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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及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评价机制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也

是提升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的关键任务。本文在简要阐述当前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基

础上，系统分析了深圳大学2009年以来实施的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深入剖析了其经验做

法和成效，为国内其他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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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enomenon th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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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than to teach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evaluation 
mechanism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t present, 
which is also a key task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capacity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teachers. On the 
basis of briefly describing the universal problems facing the current teaching abi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teach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new-era teaching devel-
opment support system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teachers implemented by Shenzhen University 
since 2009 and deeply explores its experience, practices and effec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othe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Keywords 
Teaching Development, Classification Promotion, Multi-Level Incentives,  
Shenzhen University Model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思想、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

着立德树人的时代重任。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师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期待。党中央、国务院于 2018
年 1 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1]，随后又于 2019 年 2 月颁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要夯实教师专

业发展体系，加大教师表彰力度[2]。教育部等六部门于 2020 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则强调把握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时代要求，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3]。教师队伍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重要的师资保障，教师队伍

建设质量决定了高校的发展速度和提升高度。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就

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教师教学发展是高校建设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得到了空前重视。 
教师教学发展是指教师通过更新教学理念、丰富教学知识、形成独特教学风格等多种手段，提升教

学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4]。在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当前教师发展支持体系的构建逐渐

受到学界的研究关注。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从最初的模仿苏联和美国，到现在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等教育发展道路，共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1998 年颁布的《高教法》，对推动我国高校教

师教学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后，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使教师教学发展逐渐体系化。目前我国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主要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平台，通过建立帮扶发展机制、完善组织机构、

制定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以及形成激励机制等途径[5]，促进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

学技能。 
随着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的构建不仅体现了学校的管理水平，

更促进教师教学的成长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结合自身特点实施了一系列

尝试。地处我国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圳大学从 2009 年开始，通过实施分层分类分步骤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提升计划，建立多层教学激励模式，创新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改革教学管理机制，积极构建了极具特色

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本文通过分析深圳大学实施的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深入

剖析了其经验做法和成效，总结了“一个核心、七大机制”的“深大模式”，为国内其他高校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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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提供借鉴。 

2.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面临普遍性问题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因素，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然而，高校教师

教学发展面临着多重问题，阻碍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过于偏重科研导致教学投入不足，科教融合不紧密 

科教融合指科研活动与教育教学活动有机融合，旨在科研活动中培养学生，这一理念与新时期高等

教育发展相适应，然而大部分中国高校的科教融合效果并不理想，科研与教学活动仍处于非耦合状态[6]。
究其原因，主要有教育管理的体制僵化、轻视教学的行为偏差以及科研至上的认知障碍等[7]。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20 年 10 月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加强对

教学工作的约束和激励”，试图改变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重视不够的现状。然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深入推进及“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科研成果作为高校发展评价关键因素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

重科研轻教学、急功近利、重成果数量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导致高校教师教学发展难以步入良性发展

的轨道，高校教学与科研失衡的问题难以解决。 

2.2. 教育教学能力欠缺，教学内容表达不生动及效果欠佳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校师资力量趋于年轻化，博士研究生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然而，过于偏重论文及科研课题的考核导向使得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陷入多重现实困境之中。

一方面是青年教师教学学术态度消极，忽视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忽视教学“质”的提升与发展。另一方面

是青年教师教学知识结构的失衡，青年教师开展有效教学所应具备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知识匮

乏，缺乏教学实践经验，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创新能力不足[8]。总括而言，部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存在

缺乏教育教学相关知识、教学应用能力不足、教学设计能力匮乏、教学反思与评价能力有待提升等弊端

[9]，最终导致教学内容表达不生动，课堂教学效果欠佳。 

2.3. 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能力薄弱，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不充分 

虽然我国大多数高校教师已经初步具备信息化教学的基本能力，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能力薄弱，

无法正确且合理地应用微课、慕课等新型教学资源。教师专业化发展由于信息技术的融入，正在发生着

急剧的变革，数字化时代教师的教学不再是技术与教学方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面向更加复杂学习环

境的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式创新[10]。尽管目前中国高校学习空间已经不同程度得到了升级换代，但是部分

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出现重硬件轻应用，导致通过信息化开展教学改革进展缓慢，教师没法精准分析学

生学习状况，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发生有效创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还十分有限

[11]。 

2.4. 教师教学提升覆盖不全面，教学理念更新不及时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通过开展名师公开课、教学观摩、

教学经验分享等活动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但部分教师参与教学活动不积极，仍然存在教师教学提升

覆盖不全面的现象，如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成为各高校面临的一个难题。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教师教学

理念更新不及时，学生被动接受教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先进的教学理念是确保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因

素，高校教师转型成为必然，教学理念将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12]。但部分高校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违背了这一理念，依然以教为中心，实行满堂灌的教学，不能与时代同进步，最终不利于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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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3. 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深圳大学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主动适应教育现代化对教师队伍的新时代要求，以强

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建设为首要任务，以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为关键，以促进教师教学成

长为目标，通过实施分层分类分步骤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建立多层教学激励模式，创新课堂

教学评价体系，改革教学管理机制，促进教师教学成长发展，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3.1. 构建教师分类提升机制，实施全员覆盖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计划 

学校根据上级教育部门文件精神，结合教师教学成长特点，制定《深圳大学教师教学成长能力提升

实施方案》。通过分层分类分步骤项目实施(见表 1)，推行新入职教师“薪火计划”、青年教师“精进计

划”、骨干教师“攀登计划”和资深教师“登峰计划”，促进教师教学成长及能力提升，推进教师培训、

研修访学、咨询交流等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引导教师教书育人与自我修养相结合、教学业

务学习与自身成长相结合，着力培育一批骨干教师和卓越教师。通过示范引领、重点推进、以点带面，

切实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和教学水平，营造注重教学质量的氛围，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Table 1. Classification improvement project of teachers in Shenzhen University 
表 1. 深圳大学教师分类提升项目 

教师类型 能力提升项目 教学品牌项目 教学培训项目 

新入职教师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培

养薪火计划 
师道论坛、师术讲座、 
师学课堂、师说茶会等 

师德师风、教育理论、校史校风、

规章制度、职业发展等 

青年教师 青年教师教学新秀精进

计划 
国内外师资研修计划、 

青年教师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技能、

课程开发、教育技术等 

骨干教师 卓越教师攀登计划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海外研修计划、 
教材出版资助项目 

教学改革、信息化教学、教学研

究、学科理念、一流课程建设 

资深教师 专家型教师登峰计划 优秀教学团队项目、名师工作室项目 国家级及省级名师培训 

 
针对教师不同年龄阶段及职称级别的特点，学校实施全员覆盖的教学能力提升计划。一是实施新入

职教师“薪火计划”，帮助新入职教师尽快适应教师角色，广泛开展教学基本功培训，推动新入职教师

基本素质养成，助力新入职教师“站上”讲台。要求新入职教师聆听导师团开设课程，积极参与学校组

织的各项培养活动，组织导师团和专家对青年教师进行随堂听课评议。“薪火计划”以项目为形式，采

取申报立项、按项目资助、结项考核的方式进行。深圳大学于 2009 年启动“薪火计划”，是全国最早实

施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工作的高校之一。到 2021 年，一共培育了 1000 多位新入职教师，总体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见图 1)，每年投入培养经费大约 80 多万。二是实施青年教师“精进计划”，促进青年教

师成长，支持青年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帮助青年教师建设一流课程，助力青年教师“站稳”讲台。

2019 年起，组织了两批选拔，一共 17 位优秀青年教师进入培育计划。按照“一师一课”的方式，聘请

名师团队听课、评课，提供教学咨询和培训。三是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海外研修计划”，拓宽国际

化教学视野，及时了解前沿教学动态，树立现代教育理念，吸取先进的教学经验，引进新的教学方法与

手段。2016 年起，一共实施 4 期，累计选派了 17 位教师出国研修。四是研究制定骨干教师“攀登计划”

和资深教师“登峰计划”，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改革、教学研究，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培养打造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扎实、教学能力强、教学效果好的卓越教师，助力骨

干教师“站好”讲台、资深教师“出彩”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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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ltivation of “firewood plan” for new teachers of Shenzhen University from 2009 to 2021 
图 1. 2009~2021 年深圳大学新入职教师“薪火计划”培育情况 

3.2. 构建多部门协同培养机制，提升教师的综合教育教学能力 

教师的培养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帮助教师全面提高教学素养与技能。人力资源部与继续教育学院

共同组织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开展“专业素养与理念”“教学理论与技能”“信息技术与运用”等模

块的学习。帮助新入职教师尽快适应教师角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培养良好的师德修养、学术规范和

心理素养，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师道论坛”“师术讲座”“师学课堂”“师说茶会”等教学品牌活动，更新教

育教学理念，推广优秀教学模式与先进教学工具方法，提供课堂教学的范例，树立良好的教学楷模，启

发新的教学思考，促进教学改革。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每年举办 20 场以上活动，听课教师达 1000 多人次。

信息中心开展教育信息技术培训，帮助教师提升信息技术能力，激发课堂活力。学院成立导师团，建立

传帮带机制，为每位新入职教师配备一位师德高尚、教学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以师带徒的形式在教育

思想理念、教学方法技能、教学研究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给予指导与培养。学院定期开展更有针对

性的专题讲座、教学沙龙、研讨会等，探索研究教学新模式、新方法、新工具，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部分学院成立专门的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夯实教师发展基础，完善基层教学组织。 

3.3. 构建教师信息化素养提升机制，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关联融合越来越紧密，深圳大学积极推动信

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入应用，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一是抓住慕课契机，提高教师线上建

课水平。2014 年起，深圳大学牵头成立“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依托此平台，广泛开展教师慕课培

训、慕课研讨会、MOOC 沙龙，积极开展翻转课堂设计和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二是建设智慧课堂

项目，提高课堂教学互动效率。引进智慧课堂学习通工具，应用于学校课堂教学，推动教师充分运用信

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2020~2021 学年，使用教师达 700 多人，使用学生达 1.3 万人，运行课程达 1563
门，师生讨论互动记录达 16.4 万条。三是疫情期间组织开展线上教学，提升教师在线教学能力。设计“智

慧课堂平台 + SPOC/自建网上课程/远程实时教学”三种在线教学模式，这三种教学模式之间既有交叉又

相互联系。学校组织开展了 15 场教师在线教学网络培训，参与教师达 7000 多人次，从理念、方法和技

11

83

57

33

56

97

121

157 153 156

129
141

109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新
入

职
教

师
人

数
/人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4122


巫俊强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4122 748 创新教育研究 
 

术等方面进行梳理，帮助全校教师快速理解和适应在线教学。四是组织开展云端教学，推动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新模式。教师通过智慧教室，开展跨校区的远程观摩教学、异地同步教学等，打造跨校区的学

习共同体。 

3.4. 构建多层激励机制，实施校企协同奖励，发挥教学价值导向 

为发挥教学奖励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深圳大学建立本科教学奖励机制，逐步实现制度化、系列化。

本科教学奖励分为综合奖、突出贡献奖、教学竞赛奖及教学单项奖四大类(见图 2)，加大对本科教学的激

励力度，实现多层激励。引入腾讯、正中等校友企业，通过校企合作，设立腾讯优秀教师奖和腾讯优秀

教学管理团队奖。重奖一线教师，设立校长教学奖，让任课教师享有荣誉感和成就感。 
 

 
Figure 2.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ward mechanism of Shenzhen University 
图 2. 深圳大学本科教学奖励机制 

 
通过不断加大教学奖励力度，激发教师教学热情。深圳大学开展了六届的本科校长教学奖的评选工

作，历年来共参与评奖的教师约 300 人次，参与评选投票的学生约 10 万人次，共评选出“深圳大学校长

教学奖”获奖人 30 名，“校长教学奖提名奖”获奖人 40 名。奖励标准为：校长教学奖每人 10 万元，校

长教学奖提名奖每人 3 万元。“本科教学单项奖”共评选出 787 项。“腾讯优秀教师奖”共评选出 102
项，“腾讯优秀教学管理团队奖”共 19 项。“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获奖教师共 300 余人次。 

3.5. 构建教师教育教学评价机制，调动教师教学工作积极性 

教师教育教学评价机制对教育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学校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坚持“四个面向”，破除“五唯”顽疾，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将教学评价作为教师教学考核、职称评定、奖惩方面的重要参考，实现教学从“良心活”变为“内心活”。

学校通过完善教学考核评价机制，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与教师职称晋升、聘期考核挂钩，充分调动

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学校改革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测评内容从

“教”与“学”两个维度进行，在以前只有教学评分的基础上增加竞争性评优，体现了从以教为中心向

以学为中心转变。竞争性评优由学生在所有课程中选出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学习体验最好、收获最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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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性最强、满意度最高的课程。通过引入竞争性评优，增加教师课堂教学的竞争性，促使教师努力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 

3.6. 构建科教融合发展机制，提升育人成效 

为了促进教学与科研融合发展，深圳大学设立“创新研究短课”和“聚徒教学”，通过“课内”和

“课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强化研教融合新模式。教师开设“创新研究短课”，以科

研项目为载体，将自身的科研项目带入课堂，转化为课程教学。教师带着学生一起进行科学研究，逐渐

将科研与教学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最终完成教学与科研有效融合。自 2013 年开设以来，共计开设“创新

研究短课”近 1000 门。教师开展“聚徒教学”，在课外招募感兴趣的学生，以学术小组的形式，围绕学

术专题进行探讨研究，实施以研究性教学为基础的精英教学模式。师生双向选择，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

延伸和拓展。“聚徒教学”开展 10 余年，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提高了学生实践

技能。 

3.7. 创新教学管理机制，实施学生选课完全学分制，促进教师教学良性竞争 

为充分利用优质教学资源，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5 年起，深圳大学实施

完全学分制收费模式，是全国最早实施完全学分制的高校之一。强化“学生中心、教师主导”，改革学

生自由选课模式。完全学分制促进教师在教学上的竞争，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只有打造课程特色，才能

受到学生的欢迎。如果教师不重视教学，那么选课的学生可能会很少，甚至被迫取消开课。这就给了教

师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努力优化教学设计、改进教学方法。 

4. “深大模式”的应用成效 

通过多年的实践及改革，深圳大学构建的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呈现鲜明特色，

形成了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的“深大模式”。 

4.1. 教学创新改革突出，教学研究成果显著 

“十三五”期间，深圳大学着力打造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提高课程的“两性一度”，将课

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全面提升课程内涵建设。共获批 17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37 门省

级一流本科课程。3 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8 项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奖，首获广东省高等教育类

特等奖，立德树人成果显著，教育教学改革突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线上教学，前后三批共

获得 43 项“广东省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一批案例获奖数量位列全省第一。 

4.2. 教学名师不断涌现，榜样带动效果明显 

通过多种途径对教师进行培养，教师教学成长迅速，教学名师不断涌现。莫蓓莘等 5 位校长教学奖

获得者荣获广东省特支计划名师和广东省教学名师。同时树立好教师榜样，为获得教学奖励的优秀教师

(教学团队)提供交流与分享平台，起到促进其他教师共同进步的作用，同时达到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促使全校教育教学水平整体提升。校长教学奖获得者费跃农等多位教

师给青年教师开设教学论坛、专题讲座、研讨会等，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4.3. 教学对外辐射增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深圳大学从 2014 年起，主办了 10 期全国地方高校 UOOC 联盟教师培训会，参与教师达 700 多人，

主办多场优课联盟教务处长教学研讨会，提升全国教师运用慕课技术提升教学效率的能力，发挥深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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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2018 年，承办“广东省高校教师发展(培训)管理

人员培训班”，来自广东省 62 所高等院校的 120 余名领导及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充分发挥省级示范中

心的作用。深圳大学设立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深圳市分中心，构建具有深圳特色的教师培训体系，加

强深圳大学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提供高质量教师培训及教师发展服务。2021 年，承办“全国高校

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深圳研讨会”，来自全国 28 个省份的 300 余名教师参与了线下培训。2021 年，承办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年会暨高校教学创新与一流课程建设研讨会”，

线下线上参会人员达到 4078 人。2021 年，主办“第二届广东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共有 65 所本

科高校 1300 多名教师(团队)参加校赛，300 多名教师(团队)进入省赛。 

5. 总结 

经过多年的探索，深圳大学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科学的教师教学发展体系，激发教师的教学、

科研活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高等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总体上看，深圳大学构建的教师教学发

展支持体系可简要概括为“一个核心、七大机制”。其中，“一个核心”是以教师教学发展为核心，健

全新时代教师教学发展支持体系，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育人水平、创新能力。“七大机

制”则包括一是分类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机制，提升整体教学水平；二是多部门协同培养机制，提升教师

的综合教育教学能力；三是教师信息化素养提升机制，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四是多层激

励机制，激发教师教学热情；五是教师教学评价机制，调动教师教学工作积极性；六是科教融合发展机

制，提升育人成效；七是教学管理创新机制，促进教学良性竞争。从前文的成效及特点分析看，“深大

模式”对国内其他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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