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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学术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理念，淡化了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丰富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对教

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应加强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教学学术氛围；教师要正确认识教学学术与

专业发展的关系，理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加强对教学的交流、反思和实践，以提升高校教师教学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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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教师的专业发展日

益受到学校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大学教师专业

发展是大学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及服务工作时，

经由独立、合作、正式及非正式等进修、研究活

动，引导自我反省与理解，增进教学、研究及服

务等专业知识与精神，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个人自

我实现，提升学校学术文化，达成学校教育目标，

从而提升整体教育质量”[1] 

目前，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对教师专业发展产

生了一定的误区。教学学术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理

念，丰富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有利于引导教

师更加关注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一、“教学学术”的内涵 

基于重科研轻教学，美国本科生教学质量严

重下滑的现实压力，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

席、美国教育家厄内斯特·博耶于 1990 年在《学

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一书中，首先

提出了“教学学术”思想。他认为，“学术”不

应仅仅指科学研究，而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

方面，即探究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

和教学的学术。[2] 这里所指的教学学术，是指

一种通过教学来传授知识的学术。博耶认为，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钥匙不是减少科研去增加教

学，相反，应该促进和支持大学教师对自身教学

实践的学术性反思，来实现教师不同角色和工作

的内在结合，四种不同形式的学术在教师的工作

实践中应该内在地交叉融合在一起。[3] 在博耶

之前，科研就代表了学术，教学被认为只是科研

的派生物。博耶的学术范式诞生之后，教学第一

次在高等教育领域被赋予与科研同等的地位。 
这一新的学术范式对教师个人的职业生涯

规划也有重要的意义，博耶提出了一种“创造性

契约”，根据这种契约，有些教师可以决定在未

来的三年或五年时间内，主要从事探究的学术工

作；再往后的几年内，他们可能主要从事应用知

识的学术工作，每个教授都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转

移自己的学术工作重点。[4]每个教师的个人情况

不同，不可能所有教师都是教学、科研全能型专

家，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精力着重某一方

面的学术。 
舒尔曼接任卡内基教学促进机会主席后，将

博耶的教学学术思想从理论推向实践，并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思想。他认为，凡是能被视为教学学

术的活动，应该至少具有三个特点：公开的、能

够面对批判性的评论和评价，并能够与所在学术

圈中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和使用。[4] 

尽管都属于学术范畴，但教学学术和专业学

术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专业学术的目的在于生

产本专业高深的学科知识，那么教学学术就是大

学教师自觉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本专业

高深知识”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成果，生产的是

学科教学知识。[5] 教学学术是教师从教和学的

实践中提取出中心问题，通过使用合适的学科认

识论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将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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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践，对结果进行交流、反思及同行评价。“教

学学术”意味着教师通过将对理论和研究的反思

与以往来自教学经验的知识相结合产生的一种

实践智慧（awisdom of practice）。[6]可见，实践、

交流、反思是教学学术的基本特征。 
二、“教学学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 

教学学术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理念，有助于转

变教师传统的学术观念，为其专业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同时，教学学术也弱化了教学与科研

的矛盾，有利于高校健全教师评价体系，人事聘

任、晋升制度等，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学研究氛

围，重树教学的中心地位，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转变学术观念，增加教师对教学的投入 

很多老师都认为只有发表论文，探索新知识

才是学术，教学只是传播知识的一个过程而已，

没有人不会教学，但只有能力强、有水平的人才

会搞科研。除此而外，很多高校对教师专业发展

赋予了过于理想化的期望，认为好教师应该是全

能型的专家，即教学好，科研强。基于这一逻辑，

高校管理者往往认为鼓励大学教师成为最好的

科研人员一定会相应促进他们成为好老师，能够

让他们和谐、全面而统一地发展，从而能解决大

学教学质量提高的问题。[7]然而，时间和精力有

限，现实中这样全能型的教师非常的稀少。 
教学学术重申了教学的重要性，并赋予其很

高的地位。教师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追求，

确定专业发展的方向，使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发挥最大的作用。善于教学，但苦于没有科研成

果的老师可以把注意力引入到教学研究，从教学

学术中寻找成就感，而不用挤破脑袋搞科研，写

论文。善于科研，教学水平一般或者不重视教学

的老师，也可以把教学作为学术进行探索，从而

获得乐趣和提高。 
（二）健全高校教师评价、聘任和晋升体制，

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教学不同于科研，教学的成果难以量化，因

此很多高校在教师评价体系设计的时候，更多的

是考虑科研成果，对于教学主要考虑教学工作量

和工作时间等绝对值，教学质量如何只是结合学

生评教和同行、领导听课给出一个大致的排名。

这种评价体制局限于结果性评价，而没有考虑教

师成长的过程，没有认可其为教学所付出的一切

努力。如果高校在评价教师时，能引入教学学术

的维度，激发教师教学合作、交流和反思，这无

论是对教师个人还是对整个教师队伍都有重要

的作用。 
由于教学成果的滞后性，很多教师为了在短

期内拿出“成绩”，不得不在科研上下功夫。 
高校的聘任和晋升体制往往与“成绩”挂钩，

而“成绩”往往只能体现在可以量化的科研方面。

因此，很多教师即时偏爱教学，也要逼着去搞科

研，创“成绩”。教学学术的引入会迫使高校健

全人事体制，提高教学的“含金量”，让教师的

专业发展有了制度的保障，更加有方向性。 
（三）重树教学中心地位，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教学是学校最基本的职能，教学工作是学校

工作的中心，教师对教学工作责无旁贷。教师增

加对教学的投入，从内心认可教学的中心地位；

学校完善制度，营造教学学术氛围，从环境上加

强教学的中心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重树教学

的中心地位，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三、提高教师教学学术水平的途径 

教师“教学学术”水平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

要内容。作为学校层面，应加强制度建设，营造

良好的教学学术氛围；作为教师个体，要正确认

识教学学术与专业发展的关系，理顺教学与科研

的关系，加强对教学的交流、反思和实践。 
（一）学校层面 

首先，成立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机构。高校可

以借鉴国内外经验，成立教师教学研究中心等类

似机构。1962 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创设了学习与

教学研究中心，是全美第一个以改进大学学习和

教学为宗旨，面向教师与研究生助教的研究中

心。由于其成效显著，迅速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

目前国内一些学校也成立了教学研究中心或教

学促进中心等类似机构，旨在负责教师教学研

究、教师学术评价、组织教学技能比赛、制定教

师专业发展的规定等。由于起步相对较晚，很多

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提高。 
其次，制度引导，营造教学学术氛围。教师

专业化是教师自身的专业技术特性与相关的管

理制度相结合的结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

设，教师专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8] 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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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教学专业发展只是一句空话。高校应

在教师评价、聘任和晋升等多个方面向“教学学

术”倾斜。建立教师教学学术的基本规范和评价

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 
最后，强化培训，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活动。这里所指的培训包括职前培训和在职培

训。很多青年教师直接从高校毕业，缺乏一定的

教学经验。目前大多数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入职培

训主要是针对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规方面课

程的突击培训，培训的成效并不明显，无论是形

式和内容都有待丰富。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除了入职培训以外，更应重视教师的

在职培训。充分发挥教研室的作用，开展同行交

流、评议活动。除此之外，学校要尽量为教师创

造更多的外出交流、学习机会。 
（二）教师个体 

首先，加强自身学习，获得渊博的知识。俗

话说，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代社

会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加之信息技术的日益

发达，学生接收新知识的途径也更加多元化，这

对教师的教学内容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一

味照本宣科，比学生懂得还少，迟早会比学生赶

下课堂。对于高职院校教师来说，要以“双师型”

教师为目标，除了理论知识以外，更要注重职业

技能的培养和提高。 
其次，加强教学反思，对教学过程进行记录

和分析。很多老师上完课就认为是完成任务，很

少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这是教学态度的

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所有关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学生反馈等记录都能够成为教师专业

发展的资源。 
最后，加强合作交流，拓宽视野。团队的价

值不仅存在于企业里，教学团队对教师的成长具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以教研室为单位，教师可以

通过公开课、互相听课、学术研讨等形式，对教

学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不仅限在教研室，教师也

可以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外学术会议。同时，教师

还要加强跟学生的交流，了解学生的需求和知

识、能力水平，从而更好的设计和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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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Academy, a Fresh Dimension of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ZHENG Qiong-ge 

（Dept. of Teaching Affairs, Zhejia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Vocational University, Ningbo 315012, China） 

Abstract: Instructional academy, a new academic concept, reduc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pertinent institutions and atmosphere 
be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teachers'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instructional academy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at 
teaching and its research be coordinated to promote exchange,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f instruction, so as to improve 
teachers' level of instructional academy. 
Key words: instructional academy;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夏登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