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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青年教师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促进教学的发展。但如高校

青年教师自身没有积极的态度去参与，一切教育改革和培训都等同于纸上谈兵，流于形式。因此，

重视和激发教师自主发展意识，通过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最终提高和培养其教学能力，

就显得尤其重要。围绕这一主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高校青年教师课堂意识的形成模式：⑴注重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⑵重视对大学教学内容、教法的研究。⑶着力对大学生学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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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高校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基础教育

于上世纪 90年代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新课程改革，教

学质量时至今日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快速变革

的基础教育相应地会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及发展。

然而，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不令

人满意。要在大学课堂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高

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平的教师是关键。“教学发展是高

校教师发展的前提，甚至可以说高校教师最主要的

发展任务就是教学发展，促进自身教学技能和水平

的提升”
[1]
。

 

然而，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的

教学方法和模式并无大的显著改进。高校教师，特

别是青年教师如不自主改变课堂的教学理念、模式

及方法，其结果往往仍是停留在‘自导自演’，“满

堂灌”的课堂，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教学效果。由此

看来，对青年教师来说，养成自发自动的主体意识

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主体与客

体是相对的，但如放在教育情境中来说的话，就是意

味着教育者作为主体来积极主动地承担教育活动。
 

一、大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主体意识的缺失 

“青年教师名副其实地成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

主力军,由于青年教师工作前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

学技能培训,只在上岗前参加过学校举办的新教师

入职培训,严格地说,大多数青年教师还不具备从教

能力就仓促上岗”
[2]
。这是一个普遍且现实的问题，

尽管高校在其入职的同时也能提供一些平台，如职

前培训、以老带新、教研等方式帮助青年教师成长，

但高校青年教师如果自身没有积极的态度去参与，

一切教育改革和培训都等同于纸上谈兵。与基础教

育教师不同之处在于，作为高等教育，高校有其教

学主体与对象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教师和学生同

样具有更高的自主性要求及需要。“高校教师成长不

仅具有整体性，还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高校教师不

同于中小学教师，观照高校教师成长更应该尊重其

生命的自主发展”
[3]
。但现实与现状告知我们：在目

前的高校教育教学中，在科研与教学的双重压力之

下，青年教师往往处于被动的适应中，主动自主探

究教与学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层次，浅尝辄止。 

二、高校课堂教学模式养成的重要途径 

要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除了提高他们的

知识水平和条件知识水平外，还必须提高他们的教

与学能力（主要是课堂技能），这是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的关键及基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指

出：“当前，随着知识教学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单向

知识传播已走向多向度知识传播，教师角色也开始

由传授者向引导者与合作者转变”
[4]
。为了更好地适

应这一变化，教师首先应从自身的主动性出发，调

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合作学习。因此重视和激发教师自主发展意识，

通过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最终提高和培养

其教学水平和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如下是十九世纪初德国大学课堂采用的教学模

式：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循此问题去探索和研究，

然后教师组织课堂讨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

充分交换意见、交流思想。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学生的进步和发展较之以前有明显的进步。十九世

纪末期，美国一些教育家尝试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

即进步教育思想，丰富并发展了上述的课堂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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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二代大学教学方法——研究性课堂教学法应

运而生。目前在西方大学中正是这类的教学方法被

广泛采用。如上例，尽管我们熟知西方大学的教学

理论，如不主动积极地借鉴其教学模式应用到课堂

教学中，或以课堂生额多，学生不配合等理由，不

能应用到教育教学中，那也是等同于纸上谈兵。高

校青年教师历经数年的在校学习及专业训练，具有

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理论水平；观念新、思维

灵活、创新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等特点，但其对于

具体的课堂教学策略和方法的知识获得主要来自于

课本，与实践教学经验可以说是脱节的。毋庸置疑，

教师有效传授知识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教学论和心理

学。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是一个传递与接受的

过程，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一个密不可

分的有机整体，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而且也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

教与学中，学生一方面可以灵活、熟练、准确地掌

握专业知识及技能，同时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个人素质。教师只有熟练掌握了现代教育学的理论

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就能严格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原则及教材知识，逐步有序地完成教学任务。“心理

学是研究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心理活动、心理素质、

心理智能发展、智能差异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如善于抓住学生的心理活动

规律和特征及其闪光点，适时进行情感和意志教育，

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能得到激发，并充分调动其学习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5]
。因此，高校青年教师自主地、

有步骤地系统学习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材教法

等知识，并且能创造性地将理论知识与具体教学实

践相结合，把控好课堂、多了解学生，有效的教与

学就能相应发生，教师也就能尽快地成长为懂教育、

懂学生、有思想的教学能手。 

（二）重视对大学教学内容、教法的研究。 

从课堂的教学过程来看，“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学

引起师生积极的心理，并促进师生积极的心理变化，

及发展和进步”
[6]
。在课堂中，教师教学成功的关键

是教师传授给学生有效充实的知识、内容。课堂教

学的实施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教学内容是否得到落

实。课前，教师需要通过认真备课、精心组织、选

择教学内容，把知识技能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如此，

学生才能充分掌握知识、提高技能，达到课堂教学

的终极目标。其次，良好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学内

容的传递，有利于学生接受和掌握。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赋予学生新鲜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思维。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主要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学生情况、教学设施采取

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再局限于某种或某几

种固定的模式或方法。如：将传统灌输式教学转变

为互动式、问题式与启发式教学；最后，在课堂教

学中，善于合理利用现代化教具如媒体资源、幻灯

片等辅助手段；如可以采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

图像数据，使教学方法灵活、新颖、学生乐于学，

从而使教学活动进入最佳状态，实现个性化教学。

与此同时，还需重视课外作业（如小论文）、教学资

料与网络资源。着重开设第二课堂活动，使课内知

识得以延伸，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这样的课堂能使

得理论课也可以生动有趣。让学生感知教学过程是

体验式的，领悟式的，不是教材上的刻板教条，不

是死记硬背。如此一来，教师在充分调动自主教学

意识的同时，也突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思考、

互动、交流；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会让教师和学生对

教育教学都会有了一个“自觉性的思考”。 

（三）着力对大学生学法的研究。 

别敦荣在其文中提到：“进步主义教育家认为,

教育并不是强制听讲或闭门读书,教育就是生活、生

长和经验改造。生活和经验是教育的灵魂,离开生活

和经验就没有教育。他们提出,要从教师中心转向学

生中心,大学教学要让学生得到发展,让学生主动地

去学习、去发展,学生应当自己学,在做中学。他们

认为这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7]
。在高等教育中，

教师面对的学生群体是即将成年的大学生，教育教

学的目的主要是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及能力，这是与基础教育最大的区别。因此，

在高校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

需更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分析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

引导学生学习态度、方法的转变，构建学生自主学

习模式，最终形成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良好学习

环境。从学生这方面来说，学会掌握多样化有效的

学习方式也弥足珍贵。首先,转变观念,变“要我学”

为“我要学”,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学习方式。

其次,在课堂讨论时要积极发言,激活自己的知识

点。再次,要学会用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分

析问题,由浅入深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知识。最后,我

们要把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

样,知识才能学活、学透,才能真正为我们所掌握
[8]
。

 

那么该采用何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为学生营造自

主的学习环境，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是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望和学习兴趣。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精心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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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精心组织课堂教学，逐步引导学生在学习上

发扬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学生的自主自

觉性提高，主动学习才有可能。 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要善于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问题,用疑问引

导学生去探究。如课前提出问题、发放预习要求，

通过小组讨论，归纳、总结、甚至辩论等形式、引

导学生自主研讨等教学环节。这样的任务是对学生

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在此学习平台中，学

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独立思考，合作学

习。学生在课前通过了精心的准备，课堂上就一定

有话说、有言发，而不是脑袋空空、束手无策，简

单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

再仅仅是观众，而是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教师

亦不再仅仅是教师，而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导者。

通过长期自主学习的训练和培养，专业能力无形中

得到提高，知识和经验也得到了增长。从而促进学

生自身全方位素质、能力的发展。师生的“教学相

长”与“自主成长”相得益彰，良好的教学效果得

以最大的实现。 

三、结论 

“高校课堂教学中教师主体性意识的养成还需

要我们广大师生的一致努力,只有教师和学生真正

地把自己当作课堂教学的主人,我们的高校才能真

正地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
[9]
当代高校青年教师

培养及提高教学能力，应着力于增加自主自发意识，

从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中来检验自己的成败，并通

过不断反思及反思之后的再实践来提高教学质量。

但如果高校的年青教师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心态和

态度，那么所有的教育改革和培训都将流于形式，

收效甚微。因此，研究的重点应该是高校青年教师

自我发展意识的培养，并逐步渗融到其内心深处，

营造优良的教与学氛围，激发其不断学习和更新理

论知识，及时地进行自我反思、总结及积累，这样才

能逐步养成主体意识并产生持续长效的学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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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lassroom consciousness of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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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Education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levels and abilitie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But if the young teachers themselves do not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 participate in, all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rainings are equivalent to an empty talk,and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timulate teachers' 

awareness of self-development, and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bilities through learning,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relear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topic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young college teachers classroom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mode: firstly focus on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and lastly by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n the learning method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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