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2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军队院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宗军君  吴燕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DOI:10.12238/mef.v7i8.9022 

 

[摘  要] 通过对国内外高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形成发展、总体概况和组织机构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成

功的经验和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为我军院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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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general situ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full-time teachers′development team of college at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Summari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provide the problem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t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ll-time teachers′development team of our military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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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1]院校教育作为我军人才培养的主渠

道,院校工作都必须围绕人才培养为中心展开。人才培养的基础

在教师,无师就无所谓人才培养,而要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就

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发展专职队伍。作为教师发展活动的研

究者与设计师,专业化的教师发展团队往往决定着为教师发展

的质量[2]。我军队院校对教师自身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的

研究也仅仅起始于顶层设计、发展定位、组织机构、活动内容

和教师个体等方面,而对教师发展起引领作用的教师发展专职

队伍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通过对国内外院校教师发展专职队

伍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有效弥补现行军队院校教师发展研究的

不足,还能为我军院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供有

益的参考。 

1 国外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建设 

对教师发展专职队伍进行研究的机构早期主要集中在美英

等西方发达国家,但相对来说成熟度最高的要数美国。追溯院校

教师发展的实践性研究机构,最早起源于1962年在密歇根州立

大学建立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3]。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就有少数学者对教师发展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地位等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现以美国教师发

展专职队伍的研究为例,从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形成发展、总体

状况、专业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1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形成发展 

随着为教师发展提供支持的项目数量不断增加,人们需要

分析项目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可靠性。此外,越来越多的高校和机

构也逐渐认识到培养专职教师发展队伍的重要性。为提高教师

发展专职队伍的素养,提升理论水平,培养实践经验,许多支持

和服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组织得以建立。如1974年在北美成

立的第一个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组织——高等教育专业和组织发

展网络,其初衷就是通过指导和服务发展专职队伍来更好的保

障教师的发展活动。该机构为提升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整体素

质,使其精通教师发展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

帮助。 

1.2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总体状况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专职教

师发展团队,包括从事教师发展相关活动和项目的大学教师发

展中心,以及一些协会的独立顾问。他们往往接受高校教学评价

职能部门的邀请,作为第三方专家来设计和指导教师发展活动

相关活动,并以专门协会的形式为教师发展专业团队的培训、指

导和沟通提供帮助,这些专业性组织极大的提高了教师发展专

业团队的整体素质,很好的发挥了其专业化水平。其特点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发展专职队伍的经验与身份并重 

在美国,教师发展专业人员往往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

且有大量的员工具有很高的行政头衔。最常见的组合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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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助理主任)”,此外,相当多的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也被雇

用在教学职位,所以许多教师发展专业人士往往兼具“学者、教

学管理者、人力资源管理者和教师发展专业人士”的多重身份

属性。他们不但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丰富的教学经验,还对教

学的规律和问题也非常了解。他们可以为教师发展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设计科学发展项目,以丰富教师发展的需求。同时,

因其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又可为促进教师发展开展的活动提

供更多帮助。 

1.2.2发展专职队伍中新手比例较高 

目前,教师发展专职队伍中新手的比例较高,据统计教师发

展专职队伍中不足五年的新人员超过半数,而资深发展专职人

员的比率不足总人数的30%,因此,总体教师发展人员的经验有

待提高,需要专业的组织对新入职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专业的

指导。 

虽然教师发展专职队伍中不少人员都是新手,但其总体的

学科知识、学历背景和研究内容等专业化水平同过去相比却有

了很大提高。如教师发展专职队伍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发展

专职人员比例约占60%,且主要从事的都是教学相关项目的研究

与设计工作。此外,发展专职人员的学科门类也比较齐全,特别

是多样化特征明显,这既保证了教师发展中心服务教学的基

础性地位,又可最大限度的借助多学科背景开展跨学科跨专业

交流。 

1.3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组织机构 

为便于提升教师发展专职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教师发展

专职队伍之间的经验交流与成果分享,美国公认了两个教师发

展专门组织,分别是：高等教育专业与组织发展网络、全美大学

教师项目与组织发展委员会。其中,高等教育专业与组织发展网

络实行的是分布式领导形式,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为每名成员

提供个人和学术关系网络,其使命定位是“一个通过教师发展和

组织发展来提升教学与学习质量。”而全美大学教师项目与组织

发展委员会却是一个为社区学院教师的发展提供支撑与服务的

专业发展组织,使命定位是“通过学习和进步来为成员提供专业

发展机会,促进成员建立和改善教师发展组织、发展项目,支持

社区学院的创新和发展活动。” 

2 国内高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建设现状 

我国在高校教师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长期采用

的是师资培训的模式[4]。即通过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通过他们

的培训不断提升教师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能力水平。但是,近年来

随着学生成分的复杂化,学习方式与学习目的的多元化,对教师

的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亟需探索更为科学高效

的师资培训模式,以不断满足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此,2010

年以后国内部分高校陆续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来专门研究院校

教师的发展。随着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建立和相应教师发展活

动的开展,逐渐衍生出专门的从事教师发展工作的教师发展专

职队伍群体。十二五期间,教育部将30所高校列入国家级教师教

学发展示范中心,此后教师发展活动逐渐流行开来,而其越来越

多的高校希望通过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的方式来提升本校教师的

能力和素质,进而提升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 

2.1地方高校教师发展专职人员的主要来源 

目前,高校选择教师发展的专职人员主要采取以下几种途

径：一是各学科专业中资深教师或学科带头人,因为他们具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和优秀的教学成绩,所以易于受到教师发展中心

的关注,进而收到教师发展中心的邀请,成为教师发展专职人

员；二是个别较为年轻的老师,他们往往在各类教学比赛中都取

得很好的成绩,被遴选为教师发展专职队伍成员；三是从事大学

教师发展研究的高学历毕业生,其毕业后直接留校,在教师发展

中心从事相关研究和发展工作。 

2.2地方高校教师发展专职人员的主要职责 

自2011年教育部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至2020)》开始,我国地方高校陆续建立专业教师发展中

心,并制定出相应的工作职责,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现已比较完

善。主要工作有：一是论证教师发展工作规划。结合本院校教

师发展的目标要求,制定教师发展目标,按年度、分阶段、有步

骤的抓好工作落实；二是制定教师发展工作制度机制。确定职

能定位,厘清中心与其他机关权责边界,细化具体实施办法和业

务流程,规范运行管理；三是关注和培训师资队伍。结合教员业

务培训需求,采取有力务实举措,培育培训师资队伍,孵化名师

大家,扩大院校影响力,提高本单位的学术地位。四是创新筹划

落实教学发展活动。围绕教师发展中心训、研、赛、考、评五

项职能,坚持服务教师发展,强化精品意识,固强已有基础,打造

特色品牌,抓好年度各项教学发展活动筹划的落实。 

2.3现阶段教师发展专职人员的主要问题 

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借鉴国外已有经验,结合我国高校

的实际情况,高校教师发展专职人员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教师发展专职人员

的专业身份未得到认可,其身份地位相对边缘；其次,专职人员

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差异较大,需要加强整体专业水平；第三,专

职教师的背景因素会影响他们的观点和要求；第四,当前高校教

师发展项目的实施针对性不高,确保教师发展项目的质量是教

师开发者最关心的问题。 

3 对我军院校教师发展专职队伍建设的启示 

我军院校作为军事人才的孵化器,担负着为战育人的历

史使命,需要打造一支晓于实战师资队伍,而建立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不仅可以有效保障院校转型发展的需要,更可以对接

部队、对接高等教育机构,使院校教员尽快朝向晓于实战的轨

道发展。 

3.1明确中心定位,注重提高学术性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是一种兼具行政属性和学术属性的

专业服务机构[5]。其行政属性是其类似于教务处和政治工作处

的行政职能,其学术属性是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机构性质。如

果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行政属性过强,而学术属性过弱,就不利

于发挥中心研究教师发展应有的教师教学发展研究职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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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行政属性过弱,而学术属性过强,又不利于中心的组织协

调能力发挥。因此,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应在行政属性与学术属性

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确保学术研究和行政职能两方面都能够

充分发挥效益。 

3.2合理划分职能,实现良性轨道运行 

在军队院校的组织体系中,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存在的必要

性主要在于它是否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组织机构没有

较为明确的功能,那么它最多是一个零时间单位。高校教师发展

中心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机构,首先建立之初可能主要承担教务

处和政治工作处等机构的职能任务转移,但如果只依靠部分转

移职能,是难以进一步发展的,因此,要想保持其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必须拓展教师发展中心的新职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因

此,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职能体系,完成较为专业化的职能

任务。 

3.3注重行为创新,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与院校政治工作处和教务处不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不能

仅仅依靠机关的行政权力来履行职能,因此,它不仅要具备一定

的组织协调能力,还要有一定的学术权威,拥有专业的业务,通

过高水平的服务,增强其魅力,提高自身的存在价值。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大多数教师的信任,然后得到教师的支持。同时,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不应依靠行政权力履行其职责,在开展的工作中,

行政权力只能发挥辅助作用,这由其性质决定。 

3.4加强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价值属性 

目前,教师教学发展可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成熟经验较

少,专业性强。新成立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作为第一批专职教师

发展机构,不仅要承担本单位教师教学发展的任务,还要兼具示

范与推广的重任。因此,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在做好教师教学发展

的同时,还应当努力扩大任务的辐射面,加强同兄弟院校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为其他相关教师发展机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

支持。 

4 结语 

育才由育师始。要想提高教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培养知战晓

战的师之队伍,就必须建设一支业务能力精湛、职业素养精进的

教师教学发展专业队伍。毋庸置疑,加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专

职化建设,是加强军队院校教学队伍建设的基础,是全面提升军

队院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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