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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 
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教学改进 

                       李 广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高校教师： 



审视与追问一：作为教师的活跃角色？ 

一般认为： 

第一种角色扮演：以“教育人类学”为合法性基础，以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本位。 

                           具体表现：教书 、育人；上课、带学生；园丁、灵魂工程师、蜡烛、教师 

第二种角色扮演：以“认识论”为合法性基础，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学术和科研本位。 

                           具体表现：科研、项目、经费、团队、论文、成果；学者、专业人员、真理  

                           的化身、研究者、知识的权威。 

第三种角色扮演：以“政治论”为合法性基础，突出强调社会责任和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具体表现：“社会代言人或社会的代表者、道德的榜样和社会的良心、社会 

                           的理性定针”；横向课题、技术发明、演讲报告 

个人规约：           我是谁？谁是我？ 

1.上好课；2.做好研究； 

3.带好学生；4.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 

 
 

专业自信 



审视与追问二：教师的专业生活状态？ 

现实反思： 

第一种角色现状：传统的“从游”关系，或现代的“对话”关系          奏技表演与看客之关系 

第二种角色现状：学者、教授崇高形象           腐蚀、阉割个性灵魂，释放大学体制性毒素 

第三种角色现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社会“雇工”、政府“传声筒”、权利的“思想 

                            附庸”、“文化保安”、制造文化垃圾、学术垃圾。 

个体现状： 

口头：教学中心地位                行动：重科研轻教学 

内心：追求科研旨趣                评价：论文数量与级别 

专业：追求职称晋升                生活：孩子、老人、健康 

日子快乐吗？ 



审视与追问二：教师生活的实然状态？ 



审视与追问三：作为教师，我们专业吗？ 

五个问题：1.教什么（教学内容）？ 

                 2.为什么要教这些内容（教学目的或教学价值）？ 

                 3.有哪些教学的方法？如何选择最佳方法（教学方法）？ 

                 4.教学要达到什么效果（教学评价）？ 

                 5.教学过程中有什么风险、不良后果（风险评估）？     

专业回答：1.能否进行专业解释。 

                 2.是否有专业技术解决。 

                 3.专业术语沟通交流。 

如何成为一名卓越的教师？ 

                  学生理解*学科理解*技术*高度敬业=卓越教师 

 
 

两篇文章： 
1.初中毕业上中师：教育之大幸与个人之不幸 
2.为何一到开学，我们就怀念中师？ 
 
中师老师的专业性、敬业精神！ 



审视与追问四：时代特征   

        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
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
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
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
深刻影响。 

2018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应邀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
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创
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六卓越一拔尖、双万计划、金专、金课 

高校教师教学不得不变 

世界在变  
中国在变  
高等教育在变 



 学发展和竞赛数据。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处于第几梯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528892343188548&wfr=spider
&for=pc 

     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和中国广电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四家企业
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5G”）。从互联网
到物联网 “5”比“4”快十倍。 

    参考消息网10月18日报道10月16日，华为技术公司创始人、CEO任

正非在广东深圳华为总部接受了日本共同社的采访。对于比今后全面普及

的高速大容量5G移动通信系统更先进的6G，他表示可能10年以内投

入使用。 
 
        共同社10月16日的报道称，任正非透露说，华为已经开始研究6G。
“6G我们也是同步启动研究的”，“6G的使用可能10年以后”，“这是
我一个保守的估计”。 

未来已来 将至已至；5G想到的是速度，速度之外都无法想到  

高校教师教学：超前识变 积极应变  主动求变  



    吴岩司长（2019年6月5日）上海讲话：质量意识 质量革命 质量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三部曲” 

                                                                                                         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成立大会 

质量意识 质量革命 质量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 
质量意识：逻辑起点 
质量革命：行动过程 
质量中国：文化自信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 
理念：同频共振 
行动：实质等效 
效果：和而不同 

高质量发展（主动选择、创新理念体现、适应新矛盾变化、现代化必由之路） 

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教育面临新矛盾；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面向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与着力点 

金课/高质量：高校教师必须自觉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201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31万，再次突破千万，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2019高考：改革最多、措施最严  

       我国高校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1978年我国仅有598所高等院校，1998年大扩招前，高校数量增加到
1022所，2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截至2018年，我国高等院校总数达到2663所，约为1998年的2.6倍、
1978年的4.4倍。 
       我国高等院校的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9年大扩招后，增长趋势愈加明显。1978年，全国普
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仅为85.6万，1998年达到340.9万，20年间增长了约3倍。截至2018年，普
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达到了2831万，大约是1998年的8.3倍、1978年的33倍。 

       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提高，即将进入普
及化阶段。 

      语文：爱国情怀、奋斗精神、生活思考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几个关键词。考查重点：时
代共振、社会关切、综合素养；——贴近社会现实，——凸显文化底蕴——鼓励多元表达。 

       历史：将审美能力与修养纳入考查范围。 

       政治：引导学生培育奋斗精神，突出考察批判性思维。 

       地理：注重推理能力，凸显创新思维物理：情境化试题突出基础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化学：精选试题情境素材 ，开拓学生的科学视野。 

       生物：凸显学科特色，注重实验探究。 

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  



审视与追问五：高校教师教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教育发展背景：高速度、高质量 
 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各级各类学校50余万所；学历在校生超过2.65亿；各级各类学校专业教师1579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施，三年学前教育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正在从大众化阶段迈向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成为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半壁江山；中国教育的发展水平已经跨入了世界中上行列。 

教育政策背景：高标准、高要求 
 2018年6月21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2018年8月8日，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一流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

。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8年9月17日，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 ）。  

 2018年11月24日，第11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吴岩司长提出：大学生要有效“增负”，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

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大学改革背景：高品位、高水平 
 内涵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 

学生成长背景：高期待、高压力 
 以学生为中心、以生为本、立德树人、以学定教 



审视与追问五：高校教师教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挑战一：高等教育普及化，教师如何面对学生的多元性 

挑战二：教育教学信息化，教师如何面对时空的折叠性 

挑战三：学生学习个性化，教师如何面对学生的差异性 

挑战四：教师职业专业化，教师如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 

挑战五：教师角色多元化，教师如何在多元中保持统一性 

 

专业平台、专业资源、专业支持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价值与意义 

 
 



思考与回答：教师专业特点（专业信仰） 

    学术性：系统的专业知识，长期的积累积淀 

    研究性：反复的思考，深入的探索，标志性的成果 

    发展性：对象的变化与成长，自身的自觉与需要 

    示范性：教书育人与为人师表，社会规约与自身价值 

    创造性：理性智慧与人格魅力，缜密预设与灵活生成 

尊重教师教学的专业特点、专业尊严、专业需求。 

鼓励教师教学投入；支持教师教学改革；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营造教师教学文化； 

外部条件 

提高教师教学专业声誉； 

提升教师教学专业品质。 内部条件 

提高专业性 



危机意识 

发展意识 

前沿意识 

引领意识 

学习意识 



2019年11月18日 

高校教师： 

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教学改进 

                       李 广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一、高校教师教学理念的专业价值 

二、高校教师教学模式的专业指向 

三、高校教师教学改进的专业策略 

     

高校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教学改进 



  一、高校教师教学理念的专业价值 

        理念: 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 
       教学理念: 人们对于教学现象 (活动 )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
思想观念和教育哲学观点 ,是教学主体在教育实践、思维活动及文化积淀和交流中
所形成的教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指向性的教育认
识、理想的观念体系。 

 “理念”其要点有:  
( 1)理念中包含着“某种预想的东西” , 具有前瞻性 、导向性和设计性;  
( 2)理念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 ,具有综合性和概括性 ,简言

之 ,理念是对事物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的一种整体的把握及对某些理论观点的阐发和概括;  
( 3)理念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真理 ,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  
( 4)理念自身就是辩证法 ,理念包含理性认识的一切关系在内 ,如主体与客体、观念与实

在、同一与差别、有限与无限、灵魂与肉体等;  
( 5)理念是一种永恒的创造、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精神;  
( 6)理念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可以分为“直观着的理念”、

“外在化的理念”、“理论的理念与实践的理念”、“自为的理念”等;  
( 7)理念是“超乎一般概念范畴”之上的“精神实体” ,是驾驭、统领和辐射具体概念的

“根本观念” ;  
( 8)不能把“理念”仅仅看作是“意见中的观念或表象” ,而应视为一个“观念性的理念

总体”。 韩延明，理念、教育理念及大学理念探析，教育研究，2003年9月。 

反思：你的教育教学理念是什么？ 



  

具体表现： 

1.理论价值：加深教育教学的理性认识（个性化学习） 

2.文化价值：表达教育教学的理想情怀（民间版《师铭》） 

3.实践价值：指引教育教学的实践发展（方向与灵魂） 

4.主体价值：学校改进、教师发展、学生成长（最终目的） 

一、高校教师教学理念的专业价值 

专业价值： 

1.没有理念指引的教育教学是“盲”，缺乏实践的教育教学理念是“空”。 

2.教育教学理念需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实现其价值，教育教学实践需要教育

教学理念的高端引领。 

3.教育教学理念具有“人为性”与“为人性”。“为人性”引领“人为性”。 



  一、高校教师教学理念的专业价值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理念 

尊重的教育 

——尊重教育规律；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人性； 

      尊重教育者的劳动成果。 

创造的教育 

——倡导注重过程的探究教育、 

       激发基于兴趣的内生动力， 

       养成批判反思的思维习惯、 

       塑造卓越担当的人生品格， 

       构建协同开放的育人模式、 

       凝铸张扬个性的校园文化。 
“率性教育”办学理念 
——保护儿童天性， 
       尊重儿童个性， 
       培养儿童社会性。 

东师“最美一课” 
——教学理念、教学思想 
       教学经验、教学感悟 

教师“原创教育思想” 

——（1）一节课是教学质量，两节课是专业水

平，三节课是生命价值；（2）个性化学习；（3）

言语意识唤醒；（4）教育要学烤玉米。 

 

东师最美一课 新闻.doc


  二、高校教师教学模式的专业指向 

关于课堂教学的思考： 

1.它总有一个逻辑起点。其逻辑起点在哪里？ 

2.它总有一个实践过程，其内在主线在哪里？ 

3.它总有一个目标去向，其最终归宿在哪里？ 

4.它总有一个操作维度，其基本维度是什么？ 

5.他总有一个方法系统，其构成要素是什么？ 

6.它总有一个价值取向，其指导思想是什么？ 

应然性的理论与实然性的实践之隔阂。寻找教学理论与教学实
践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的相遇。教学模式：教学要素的横向基本
框架与纵向上的逻辑关系。 

教学模式： 

横向构成要素？ 

纵向要素逻辑？ 

模式如何建构？ 

反思：你的教育教学模式（范式）是什么？ 



       本质高于现象；实践高于理论；自由高于必然 
追求？ 
追求科学性的模式；追求效率性的模式；追求教育思想的模式 
追求发展性的模式；追求艺术性的模式；追求教学方法的模式 
要素？ 
纵向过程要素；横向构成要素 
思维？ 
1.归纳式建构  情境教学、尝试教学、主题教学、差点教学 

2.演绎式建构“感知-升华“语文教学、各种教学模式的变式 

3.互动式建构 “引导-表达-修改-评议”习作教学模式 
“积累-模仿-表现”写话教学模式 

二、高校教师教学模式的专业指向 

“夯实理论-案例分析-模拟实践-研究反思”四位一体教学模式        
                         （宏观设计与微观教学） 

 “研读文本-预设教学-对话案例-反思实践”案例教学模式 
       （“看、记、述、评、议、做、比、研、模、思”十字流程） 



  

1.教育教学理念（方向）          

     教育教学实践           生成原生教学思想与教育理念         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二、高校教师教学模式的专业指向 

指向：明了、清晰；限定、规约；内容、维度 

2.教育教学态度（育人）  （旷课生、口吃生、退学、跳湖） 

（1）学生关怀：尊重学习心理逻辑、养成学习习惯、关心学习生活样态 

（2）言行举止：积极乐观、精力充沛、情感饱满、示范性与教育性 

（3）教风教纪：自律、自觉、自然 

3.教育教学目标（价值） 

（1）知识积累 
1.掌握所学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核心内容。 
2.理解课程的知识结构、思想体系及所学知识的运用情境、策略和方法。 

（2）能力提升 
3.掌握学科基本技能，能运用所学知识与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4.在学习中发展自学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3）思维发展 
5.主动思考，积极表达观点和见解。 
6.了解学科思维规律，掌握学科思维方法。 

（4）情感体验 7.体会课程学习的挑战与乐趣，感悟课程的意义与价值，珍惜学习过程。 



  

4.教育教学特色 

二、高校教师教学模式的专业指向 

（2）教育教学 
   （教学风格） 

1.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中渗透革新意识，展现创新能力，体现教
学创造性。 

2.课堂教学中追求理性美、语言美、节奏美，灵活驾驭课堂，具
有教学魅力，体现教学艺术性。 

3.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呈现个性风貌，体现教学独特性。 

（3）学科特点 
    （校本课程） 

1.尊重学科本质属性，展现学科特色。 

2.吸纳学科新成果，关注学科新趋势。 

3.明晰本学科与邻近学科的关联，凸显学科育人价值，培养学科核 
 
心素养。 

（1）学校历史 
    （文化积淀） 

1.学校历史发展、制度历史、代表性事件、重大会议、改革等 

2.学校文化积淀、代表性人物、学校故事、学生培养等 

3.学校建筑、教学实施、空间、自然环境等 



  三、高校教师教学改进的专业策略 

1.原生教育教学思想的生成 

（1）“向下追问”与“向上追求” 

（2）“立足自我”与“参照他人” 

（3）“尊重历史”与“面向未来” 

（4）“立足当下”与“躬身实践” 

2.教然后知不足，学然后知困 

（1）专业素养结构的不断完善 

（2）道德智慧修养的不断提升 

（3）责任担当意识的不断强化 

（4）专业思维品质的不断自觉 

（5）专业情感态度的不断优化 

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 
 
心理视角： 
第一阶段：自卑 自悟 自信 
第二阶段：自恋 自狂  
第三阶段：自闭 （职业倦怠）  
第四阶段：自省 自觉  
第五阶段：自然 

4.科研为教学服务 
 一切教学皆是科研一节好课就是一篇好文章 
教学好科研差不了；教学是目的，科研是手段 
教学是新娘，科研是伴娘 
科研与教学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 

反思：你是如何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 



  

5.追求教学至高境界 

（1）教学内容究竟说了什么？ 

原生价值；客观解读 

（2）教学内容究竟想说什么？ 

想说无法说、想说不能说 

（3）教学内容能够说什么？ 

包含无限可能，生成性；教学价值的可能性 

（4）教学内容应该说什么？ 

教学价值的选择；教师专业价值的体现；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 

      以《牛郎织女》为例：四重追问，实现高度。 

三、高校教师教学改进的专业策略 



  

理性形态 

教学形态 知识形态 问题形态 

感性形态 

教育形态 6.达到教育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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