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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调研”课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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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课题研讨会于2017年6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召开。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学术部主任高晓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韩锡

斌、英国高等教育学会首席代表张静、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凤、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副主任丁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副主任杨万杰、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助

理王立科、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付亦宁、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刘世玉、西南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周利云、北京理工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杜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吴秋翔、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研究生张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学术部董维参加会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叶之红副秘书长主持会议并说明总课题组工作情况。学会4月26-28日在杭州组织了教

师发展相关学术报告会，在会上发放调查问卷。近期还将举办学术报告会，可在会上继续做调研。组织人员

走访了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该培训中心已经成立十年，一直在开展教师网络培训工作，十周年工作总结

可为报告提供素材，列入报告中。该中心设有网络培训平台，可向2000人发放问卷，调查问卷可在此平台发

放。目前正在筹备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分会，可与课题组配合开展调研工作。学会正在联络有关专家，组

织出访美国的学术考察团。可将部分问题纳入出访调研活动中。 

  吴秋翔、周利云分别介绍“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调研”子课题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

吴秋翔介绍，课题组正在梳理72所高校的“十三五”规划，特别是有关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目标、制度保障

等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综述和分析，找出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异同点，发现各高校多采取制度改革等常

规趋同的手段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但具体制度设立上有所区别，下一阶段将进行深入研究，在课题规定时

间内可完成。正在从制度保障角度调研各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情况。以人民大学为例，调研学生评教制度

和教师发展中心对教师教学能力改进方面的情况。周利云介绍所在课题组已经对问卷试调研结果进行分析，

形成报告，分析发现高校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多偏向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培训，缺乏对专业教师的分类培训，

形式比较单一，注重教师个性化发展的培训较少。多数高校缺少科研与教学转化渠道，不利于从根本上打破

“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对教师培训的引导更倾向于正面引导，非强制性，需要各高校加强引导。 

  杜娟介绍“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机构工作成效与经验调研”子课题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项目自开展以

来，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对北京理工大学前期发出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将根据试调研问卷结果调整问卷

内容，分析结果。进一步归类分析整理收集到的近100所高校教师发展中心资料，从中选取典型案例若干，进

行实地调研、深入访谈，总结经验，并邀请有关学校共同撰写案例报告。 

  张盛、杨万杰分别介绍“高校教师‘国培计划’培训情况及成效调研”子课题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张

盛介绍前期试调研问卷结果显示80%教师不了解“国培计划”，90%以上教师未参加过相关培训。“国培计

划”独立问卷已发放并形成报告，主要了解国培项目培训内容、方式等情况，能够为总问卷提供参考。但回

收率较低，将进一步开展调研。本调研问卷同时可帮助高校认识自身不足，加以改进。同时开展对相关教师

及管理人员的访谈，将在7月20日前完成，8月中旬完成整理总结工作。杨万杰介绍，已将课题相关事宜报告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将全力配合调研工作，通过学院的平台，在适合的班次发放调研问卷。 

  刘凤、张静分别介绍“高校教师‘双创教育’培训情况及成效调研”子课题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刘凤

说明课题组正在对全国开展双创教育情况进行统计调查，但主要负责机构较为分散，需要进一步调研。前期

试调研问卷主要反应双创教育培训现状，需要在培训中增加工作成效类问题。原有题目被调查者倾向于高校

管理人员，将重新设计针对普通教师的问题，调查双创教育全覆盖等情况。张静介绍现阶段正在从事对10所

院校进行双创教育培训工作，指导专业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融入创新思维、方法，做好课程设计等。问卷设计

好后可在个学校培训群中发放。 

  王立科介绍“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现状和提升策略调研”子课题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所在课题组对

试调研问卷结果进行试分析，发现问卷中现有的问题不能完全达到课题目标要求，需要进行调整。现阶段已

开展10个相关问题的访谈，并留存记录，后期将继续开展调研。 

  丁妍介绍关于高校教师队伍教学能力研究成果资料收集分析、综述的相关工作情况。她指出，近年教师

教学能力的研究背景、研究趋势，以及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方法，主要包含：国内外教师教学能力研究概况

及动向（现已形成5000字的报告）；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国内外高校教师培养的相似与差

异（文本分析）；对科学评价教师教学能力体系提出建议（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等四个方面。 

  刘世玉介绍“国内外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成效与经验调研”子课题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课题组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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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进行整理，需与张静老师讨论，开展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对试调研问卷结果进行分析，进行描述性统

计，但问卷缺失数据较多，对统计效力需要进行进一步考量。需要调整调研问题，增加维度，收集更多的信

息。基于现有问卷，将对教师参加培训前后的改变进行调研。希望能够对后期研究范围进行聚焦，选择国内

外具有代表性的培训进行匹配、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韩锡斌介绍调研问卷使用情况及注意事项。对调研问卷框架进行解析，他指

出本课题框架设计合理，今后可在此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同时对试调研问卷结果进行分析，样本构成具有

代表性，调研数据有分析价值。并以教师教学情况部分内容为例，说明试调研的目的，以及如何通过分析试

测结果调整问卷中的问题。从基于试测的结果分析和指标修订，总课题整体问卷的抽样方法，子课题案例、

访谈样本、座谈会的选取与分析，核心问题（现状、成效等）的梳理，报告的提纲讨论等方面对后续工作进

行设计与计划。 

  与会专家展开讨论，研究并确定了课题下一步工作安排及相关事宜。计划将问卷区分为两部分，总体问

卷主要为面向普通教师的问题，各课题组可设计面向教学管理工作者的问题，与总体问卷对比、互补，完成

调研问卷。各分项报告服务于总体报告，各部分问卷需根据提纲内容，明确各自核心问题和研究重点。由于

时间较紧，建议先确保反映现状问题，如有条件，再进行成效分析。问卷总题量设置在60-65题之间，请注意

控制各问题题目字数，不宜过长，以言简意赅为佳。问卷将主要采取网站发放形式，在教师发展联盟网站发

放给各高校；在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网站对各教师直接调研。视情况还将通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相关学

术报告会等平台发放问卷。 

  专家们还对课题下一步工作内容、时间安排、课题经费管理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联系我们｜相关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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