任务。中心提出四项要求：加强教师

培训，提升教学能力；完善教学评估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传承

教育家精神，推进教师团队建设；拓宽合作交流，提升中心影响

力。吉林大学致力于全方位支持教师发展，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为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吉林大学需完善教师培训机

制，拓宽培训范围，丰富评价体系，强化学院指导，倡导终身学

习，平衡科研与教学，以促进教师能力提升和教育品质改善。

1.相关部门应落实政策，优化制度和文化环境，强化组织认

同，提升教师能力，促进科研与教学融合，形成良性循环，提高

人才培育质量；

2.各机构应关注反馈机制，解决问题，构建教师发展良性循

环，提升教师素质，推动教育质量持续优化，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形成协同教育生态系统，为吉林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

基础；

3.教师应适应环境变化，提升教学能力，积极参与培训，寻

求反馈，优化教学方法，推动个人与学校共同进步，实现职业发

展与教育目标的和谐统一。

本研究受限于对象难以确定、内容多样，信息搜集受限，难

以全面反映教师需求。未来研究需扩大样本细致度，采用多种调

研方式，提高信息全面性和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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