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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的多重需要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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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是本科教育的多重需要。政策性需要、客观性需要、本质性需要、主体性需要和内在
性需要尽管出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诉求，但总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实现本科教学的历史性转型，推动我国本科教学再

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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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实施以来，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不断走向深入。一大批各级

各类高校教学团队纷纷出现，这些团队积极结合本科教

育特点开展教学活动和教学改革，总体效果良好。但也

有不少高校存在着对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认识不清、

重视不够、表面认真、实际应付、团队不少和成效不大等

不良现象。故此，很有必要进一步澄明高校优秀教学团

队建设对于本科教育的多重需要，以提高高校对建设优

秀教学团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１　政策性需要
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是我国本科教学改革的政策

性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也发生

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本科教育不仅实现了教育主体多元

化发展，而且教育模式也随着不同定位的院校而日趋不

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由于受学校偏重科学

研究的发展定位而逐渐被弱化，一流的教授基本不上本科

课程，即使课表上安排了一些本科课程，也往往让其所带

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代劳。这些教授主要忙于争取学术项

目、完成学术任务或应酬学术会议等，即使偶尔给本科生

上课，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捞个好名声而已。而应用型

院校则相反，他们把发展定位于本科教育，定位于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在职教师们整天忙于本科教学和各种技能

性活动，无暇顾及创新性发展，导致教育理念不断落后，教

学方法墨守陈规，教学资料更新缓慢，有些老师甚至自从

教以来一直使用一本教案和一套教学课件，每学期只做少

量改动，久而久之导致本科教学质量不断下降。而这种类

型的院校所产生的不同问题，都是属于“人”的选择的问

题，属于主观的范畴，完全可以通过调节人的选择来加以

克服。因此，教育部明确提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应放在通过调整本科教育的定位和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

队来进一步促进本科教学质量的大幅提高上来［１］。

这一重要举措，打破了以往以教师个人“单兵式作

战”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惯性思维，凸现了教师“集团式作

战”在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教育从本质上就是心灵

与心灵沟通的事业。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旨在以“团

队”的形式来强大教师这个心灵，增强教师这个教学主体

的理性之光，同时也可以有效约束部分教师的“例外行

为”，监督学术权威们超然于本科教育之外。而对于那些

教学方法陈旧，教学资料更新缓慢的教师，通过团队的相

互学习、交流和比较，也能促进其加速自我改善的进程，

迫使其追随本科教学的改革步伐，从而在整体上不拖团

队的后退。当然，最受益的当属受教育的本科生们。高

校优秀教学团队不仅可以将集体的教学智慧和合力投放

到本科教学中，而且可以将集体的科研新成果应用于本

科教学之中，不断推动本科生们增强批判意识、质疑能力

和创新精神。这些恰恰是我国本科教学改革的真正方

向，也隐喻着我国本科教学改革的政策性需要。

２　客观性需要
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是本科教育适应现代科技综

合化发展的客观性需要。“当今世界正日益强烈地感受

到现代科学革命浪潮的涌动和冲击，以信息技术、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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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材料和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为主

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科技群，是一次世界性的、全方位的

科技革命。这场革命把我们带进了大科学、高技术、信息

化的新时代，它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

社会文化乃至思维方式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

响。”［２］现代本科教育也必须顺应这一巨大冲击。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日趋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

而且不断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方面科学技术不断

向纵深发展，体现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发展领域越来越

多，“分化”特点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学科技术又不断在纵

深发展的同时，不断走向杂交，体现在边缘学科大量出

现，跨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方

法，“融合”特点也在显化。而本科教育面对这一现代科

技发展态势，比较好地回应了第一个方面，即不断遴选出

各具专业特长的优秀教师充实到高等教育阵营中来。但

第二个方面却没有处理好。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种过失，它为已经拥有某一领域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提供了一个使各种现代科学技术

实现融合的现实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高校教师们不仅可以继承“教学相

长”的良好传统，而且能够开辟“交流相长”的新天地，打

破“同行是冤家”的狭隘思维方式和陈腐行为模式，以适

应现代科技对本科教育的客观性需要，并通过这个团队

的长期洗礼，不断孕育出和谐的新型教师关系。因为从

本质上讲，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就是一种互助和协作，为

达到既定目标所表现出来的团队成员自愿合作和协同努

力的精神就是团队精神。通过团队精神形成团队的凝聚

力，团队成员才能在工作中团结互助，互相认同，畅所欲

言，积极参与，才能调动团队成员所有的资源和才智，创

造更多的价值和更大的效益。教学团队不同于教研室或

研究所等组织机构，它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由教

师构成的一个教学群体，所以教学团队成员之间的地位

平等，面对教学问题，应通过平等沟通达到求同存异。”［３］

而这一属性天然地决定了高校优秀教学团队能够满足本

科教育适应现代科技综合化发展的客观性需要。

３　本质性需要
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是本科教育适应现代教学专

业化发展的本质性需要。基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

量的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新的学科，相

伴而来的是现代大学的专业和相关课程不断“膨胀”。古

老的专业和课程随着自身适应时代变化的不断转变而拥

有新的生命力被保留下来，譬如哲学、历史学等。新的专

业和课程因其对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鲜明的价值性而不

断被植入本科教育体系，譬如经济学、管理学等。更有甚

者，本科课程直接与市场需求岗位对接“直通”，譬如主持

人专业、家政服务等。这种“膨胀”，一方面要求高校教师

越来越走向高度的专业化发展道路，造成专业性的人为

“分割”，居于一隅，“深刻的狭隘状态”，从而造成教师个

体逐步丧失对大学生整体性教育的能力，成为一个个“单

向度功能性的教师”；另一方面大学生主体发展的完整

性，客观上要求大学提供整体性的教育，并且这种完整性

教育必须是有机的、连续的、有效的，决不是支离破碎的、

深浅不一的、凌乱不堪的。

现代教学专业化发展、高校教师的分割状态和大学

生主体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呼唤高校教师联合起

来，组成强大的优秀教学团队应对上述矛盾和挑战。逐

步放弃传统的名师引领型教学模式，不断走向联合互补

型教学模式，是现代教学专业化发展的本质性需要。那

种“集组织教材、编写教案、课堂讲授、辅导答疑、批改作

业等多项工作于一身”［４］的本科教学，是必须被抛弃的

“摧残老师，僵化学生”的陈旧方式。而随着本科教学内

容的日益综合化，“一个人是不可能精通各方面的专业知

识的，哪怕在一门课程之中，也很难说对每一个问题都有

深入的研究。再加上教学过程中广泛引入现代信息技

术，使得任何一个教学过程都变得异常复杂，仅凭个人的

力量很难驾驭。而由有相关知识、技能互补的教师组成

一个教学团队，便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和优势，把

学科发展最前沿、最精华的东西展现给学生，从整体上提

高教学效果和质量。”［４］只有联合型的教学团队以其相对

完整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大学生主

体发展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教育的需要，才有可能在更大

程度上促进大学生全面而健康的主体发展。否则，以每

一个大学老师的“一”来应对大学生的“多”，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良好的本科教学效果的。

４　主体性需要
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是高校教师博士化发展的主

体性需要。应该说，“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中学，

哥哥姐姐教大学”的教育总格局，至今非但没有得到根本

好转，反而是愈演愈烈。看一看每年全国各个高校的进

人标准，就可以发现，专任教师岗位清一色地要求必须是

博士毕业。本科教师的博士化，福兮？祸兮？“追求教师

‘博士化’，在早期是因为我国的博士人才非常稀缺。上

世纪８０年代，全国一年只有几千个博士生毕业。为了提
高人才素质，高校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把教师担任助

教、讲师的年限用攻读硕士、博士时间冲抵了。这实际上

混淆了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考察的边界。”［５］博士，主要

的主体特色就是专业化。研究领域专业化、研究方向专

业化、研究内容专业化、研究成果专业化，是博士区别其

他的根本性标志。这既是博士的优势，也是博士的短板。

博士教师一方面因其某一点的高深研究而占有一席之

地，同时也因不能回应这一点之外的问题而陷入“窘境”。

针对本科教学，每一位博士教师在给大学生提供某一点

的深刻思考之时，也不免会遭遇这一点之外的“空白”或

浅薄。因此，博士化的本科教学更需要博士间的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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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更需要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

而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更是高校博士教师们主体

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在本科教学上，而且在博士们的

强项———科学研究上，也需要博士教师们联合起来。现

代科技发展的跨学科性客观上要求研究者们进行跨学

科、多学科的联合攻关。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没有这种跨学科、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是根本无法完成

的。因此，即便是从博士主体的自身发展需要考虑，联合

型教学团队也是促进博士教师主体发展的良好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向、不

同研究风格的博士教师们可以充分交流和融合，不断催

生出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成果。

在这个平台上，“由于团队成员组成的异质性、互补性以

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特别是以名师为中心而

形成的教学团队，可以充分发挥名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

出一批批教学科研骨干力量。”［４］可以说，建设高校优秀

教学团队，不仅能够不断推动本科教学的良性发展，而且

能够不断推动高校博士教师们本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双

向发展，进而推动高校博士教师们整体性的主体发展和

进步。

５　内在性需要
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是本科教育适应现代大学个

性发展的内在性需要。历史告诉我们，对“未知”的好奇

和探求，对自身的反思和关怀，是大学产生和发展的不竭

动力。大学就是在这种追寻中不知不觉地成长到现在，

并实现了自身从社会边缘走到中心的角色转换。大学的

发展，不仅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尊重，并赋予了更多

的社会希冀，同时也为自身开辟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逐渐培养出大学的个性来，即坚守学术活动的自主

性，本能地抵制学术控制、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呈现出

大学的“傲骨”来。

大学这种自主精神和反权威意识，内在性地要求：只

有尊重大学的这种组织个性，才能很好地推动大学组织

的发展与变革。现代大学以高度的学科分工、专业分类、

教师分岗为基本特征，体现出知识和教师的双重分割化，

从而使整个系统呈现出界限分明、分类有序的松散型组

织样态。这一方面给知识创新和个性自主留下了充分的

张力空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赖以呼吸的“肺脏”，

很好地承续了大学的自由精神；而另一方面这种样态也

大大消减了大学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性，造成“自主有

余，协作不足”的组织特征，成为一种“松散联合系统”。

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所说：“学科和院校一

起以一种特殊方式决定了学术组织。就系统本身以知识

任务为中心而言，有关系统操作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学

科和院校的联系都会聚在基层操作单位，即学术界的基

本工作群体。”［６］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暴露了大

学组织的“阿克琉斯之踵”。建设高校优秀教学团队，从

弥补其“阿克琉斯之踵”上看，正是现代大学自身固有特

点的内在性需要。高校优秀教学团队这种组织就属于

“基本工作群体”。它能够契合高等学校自主性的组织特

性，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组织过于松散的先天

不足。对此，美国的本科教学改革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美国的本科教学改革强调通过教学团队的力量，实现教

学经验、技巧、艺术的传递，培养更多的好教师（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或杰出教师（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他们创造出
几种具体形式：教学支持服务小组（ＩＳＳＴ）、设立教学会
员制项目（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ｅｌｌｏｗｓＰｒｏｇｒａｍ）、以教学名师（ｍａｓ
ｔｅ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或科学大家（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为中心的教
学团队［７］。

综上所述，这五种需要共同构筑了建设高校优秀教

学团队的合法性基础。政策性需要反映了政府在本科教

学上的宏观思路和战略需要；客观性需要反映了现代科

学技术对本科教学的时代呼声和现实需要；本质性需要

反映了本科教学对自身的发展诉求和微观观照；主体性

需要反映了本科教育主体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对自身发展

的关注；内在性需要反映了大学系统对本科教学的组织

性管理需要。这五种需要尽管出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

的诉求，但总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实现本科教学的历史性

转型，推动我国本科教学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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