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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教师教学发展的路径探索

                               与价值反

思



  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的主题设计与价值反思二

  浙江师大教师教学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特色塑造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1. 2011年4月，成立浙江省首家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  2012年5月，全校16个学院成立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



核心理念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理念：师德为先 理实浸润 道技相融2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理念：分类分层 一轴多棱 整强类特1

分类分层   整强类特   理实浸润   道技相融 



教师教学发展特色体系构架

两特色
载体

教师发
展目标

中心发
展目标

“三训
并进”
活动

三联动
四结合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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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三联四合之 三联动

校内平台－校外平台

   
 1. 教研活动暂行办法

 2. 专业技能性课程任课教
师赴企事业单位挂职进修的
规定

 3.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实施办
法（试行）

附属学校（16所）

合作学校（22所）

教师发展学校（237所）

企事业单位

学院、中小学、地方 
“三位一体” 合作

理论培训－实践培训



三联四合之 三联动

n 

  倡导“碎片化的积累成就

系统性的学习，便利化的学

习促进自主性的发展”，

线下培训－线上推送

   
 
 
 

在国内首创教师专业发展

“天天微信课 ，人人培训

师”微信平台

成为全员教研的重要延伸和有效

保障。目前关注“天天微信课”

微信公众号的用户7800余人，在

学时认证系统注册用户4295人，

涉及全省高校45所。



需求与前景 目标与模式

三联四合之 四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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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校内培训中心
     校外教师实践基地 

    全员培训
  分层分类教师培训

日常教研活动
教研活动展示周

活动创新四促进
：教研、竞赛、
巡察、体验促训

n培训平台
n内与外结合

n培训对象
n面与点结合

n培训形式
n散与聚结合

n培训手段
n常与特结合



需求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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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教”

计划

实施

方案

教研活动展示周活动

 课堂教学全员培训

目标与模式

特色载体一：“优教”计划

青年助讲教养对象培训

新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青年骨干教师研修班培训

 校外教学类进修培训

   高校教师网络课程培训

  国际化专业教师专项提升



需求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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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教学

发展

品牌

创建

地理环境学院：“走入田野”实践教学能力提升计划

体育学院： “文化涵育 全员教研”教学能力提升计划

目标与模式

特色载体二：“一院一品”计划

教育学院: “内外交互 理实浸润”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国际学院：“海外课堂”教师提升计划

经管学院：“校企联动”教师实务能力提升计划                 

人文学院： “师范文化月”主题教研活动

生化学院： “SEED”教学技能提升计划



需求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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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教学

发展

品牌

创建

文传学院：多层协同的教学工作室制

外语学院：“三动一体 师生共进”教学能力提升计划

目标与模式

特色载体二：“一院一品”计划

法政学院：“立体式特色论坛”教学能力提升计划

数理信息学院：“科教融合 教研相长”教学发展计划

幼师学院： “驻园教研”主题活动

音乐学院：“全员教研 三台互动”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美术学院：“三团合一 心艺合景”主题活动

工学院、职教学院：“项目教学展示日”主题活动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系列

亮点二：教研促训----教研活动展示周系列

亮点三：督察巡训----课堂教学巡察系列

三
训
并
进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

课程思政与师德养成 课堂教学内容创新

专业目标与课程设计 教学方法

学业评价改革

全员参训的基本模式是：

集中参训，全员到场；
订制主题，校本开讲；
一时多地，专家转场。

        全员培训通过系统设计培训项目、合理打造培训
师，面向全校专任教师开展各类主题培训。此外，针
对不同类型教师，学校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并进行层递
式培训。目前已开展40场，参与教师达6000余人次。

信息化教学与课程创新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

全  

员  

培  

训  

清  

单  

一

主题 内容 

模拟示范教学公开课 

《线粒体》模拟教学公开课 

《运输问题的最优方案设计》模拟教学公开课 

《平面四杆机构曲柄存在条件》模拟教学公开课 

教学方法宣讲 

混合式教学法 

合作式教学法 

任务驱动的学与教教学 

角色扮演式教学法 

基于问题的探究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法 

学业评价改革  

教育评价方式转变漫谈 

基于团队合作学习的学生学业成绩评价 

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为目的过程性评价方法探索 

国外大学学生课程学习评价：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学习评价手册解读 

术科课程学习评价方式的思考 

以课程报告为载体的发展性学业评价改革与实践 

学业评价的动因、实践与问题分析 

基础理论课学业评价 

课堂互动中的技术动力 

全程性多元化学业评价方法与案例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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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题 内容 

课堂教学内容创新 

高校课堂教学内容创新理论概说 
发散思维、收敛思维与教学内容创新 
基于案例的教学内容设计 
课堂教学内容创新“三原说” 
基于capstone理念的课程教学创新体会 
微视频与课堂教学内容重构 
研究生助教导师工作培训 
视角转换与内容重构：课堂教学创新 
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 
梯度式教学内容设计的探索与反思 

专业目标与课程设计 

同课异构－－基于不同教学对象的课程设计 

培养目标是怎样转变为课程的？---本科层次的小学教育专业规格与课程设计 

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术道合景  艺情相生－－美术学术科全景课程的构建思辨 

面向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总目标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实践 

基于工作任务分析的专业课程设计---以职教师资会计专业为例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本科生物学课程体系与专业培养目标 
课程群管理机制下的数学专业课程建设 

面向国际工程教育理念的交通运输专业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工科专业卓越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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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内容 

信息化教学与课程创新

如何在网络平台上开展任务驱动教学 

基于远程见习与视频研习的讨论式教学

指尖上的教育——课题互动中的技术动力

在高校如何开展翻转课堂教学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通识类在线课程建设的探索及反思

在线开放课程的制作及其应用

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与竞赛规程介绍  

在合作中促成长——谈物理师范生教学竞赛指导的体会 

师范技能训练：苦严高精（语文学科竞赛） 

教师基本功养成 

教师课堂语言艺术 

教师课堂沟通技巧与形象塑造 

科学发声—---做一名美嗓教师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

    1. 全员培训面向省内外高

校开放，有10余所省内高校

120余位教师参加了我中心

举办的全员培训。

    2.中心还派多位培训专家

赴江西师大、浙江农林暨阳

学院等省内外高校开展培训。

    3.中心承办高师院校教师

教学发展主题研讨会，全国

92所师范院校的300余名教

师参加。



亮点一：全员参训----主题轮训

另一重要成果：以全员培训为依托，以教

学方法、学业评价、课堂教学内容创新为

专题，训练了一批专家型校本培训师。



亮点二：教研促训----教研活动展示周

        教研活动展示周每年一次，通过教学思想大讨论、教研工作现场会、教研工作大会，

以及大量的公开课、研讨会、汇报会等，充分展示各学院教研工作成果及经验，搭建学

习沟通平台，打造教研活动声势，强化全员教研氛围。目前已举办五届，推出了近千门

公开课及500多场研讨会。



亮点二：教研促训----教研活动展示周

Ø 新华网、《中国教育报》对我校的全员教研工作予以报道。



亮点三：督察巡训----课堂教学巡察

每周一次



亮点三：督察巡训----课堂教学巡察

巡察人员

顾 问 教 学 督 导

组 长 教 学 副 院 长

成 员 专 业 师 生

巡察

听课

评课
反思

改进



开展全员听说评课，提升教学反思能力

全员

听
课

说
课

评
课

诊 断 教 学 问 题

提 升 教 学 反 思 能 力

明 确 “ 最 近 发 展 区”

帮助教师

亮点三：督察巡训----课堂教学巡察



    成效



  教师教学发展活动的主题设计与价值反思二

  浙江师大教师教学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特色塑造



活动主题设计

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组织的常规性（活动的频率，点线面体结合）

二、形态的浸润性（注重群体，强调氛围优化）

三、内容的引领性（问题导向，有针对性，源于现实，高于现实）

四、主题的支撑性（对正在实施的教学改革形成有力支撑与呼应）

基于一个理念：教师教学发展的意义是全局性与根本性的，是高校教   

学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



活动主题设计

主题活动的内在逻辑：

课程思政与师德养成——专业目标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课堂教

学内容创新——在线课程与信息化教学——学业评价改革



价值反思的三个层面

一、引导职业反思

二、促进教学自觉

三、涵化师德养成



价值反思之一：引导职业反思

 其一、教学的本体反思：      

基于对教师职业能力提升的本体反思，应完成两个层面的三种转化：

形
态
逻
辑

Ø 知识形态转化为教学形态

Ø 学术逻辑转化为教学逻辑

Ø 学科逻辑转化为职业逻辑

原
理
：
道
技
相
融

Ø 循学术之道展演教学之道

Ø 由教学之道落实教学之理

Ø 以教学之理驾驭教学之技



价值反思之一：引导职业反思

 其二、教学与科研的对比反思：      

Ø 已知与未知：两者在性质和目标上的差异

Ø 好奇与责任：两者在驱动力上的差异

Ø 确切与模糊：两者在学术成长路径及成就激励上的差异

据刘振天教授观点，教学与科研在属性上的三大差异：

中心命题：如何重建教学本位，强化课堂互动，使教学成为目标指向于

未知，实现师生共同成长的好奇探索之旅？使教学管理更多测量尺度？



价值反思之二：促进教学自觉

构建基于文化自觉的教学文化共同体

如何做到三重自觉：

 一、管理的自觉  ； 二、教学的自觉 ； 三、学习的自觉

管理之惑：已然与应然 教学之惑：自发与自觉 学习之惑：短视与前瞻



价值反思之二：促进教学自觉

   五问：为何而教？如何教？教什么？用什么教？教得如何？

   教学自觉的范畴：教学目标的自觉，教学形式的自觉，教学流程的自

觉，教学实践与反思的贯通，教学能力的自主性提升，等等。

   比如，学业评价改革引发教法、学法和考法的变革，课堂陈述制度引

导师生关系重构，翻转课堂推进教学流程自觉，等等。

   教师教学发展的价值在于：教师从自发到自觉，培养从已然到应然，

发展从个体到群体；从教师成长到专业建设，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到

再造教学管理流程，从教学文化共同体形成到教研文化共同体创设。



价值反思之二：促进教学自觉

        专业认证与专业质量标准（内容标准、评价标准与保障标准）

  

          教师对在课程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认知到位，每一位教师

的课程在学生培养体系中是否可有可无？与核心能力培养有无必

然联系？

        高校如何实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及课程的供给侧改革？

      



工程教育认证与师范专业认证的三大理念

• 1、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s Centred，SC）

• 把全体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为关注的焦点

• 2、产出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

• 教学设计和实施目标是保证学生取得特定学习成果

• 3、质量持续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CQI）

• 建立“评价”-“反馈”-“改进”闭环，形成持续改进机制。



  认证的核心内涵



12项毕业要求+7个培养目标

序号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
2 分析问题的能力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能
力

4 基础研究能力
5 运用现代工具
6 工程分析与评价能力
7 绿色环保意识
8 职业道德修养
9 团队精神
10 沟通协调能力
11 项目管理能力
12 终身学习的素养

序号 培养目标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熟悉行业领域内的
政策、法规。

2
掌握专业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知识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具有分析复杂工程实践问题能力。

3
熟悉电子信息工程相关领域的生产、运行组织过程，具备专业
领域基础知识与技能，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
营管理、设施与设备管理、教学等方面工作。

4
掌握现代工程工具及信息处理技术与手段，具有专业领域信息
检索、采集、分析、处理能力。

5
具有沟通协调能力，能够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交流并解决复杂工程实践问题。

6
熟悉一门外国语（英语），能够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并具有
较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

7 具有创新意识、终身学习与获取知识的能力。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价值反思之三：涵化师德养成

   师德养成成为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如何直面？

   教师教学发展的目标：师德为先，理实浸润，道技相融

     
   个人体悟层面：师德认知—师德践行—师德反思—师德评价

   组织活动层面：师范文化（背景）， 教学渗透（主体）
                                  实践体验（拓展）， 思辨活动（内化）
                                  师德评价（落点与起点）

  课程体系承载德育—学理研究深化德育—拓展活动践行德育—宣传

报道弘扬德育

  理解高校德育的内涵与外延，避免德育的狭隘化。



价值反思之三：涵化师德养成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重新反思当下高等教育的本质：

我们的任务在于帮助学生

在信息中遴选知识，在知识中汲取智慧，在智慧中呼唤灵魂！

这应是教师教学发展最核心的“教学之道”。



                  敬 请 指 正！

http://www.zj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