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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院校相对流动性教研组适用性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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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理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年轻化以及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严重，导致青年教师任务重、压力大、教学质量
下降等问题。针对该问题，提出建立理工科院校相对流动性教研组教学管理模式，论述了该模式的操作方法和有益效

果。分析表明该模式可有效减少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减轻教学压力，使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同时可使

优良教风得到传承，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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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处在人才培养的最后阶段，对人才

成型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高校尤其理工科院校片面追求科研成果，使得“重科研轻教学”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１］。教学工作及教学质量受到较大影响。另外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教师队伍不断

年轻化，教师队伍教学经验不足、教学能力偏低等，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理工科院校的教学质量。

面对当前形势，如何进行教学管理，实现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快速提升，传承优良教风，创新教学方

法，保持和提高教学质量，成为摆在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者面前的紧迫性问题。

１　教学组织管理现状
１．１　教师队伍结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学工作是高等院校的重心工作，而师资队伍是教学工作的主体，

决定着高等教育的质量。自１９９９年我国启动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２００２年，我
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１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２］。１９９９年全国有普通高校１０７１所，至
２０１４年增加到２８２４所，居世界第二，高等学校规模扩大１．６倍。２０１４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
３５５９万人，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高校教师队伍不断扩大。１９９８年全国高校有专任教师４０．７万人，
到２０１３年，专任教师增加到１４９．７万人。教育部公布的《２０１３年教师队伍基本情况》显示，我国高校教
师中４５岁以下的占７２．４％。据２００５年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统计，荷兰、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瑞
典等西方发达国家，５０％以上的教授年龄超过５０岁［３］。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教师队伍

明显年轻化。

１．２　教学组织管理模式
教学任务分配方面，当前理工科院校教学管理的最小单位一般为专业系所。系以内，教师在教学任

务分配上，一般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教学考核要求进行选择和安排。在选课过程中，青年教师往往没

有优先权；教学组织方面，由于同一专业班级较少，许多课程教学任务由单人承担。教学过程中教师基

本上各自根据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课程教学质量一般不进行有组织的总结和剖析，教师之间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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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和交流渠道非常有限。课程教学质量主要由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学能力和教学投入决定；教学质量

评价方面，由于专业性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比初级教育与中等教育复杂得多。高校课程教学质量评价

和控制方面的主要手段有：教师随堂听课、学生评教、单位评教、教学自我总结等几个方面。

１．３　存在的问题
１）教学成为一种任务。教师承担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不是教书育人的教师本真价值追求，而是为了

完成必要的考核任务。产生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教师考评、晋升和聘任体系的导向性偏差。当前教师

年度考评、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等条件中对科研成果的数量和等级均作了明确要求，而教学工作只是一

个量化的基本要求。为了达到考核条件，需要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到科研工作中，导致教学投入的不

足。尤其对于青年教师，还面临经验不足，以及各方面的压力，使得青年教师降低在教学方面的追求。

２）教学任务分配缺乏稳定性。由于课程任务分配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导致教师教学课程频繁变
换。多数教师每学年需要进行新课程的繁琐备课工作，上学年辛辛苦苦备好的课程教案，下学年很可能

不再使用，导致教师对课程教学重视度降低。由于教学投入的不足，教师对新课程认识不深，对课程教

学重视度低，科研压力大，备课匆忙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课程备课质量低、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

３）教学管理缺乏基层组织。院系规模较大，没有人力进行各门课程的精细化管理。对于教学课
程，虽有课程建设负责人，但课程负责人不稳定承担该课程教学，导致许多课程没有固定的教师进行具

体负责。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教学资源、教学进度不尽相同。课程教学主要依靠任课教师自身的教学

水平和教学投入进行组织教学。课程教学缺少研究和研讨，教学效果、教学经验缺少总结分析，教学素

材、教学成果不能有效留存和传播。

４）青年教师缺少教学技能提升途径。理工科院校青年教师基本为非师范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相
对较低，入职以后，一般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即将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只能通过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和

总结缓慢提升教学技能。由于缺乏基层教学组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不能得到尽快和有效提升。

“２０１４中国大学教师调查”表明，当前９３％的高校教师靠自己的摸索提高教学技能［４］。

５）教学质量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虽然高校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和管理方面的手段较多，但实
际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如：ａ．教师随堂听课，工作量大，难以覆盖所有任课教师；ｂ．学生评教，学生带有
个人感情色彩，容易根据个人喜好来评价教师；ｃ．单位评教，单位管理人员缺少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全面
调查，往往带有行政和人情色彩；ｄ．课程教学自我总结，往往报喜不报忧。

２　相对流动性教研组教学管理模式
２．１　教研组在高校中的发展历史

上海在ＰＩＳＡ测试中的优秀表现表明，教研组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实际上教研组在
我国高等教育中产生的时间更早，且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教研组是教学的基层组织，由一

门或几门课程或性质相近的任课教师组成，进行课程的教学和组织工作。建国后，教研组管理模式从苏

联引入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１９５１年，《关于华北区高等学校教学研究指导组暂行办法》正式将教研组
作为一种制度来对待，推动了教研组在高校中的普及。教研组的职责包括教学业务、教学行政工作、科

学研究、研究生培养、教学法研究等。文革期间，教研组工作基本停滞。１９７８年，教育部出台《全国重点
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教研组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其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此

后，教研组大致有三种发展状况：第一是恢复文革之前的形式；第二是根据需要创建新的形式；第三是向

研究所转型。

随着理工科院校对科学研究的日益重视，教研组原先科学研究职能逐渐转移到研究所、研究中心、

研究院等机构。教研组的功能逐渐萎缩。２０００年，《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
管理要点》只提到“教研室应组织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之后，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文件里再也没有提到

教研组。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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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相对流动性教研组的建立
建立相对流动性教研组对于改善理工科院校教学现状具有重要作用。从教研组的发展历史看，教

研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现状，不能机械恢复教研组管理模式。

针对当前实际情况，需要创新教研组模式，使其适合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为了解决当前高等学

校尤其理工科院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传统教研组的基础上，需要增加教研组人员的相对流动性。

相对流动性教研组实施方法：设组长１名，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教研组组长负责课程的全面建
设。青年教师入职后，根据专业背景选择进入一个教研组，从事该教研组相关１至２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３至５年（教学周期）。在此期间，青年教师不再选择其他课程教学。一个教学周期满后，青年教师选择
进入一个新的教研组从事相关教学工作。经历３至５个周期的流动之后，青年教师已成长为经验丰富
的教师，此时可选择一个教研组从事稳定的教学工作，并可参选教研组长，负责课程建设工作。

教研组作为教学工作的基层组织，主要承担以下工作：一是课程建设。负责起草和修订本教研组承

担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收集和归档教学资料，建立课程资料库。二是教师发展。负责教师教学

技能培养，组织教学研讨、教学分析，组织学习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三是教学管理。分配教学任务，协

调教学进度，统一教学内容，组织课程考核。四是教学考核。负责教研组教师教学效果评价考核。

２．３　相对流动性教研组在改善教学中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教学任务的合理分配。通过将院系承担的教学任务进一步细分到教研组，使任课教师

与课程匹配度更高，教学任务分配更合理。同时，教研组的相对流动性既使课程教学相对稳定，又可满

足教学任务的部分调剂，使教学任务安排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提供制度安排。通过教研组，院系内部创造了一种小型化、专业化的合作

关系。教研组内，教师教学方向一致，易于沟通，以组织的方式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研组内部可

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研讨，促进教师之间相互学习，有利于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三是促进教师完善知识结构。通过青年教师在教研组之间流动，使青年教师分阶段拓展不同教学

科目，学习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教促学，不断优化和丰富专业知识结构。

四是完善和丰富课程教学资源。教研组规模小、任务明确，不断进入的新教师在已有教学素材和教

学资源的基础上，融合自身理解和创造性贡献，使课程教学资源不断完善、丰富和优化。

五是完善教学方法和传承优良教风。在教研组内部通过教学研讨、教学分析等方式，使课程教学方

法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教风不断得到升华，实现教学方法和优良教风的有效传承。

六是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在教研组丰富教学资源支撑下，任课教师不必每年都从零开始备课，可

将更多精力用在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上，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七是准确进行教学考核。通过教研组，将教学内容大体一致的教师放在一起进行考核，教师之间较

为了解，教学考核具有较好的参照性，考核结果更为准确。

３　结论
理工科院校教师队伍年轻化及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导致课程教学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使得教学质

量严重下降。通过恢复教研组管理模式，并创新性引入相对流动机制，有利于教学组织管理，有效提高

教学质量，并取得诸多有益效果。该相对流动性教研组教学管理模式，为解决当前高等学校尤其理工科

院校教学中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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