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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教师发展研究的实践 

石印明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70）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关系到高校教育的质量，也对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的人才起到决定性作用。

另外，高校教师的不断学习和发展也能符合当今社会的需求。因此，本文针对新时代高校教师的创新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和探讨，并结

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策略，同时也探讨了高校管理部门在支持教师发展方面的责任和作用，为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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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高校教师的角色不仅仅

是传授知识，更需要具备创新精神和跨学科合作的能力，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要求，高校教师发展

研究的实践显得尤为迫切。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高校教师需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教育工具和平台，实

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提供持续的教育培训 

提供持续的教育培训有助于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和适应新的教育趋势。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也有助于培

养更具创新精神的教师，为高校的一流大学建设提供更多的支

持。通过持续的教育培训，教师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推

动知识的传播与创新。具体开展方式如下： 

1.制定多样化的培训计划 

为了满足不同教师的需求，高校可以建立一套多样化的培训

计划。这些计划应该涵盖不同领域，包括教育技术的培训、跨学

科合作的课程以及国际化教育的培训。多样性的培训项目能够满

足不同教师的专业需求和兴趣，提供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2.注重教育技术的培训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相关的教学技术为教学工作的创新发

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因此，高校可以为教师提供关于最新教育技

术的培训，包括在线教育工具、教育应用程序和虚拟教室等[1]。

通过教育技术的培训，教师能够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教育的趋势，

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 

3.跨学科合作的课程设计 

跨学科合作在当今的知识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高校可以

为教师提供跨学科合作的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不同领

域之间的联系，促进不同专业教师之间知识的交流和创新，拓宽

教师的视野，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4.国际化教育的培训 

教育培训的国际化能够确保教师教学理念的先进性。因此，

高校可以为教师提供有关国际化教育的培训，包括国际教育课程

的设计、留学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等。通过国际化的培训项目，

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创新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更多的学习机

会，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这些模式可以提高互动性和个性化教

育，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同时，它们也有助于激发教

师的创新和研究兴趣，推动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 

1.探索在线教育和混合式教学 

高校可以积极探索在线教育和混合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

在线教育允许学生在灵活的时间和地点学习，提高了学习的便捷

性。混合式的教学模式则是将传统课堂教学和线上学习的模式进

行有机结合，提供多元化的学习体验。这些新模式的应用有助于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的灵活性。 

2.鼓励教师运用新的教育技术 

高校可以鼓励教师积极运用新的教育技术，提高教学的质

量。这包括使用教育应用程序、虚拟教室、在线教育平台等。这

些技术有助于提高互动性、个性化教育和学习效果[2]。高校可以

提供培训和支持，帮助教师更好地掌握这些技术，将其应用到课

堂教学中。 

3.促进创新和教学研究 

创新意识能力是确保教师开展教学创新的重要素质能力。高

校可以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研究和创新项目，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和工具。教师可以通过分享他们的教学经验和成果，互相学习

和进步。 

高校应该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为教师提供更多教学工具

和方法，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模式

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激发教师的创新能力。

通过不断创新教学模式，高校可以更好地助力教师的发展，提升

师资力量和水平，为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支持。 

三、提升教育生态系统的互动性 

建立互动的教育生态系统能够将学生、教师、行业合作伙伴

和社会资源有机融合，形成更具活力和多元化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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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校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其中。这包括学生的

参与决策、学生会活动、社会实践和创新项目。学生作为教育生

态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反馈和需求，有助于课

程的改进和创新。此外，学生还能从与行业合作伙伴和社会资源

的互动中获益，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 

其次，在互动的教育生态系统中，教师的角色也会发生转变。

教师需要更多地与学生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根据不同学生的

情况提供差异化的教育[3]。此外，教师还需要积极参与与行业合

作伙伴和社会资源的互动，将实际经验和行业知识融入课堂教

学，提高教育质量。 

再次，高校应该积极与行业合作伙伴互动，建立合作关系。

与行业合作伙伴的互动有助于教师了解实际需求和行业趋势，将

这些信息融入课程设计和教学计划中。行业合作还为教师提供了

更多的教学资源和实践机会，丰富了教学内容。 

最后，高校还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包括社区资源、文化资源

和专业知识。这些资源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素材和支持，

丰富了课程内容。与社会资源的互动有助于提高教育的多元性，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外，社会资源还为教师的研究提供了更

多的合作机会和资源支持。 

四、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 

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知识的传播，还有助

于形成互帮互助的学术氛围。这一学术氛围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学

术水平，推动学术创新，促进教育的发展。通过互相学习、互相

启发，教师可以共同进步，更好地服务学校的发展和建设。 

首先，高校可以建立学科交流平台，鼓励不同学科领域的教

师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可以通过学科研讨会、学术讲座、学术

沙龙等形式促进教授是之间的交流。教师可以通过这些交流活动

了解不同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拓宽自己的学科视野，激发新的

教学灵感。 

其次，教师之间的教学合作也十分重要。高校可以鼓励教师

开展教学合作项目，如共同设计教材、共同执教课程等。通过教

师之间的合作执教，可以实现教学经验的交流和分享，以及多元

化教学课堂的构建，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更丰富的教学资源，

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五、改善工作条件和福利 

改善工作条件和福利不仅有助于留住高素质的教师，还有助

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高校管理部门应该关注教师

的需求，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以共同推动学校的发

展和建设，为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支持。 

首先，高校应该为教师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源，包括实验室设

备、图书馆资源、科研经费支持等。这些资源有助于教师进行深

入的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进行

创新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其次，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高校应该不断改善教学设

施。这包括更新教室设备、提供现代化的教学技术设备，以及改

进在线教育平台。这些改善有助于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吸引更

多的学生，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满意度。 

再次，高校应该合理提高教师的薪酬待遇，以反映其在教育

和研究领域的贡献。这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高水平教育人才，还

可以激励现有的教师更好地发挥其潜力[4]。合理的薪酬待遇能够

有效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促进教师专业教学能力的提升。同

时，高校应该为教师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包括晋升机会、学术交

流机会、国际合作机会等。这些机会有助于教师实现个人职业目

标，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职业满意度。 

最后，除了薪酬外，高校还应该提供完善的福利待遇，包括

医疗保险、住房支持、子女教育支持等。完善的福利待遇可以提

高教师的生活质量，确保教师在教学工作之余无后顾之忧，从而

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学术教研环境，使他们更加专注于教育和研究

工作。 

六、结束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应积极推动教师的综合发展，提供

多样化的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机会，建立互动的教育生态系统，

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这将有助于留住高水平

的教育人才，提高教育质量，为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一流

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新时代高校教师发展研究的实践正在不断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

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孙琳.建立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体系推进教师管理与课

程思政建设向纵深发展[J].办公室业务,2023(13):41-43.  

[2]蒋茁,吴露,刘岩,等.综合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发展需求变

迁分析[J].教育评论,2023(6):117-128. 

[3]朱媛媛,黄海涛.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培训体系构建与

实践[J].继续教育研究,2023(9):41-45.  

[4]丛艳丽.促进中国高校教师高质量发展的培训体系优化[J].

继续教育研究,2023(3):67-72. 

【作者简介】石印明 出生年月 1978.06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辽宁葫芦岛 学历：研究生 学位：硕士学位 职称：副研

究员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学、数据分析应用、教育教学评估、

教师发展 

【挂课题】2020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基于教师能力提升的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式教师发展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