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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学教师教学学术的发展问题及对策 ①

刘赛尔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大学教师在教学学术发展中占据主体位置，当前，教师教学责任意识不足、教师交往失衡、教学自主权受限
等问题仍是制约大学教师教学学术发展的瓶颈。应通过建立教学问责机制、改善师生交往、放宽教学管理等措施逐步冲

破瓶颈，促进大学教师教学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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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诞生之初，教学是大学的唯一职能，１９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的“威斯康星理念”又将社会服务确立为大学的第三个职能。随着研究型大学的不断兴起，以
及高等教育在国家战略地位的提高，大学科研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教学却在逐渐弱化。基于此，美国

教育家、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博耶在其著作《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

中提出了一种看待学术的新视角———多维学术观，博耶把学术的内涵扩大为四个：探究的学术、综合的

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探究的学术是开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科研工作；综合的学术

是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把知识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考察；应用的学术是为了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

教学的学术则是关于如何传授知识的学术。博耶打破学术的单一内涵，将教学作为学术的一种，不仅赋

予了教学新的活力和地位，同时还建立了一种新的学术生态。不同于纽曼所认为的“大学是一个传授

普遍知识的地方，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１］１，博

耶在强调教学学术的同时，并未否认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仍然认为“研究是高等教育工作的中

心”［２］１８。大学是传授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深学问”固然是大学不同于其他教育机构的本质性特征，那

么，对高深学问的“传授”又何尝不是呢？博耶提出的教学学术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国对教学学术的

研究也已有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大学教师的教学学术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立足于大学教师，

对大学教师教学学术发展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

１　大学教师教学学术发展的问题分析
１．１　教师教学责任意识不足

教学责任是大学教师在教学实践工作中所应该做到的，教学责任意识是教师对教学责任的认知和

相应的教学责任情感，还包括教师对二者的反思［３］。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不足，一是对教学工作缺

乏探究，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专业性，教师关注点局限在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很多教师在对教学一知半

解的状态下就踏上讲台，从学习者直接转变为教育者，缺乏系统性的教学知识，导致满腹经纶却不知如

何传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一带而过甚至放任不管，缺乏主动学习探究的意识。二是对教学工作缺乏

热情，随着教学工作时间的不断增长，且长时间讲授相同的课程，部分教师对教学工作逐步出现僵化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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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状态，教案几年不换，讲课照本宣科，课堂如一潭死水，毫无波澜，教学被当作一项只求做完而不求

做好的工作。三是对教学工作缺乏反思意识，包括对认知和情感的反思。教学并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

性工作，在教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若不经过反思，极易导致教学工作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状态———

对教学工作感到无望和无可奈何，得过且过。

１．２　教师交往失衡
教学学术具有很强的实践基础性，教学实践是大学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的源头。教学实践从本质上

来看是一种交往活动，它包括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交往。

１．２．１　教师与学生交往失衡
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大众化阶段，师生比不断扩大，课堂上，一个教师要面对几十甚至上百名学生，

一学期下来，教师往往只记得那些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学生；还有部分教师，上课才来下课就走，对待课

堂只是任务，自我封闭，导致“师不识生，生不识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浪潮导致学生的角

色从过去的“求学者”变成了“消费者”，学生的求学态度、知识观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教师与学生在人生

阅历、知识积累、处世经验等方面都存在差距，有时教师在与学生交往时会不自觉以“过来人”的高姿态

或绝对的权威去教导甚至命令学生，毫无商量余地，缺乏民主和关怀精神，拉大了学生与教师的距离。

１．２．２　教师与教师交往失衡
首先，在大学这个大圈子中，不同学科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学科的专业性造成了重重壁垒，

教师将自己的学术生活限定在一个个小圈子内，对学科之间的交往持被动甚至排斥态度。其次，教师之

间在教学方面的交往大多只存在于浅层的教学经验层面，将教学经验提取成为教学成果的深层次交往

仍然不足。不可否认的是，教学经验是大学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的重要来源，但浅层的教学经验往往是感

性的、甚至自我的———教师在教学中所表现出的风格、习惯等都打上了教师个性的烙印。并且，在实用

主义驱使下，教师对教学成果的分享一般也不够积极。最后，高深知识是大学教师所拥有的独特资本，

个人拥有的知识尤其是独特的知识越多越具有竞争优势。教师的知识资本存在着因个人能力、教育背

景、学术地位等方面导致的差异，在这样的差异下很难做到平等交往。当教师之间表现为“自上而下”

的交往时，在“上”者可能会表现出权威或说教姿态；当教师之间表现为“自下而上”的交往时，在“下”

者可能会表现出谦虚甚至谦卑姿态，服从权威，隐匿真实观点或想法。

１．３　教师教学自主权受限
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是指教师在专业与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及考核评价等方面不受干扰，能够自行支

配或自主行使的权利，拥有教学自主权是教师最基本的权利。目前我国大学教师教学自主权现状并不

理想，教师特别是普通教师很难参与到诸如专业和课程设置中，各类规章制度对教学进度、教学计划、教

学规范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成了限制教师教学自主权的层层枷锁。例如，在大学关于教师教学规范

的文件中，“严禁、必须”等语气强硬的词语出现频率并不低，甚至连教师上课是站是坐都有规定；日常

教学中，教师若想进行教学改革或试验，在没有课题或项目支撑的情况下很难有机会进行；教师在评价

学生方面的自主权也受到干预，如某大学规定课程不及格率低于５％就要求老师进行自查并写报告，某
教师就因坚持给抄袭的学生判不及格而换来教学事故处分。此外，教师的教学自主权还很容易受到诸

如领导人情关系、学生评教制度的影响。各类严格的管理制度就好像悬挂在教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受到了钳制。

２　大学教师教学学术发展对策研究
２．１　建立教学问责制

建立教学问责制，是从外部着手来解决大学教师的教学责任意识问题。问责就其实质而言是和权

力以及责任紧密相关的，即有权就要有责，权责要一致，有责就要负责。问责就是追究责任的过程，其目

的是回应外部需求并且改进自身工作［４］。问责制的建立，首先，要明确大学教学应是对学生负责，正如

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所论述的：“对学生负责是大学的主要使命，也是教师的主要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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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在社会对当代大学的许多期望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能够教好学生。”［５］７７其次，要具有完备的

问责体系，包括对谁负责、应负怎样的责任、由谁来问、问责对象是谁、问责的过程、问责的依据以及最后

问责的结果如何处理等问题。但是，建立大学教师教学问责制并不意味着教师就需要承担一切责任，事

实上，因为大学内部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对提高教学质量负有相应责任，于是大学内部的行政部门、院系

以及师生个人都应是问责的对象，成为问责的客体［４］。

２．２　改善师生交往
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在教学工作中占据主要部分，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仅限于知识层面的交往，而是

既有知识的交往，又有精神的对话和人格的碰撞。既是“作为教师的人”与“作为学生的人”的交往，也

是“作为人的教师”与“作为人的学生”的交往。首先，大学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规定要求教师带领学生举

办读书会或者学术沙龙，促进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以外的交流，各院系应为举办此类活动的教师提供诸如

场地、器材等方面的便利，同时，可以将此计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其次，推行本科学生“导师制”，要求

导师至少每月与学生进行一次深度交流，给予学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和忠告。在教师与教师的交

往中，应体现出“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其一，学校可以通过举办教学交流会、教学沙龙等活动来促

进教师之间的交往，鼓励教师无私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与成果，鼓励教师之间的学术争鸣。将教师符合

学术要求的教案、总结、反思报告等都视作教师个人的教学学术成果，保护教师的知识产权，免除教师因

担心被剽窃而不愿与他人交流的后顾之忧。其二，鼓励教师将其对教学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论文等进

行公开发表，事实上，产生成果，由同行评议后并公开化正是教学成为学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也是教师

与教师之间更深更广层次的交往。

２．３　放宽教学管理
教学制度和规范对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教学是一项充满情感和创造性的活动，过于严格

的规范制度刚性有余柔性不足。教学本就需要一定的自主权，教师的教学学术发展更加需要教学自主

权，因为当教学成为学术，就意味着教师要在教学中获得创新性的成果，拥有教学自主权是教师获得创

新性成果的重要保障。首先，大学对教学的管理要逐步摆脱“家长式”“包揽式”的管理，将教学的管理

权、决策权等逐渐下放到院系，允许院系根据其专业要求来进行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或试验等。其次，给

教师充分的教学自主权，充分的教学自主权并非放任不管，而是限制下的自主权，这种限制是最低程度

的，或者说，是对教学规范的反向设计———即只提出教师不得违背的基本准则，无须对教师要做的每一

件事都作详细规定。同时，要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让教师明白，符合规定只是对教学行为的基本要求，

在此之外还有很大的创造空间［６］。布鲁贝克就曾指出：“由于他们（教师）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

他们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７］３１给教师充分的教学自主权，如教师可以根据

课程特点自主确定教学方法、考核方式，有权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删减或增加，在不影响教师教学任

务的前提下，教师有权进行教学改革或试验等。给教师充分的教学自主权不仅能够改善教师的教学状

态，还能够鞭策教师不断学习，改进自己的教学，因为教学自主权不仅意味着教师有了“权”，同样的，也

有了“责”———即教师必须具备使用这种自主权并负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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