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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教员具有扎实的专业背景、教学热情和责任心，但教学经验和基础缺乏。针对新教员的特点，高校制

定一系列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新教员培训和三级试讲制度。在新教员成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共性的教

学问题，这些问题会随着成长阶段而逐一解决。新教员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关注重点从“自我”到“学

员”再到“教员–学员良性互动”，教学内容从单一到多样到贴合实际，最终成长为教学经验丰富、教

学方法多样的优秀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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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teachers have a soli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teaching enthusiasm, and sense of respon-
sibility, but lack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teachers, uni-
versities have formula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new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system of three-level trial lecture. During the growth process of new teachers, there may be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teaching. These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one by one during th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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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attention of the new teachers focuses on teaching from the “self” 
to “students” and then to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the teaching content 
changes from single to diverse to practical. Ultimately, the junior teachers become excellent with 
rich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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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的高校教育理念和要求不仅对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提出需求，更对高水平人才的教学能力提

出更高标准。而高校教员的教学胜任力能够直接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1]。因此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

的教学能力构建和发展是高校和新教员自身都需要重视和研究的课题。新教员是高等院校的新鲜血液，

带着高昂的热情、崇高的理想、服务社会的志愿入列教员的岗位。新教员虽然有着更高的热情和更先进

的思想，但是其自身也有天然的需要提升的空间。有的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新教员虽然在其研究领域内

有出色的成果，但缺乏教学方面的知识与能力[2]。 

2. 新教员的特点 

2.1.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新教员虽然教龄短、教资浅，但作为刚从高校毕业不久的高学历人才，其专业知识储备丰厚、科学

逻辑思维缜密有序。由于走出校门不久，新教员也更能站在学员的角度，考虑什么样的表达更容易被学

员接受，什么形式更受学员欢迎，什么样的授课逻辑更能够被学员理解。对于某些专业知识，根据新教

员研究或实践经历，可能会更有贴切的事例与学员进行交流。新教员基本上均为研究生学历，在研究生

期间，新教员始终紧盯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前沿进展，有着丰富的文献与相关研究积累，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将科研成果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融入教学内容，使学员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能拓展领域视

野[3]。其实，新时代的优秀教员不仅要求先进的授课模式和教学技能，也要求将其专业研究与课堂教学

进行融合，达到以言促教，言教双赢。因此，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的新教员有其原本具备的优势[4]。 

2.2.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 

虽然新教员是教员队伍的新鲜血液，有着极高的教学热情，但是在教学能力和教学经验上可谓捉襟

见肘[5]。因此在入列教员队伍时，新教员会不可避免地感到能力和经验的欠缺。在三级试讲时，会受到

老教员和教授们的批评和质疑；在刚站上讲台时，可就会看到兴致寥寥的学员；在写课堂总结与反思时，

可能会出现想要对现状改善而束手无策的情况。但正是由于新教员经验的欠缺以及对进步的追求，新教

员更会展现出坚韧的精神，把前辈们的批评和指正看作是鞭策鼓励，针对学员兴趣不高的情况进行不断

地探索教学模式，不断地进行思考，怎样做课堂的主人。 
针对新教员的特点，高校针对性地为新教员进行个性化定制的教学培训，从教学理念、教学思维、

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向新教员，特别是非师范专业的新教员做一个全方位的教学技术培训[6]。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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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各行各业优秀的教员们以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成熟的教学经验，与新教员们进行深入的交流，

不仅有非常实用的试讲、授课步骤与要点，最新的教学模式和适用课程，更有师德师风等思想层面上的

分享交流活动提高我们的站位[7]，使我们认识到高校教员的职责使命，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这种教

学培训，是新教员系统性接受教学方面的知识与培训的机会，是新教员由学生走向教员的蜕变与重塑的

第一课[8]。新教员在培训期间的课堂交流和结业考核也都获得了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机会，这是新教员教

学生涯中的开端，在这里，新教员对教学和课堂有了第一次认识[9]。 

3. 新教员授课中的共性问题 

新教员在第一次正式授课之前，都要通过三级试讲才能走向正式的讲台。而三级试讲中，教授们反

映的新教员授课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些代表性的共性问题。 

3.1. 授课方式 

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需要理论讲授，所以平铺直叙的讲授法是新教员的首选授课方式[10]。一般研究生

学历的新教员在试讲后都会收到一个反馈，特别是博士教员更为明显–学术汇报式授课。这可能跟新教

员的教育背景有关。现在高校招聘的高教岗位要求，往往是要求教员在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背景，而不

着重关注教员是否是师范专业。而理工科的新教员在研究生期间，都会进行定期的学术汇报，养成了自

己都不易察觉的学术汇报风格。学术汇报一般具有严肃性、逻辑性，教授们指出的新教员学术汇报型风

格通常是指教员一味自己输出，忽略了即时的互动与交流，因为一般学术汇报是汇报人先对自己的研究

内容作整体介绍，然后留有时间供大家交流。另外，学术汇报还会划面分点，以数字的顺序罗列来逐个

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和结论进行汇报。而这种方式在课堂中往往不适用，因为授课内容一般较为基础，不

同于教员汇报的课题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对学员来说只展示知识内容是枯燥的。只用数字顺序引导，

而缺乏逻辑上的流畅和讲解，这在学员们听起来会非常散乱。 

3.2. 语音语调 

新教员们在试讲中被指出的第二大类共性问题就是语调平淡，缺少抑扬顿挫。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学

术汇报风格问题的延续。科研工作讲究的是客观真实，因此不论是在工作汇报还是在论文写作中，都会

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叙述事实。而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吸引学员们的兴趣，引起学员们的注意，往往需

要根据课程内容，利用更重的语音语调进行强调，而在讲解事例时，也需要利用起伏的语调，引起学员

们的情感共鸣。而新教员们一般都会首先关注表达流畅忽略了语音语调的重要性，这往往会造成学员的

听觉疲劳，注意力下降。 

3.3. 重难点 

由于刚开始接触教学内容，对于学科及课程的理解把握不甚深入，新教员可能会出现讲课时重难点

不突出的情况[11]。虽然老教员会向新教员进行经验的传授，但是在新教员备课的过程中，对于整个课程

的全部内容难以取舍。重难点把握不够也与对学员的学习基础了解不深有关，新教员一般只着眼于自己

要讲的一门课或者一节课，不了解学员前期学习的内容和掌握程度，想要把每个知识内容向学员讲解清

楚，事无巨细，而学员则听的一头雾水[12]。课堂上讲解的主要目的是对一些学员自学难以理解和掌握的

内容进行深度分析，使学员理解并掌握。重难点对于教员的授课效果十分重要，这也是教员授课的意义

所在，帮助学员理清思路，深入浅出地学习。 

4. 新教员的成长阶段 

新教员从第一次正式授课到成为一名成熟的教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13]，在这一过程中，既包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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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教学技能的认识与提升，也包括教员自身心理的波动与成熟(图 1 新教员成长历程)。 
 

 
Figure 1. The growth process of new teachers 
图 1. 新教员成长历程 

4.1. 关注自己 

新教员在走上讲台之后，对自己的第一个要求是克服心理的恐惧，能够完整、熟练、无差错地上好

一堂课。在这个阶段，教员关注的重点是在课堂的完整度和失误率，认为只要将课程内容完整、清晰地

传递给学员基本上就完成教学任务了，没有更大的精力和能力去提高授课质量[14]。一项对高校新入职教

师的问卷和访谈分析显示，新教员对于课堂把握度和突发状况的应对上缺乏自信和办法[9]。而在这一心

理特点下，新教员的课后反思也非常地局限。在自己不成熟的执教心态和匮乏的教学经验下，新教员反

思的主要对象是自己，关注的是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是否能调动课堂气氛、吸引学员

的注意力。 

4.2. 关注学员 

在新教员克服心理恐惧，能够完整、熟练地完成教学过程之后，其注意力才会逐步转移到学员身上。

学员的反馈是教员对自己课堂效果的检验。教员在课堂中通过观察学员的学习注意力及其学习兴趣，可

以即时地判断自己讲授的内容被学员接受的程度，具体体现在学员是否听讲或记笔记。另外，也可以通

过在讲解内容的时候，适时地提问前面所讲的内容，以检验学员的学习效果。当然，学员的兴趣与注意

力并不能完全用来判断教员的授课效果，学员的表现还可能受到学员身体状态、授课内容性质等因素的

影响。学员的课堂反应也能够引起教员对自己教学方式和能力的反思，课后的回顾也可以促进教员对教

学过程的改进。教员可以通过对整个课堂的回顾，发现教学设计、教学内容顺序和在授课过程中援引的

事例是否恰当，从而在下次授课前进行更精密巧妙的授课设计，寻找或发现适合的教学案例，甚至发现

教学内容上的逻辑关系偏差，从而有利于今后自己编写教材时进行调整，这种教学反思也是提升教学水

平的重要方法[15]。高校教员的授课过程也是施加影响的领导过程，关系型的授课风格更能够通过关注与

学员的关系和互动来达到知识传播和素质培养的目的[16]。 

4.3. 因材施教 

随着教员教学经历的不断丰富，教员的视野将更加扩大，其回顾反思的高度将更加提高。在这一阶

段之前，新教员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课堂反馈，进行不同方式和设计的授课，从而进一步收到不同的课堂

模式或授课方式的效果反馈。在这一长期探索之后，新教员才会逐渐摸索出一个适合自己同时适合不同

年级、不同专业学员高效学习的教学模式[17]。当然，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随着不同时

期的学员以及新教员到老教员的成长阶段进行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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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近年来，教育领域对教师能力发展的研究热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聚焦高校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的能力发展。新教员在教学起步阶段的成长路径和能力提升是其在后面发展的基础，剖析新教员教学

成长历程、助力新教员教学能力提升，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稳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新教员越是在逆境当中，越是要坚定信念，增强教学技能，提高教学能力。在个人进步的过程中，

新教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在一次次试讲中，互相建议、互相提高。有关心新教

员的组织，通过组织不同层次的教学培训，提高新教员的教学理论水平，通过跟班听课和组织示范授课，

在新教员心里立下了标杆，通过组织教学比试，让新教员在百舸舟流中共同进步[19]。除了教学技能之外，

随着新教员的不断成长，必然会对教员自身关于教学内容的相关经历或者从业经验提出要求。因此，新

教员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关注授课基础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调研、体验、长期交流的方式去

增加自己在相关领域的经历，从而能够使自己的课堂效果和教学能力得到显著增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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