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投入如何客观测量？教学能力如何找出短板？数据又该如何有效支撑
教师发展？本文甄选部分高校教师评价数据进行分享。

数据驱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内涵

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学校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是教育发展的

第一资源。关注教师教学体验

和教师发展，是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和推动教育内涵发展的前

提和保障。

新一轮审核评估强调“丰

富评估视角，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质量建设”，在“1+3+3”

立体多维评价体系中包含教

师教学体验报告，重点关注教

学投入、教学能力提升和教师

发展等方面。教学投入如何客

观测量？教学能力如何找出短

板？教师发展如何有效支撑？

本文甄选部分高校教师评价数

据进行分享。

1. 教学投入：教师“时
间都去哪儿了”

教师教学投入，是教师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所投入的时

文 | 麦可思  纪红军

间、精力和情感的总和。一般来说，教师在教学的投

入越充分，教学质量就越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也越高。

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中也包含教师投入教学、教

授为本科生授课的情况。高校要把教学工作作为教师

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制度上保证教师必须自觉履行教

书育人的基本职责，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而

当前，部分高校依然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科研和教学的天平失衡，造成教师教学投入不足，人

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落实不充分。

科研与教学如何平衡？数据来校准。教学和科研

的投入首先表现在时间上的投入，为客观准确地了

解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具体时间分配，可以

通过教师反馈了解教师每周在教学、科研、行政等

工作上的时间投入。因不同岗位教师职责和工作侧

重点不同，时间投入不同，所以考察教师投入需考

虑到不同类型教师的特点，如教学科研型教师、教

学型教师、辅导员等。如某双一流院校通过教师反

馈收集不同类型教师的时间投入，了解各类型教师

在时间分配上的比重，来看教师在各项工作上时间

投入的合理性，帮助学校了解教师的工作重心、评

估其工作压力，做好及时干预。

“校本 + 评价”多元数据结合综合分析教师投

入力度。教师投入和师资数量、结构等都有直接关系，

评价教师投入情况要考虑到学校的客观条件。如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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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投入方面评价偏低，可能因

教师资源不够导致。校本数据

和评价数据相结合，可以找到

更加具体的改进抓手。

如广西某应用型高校实施

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通

过 学 校 基 本 状 态 数 据 中 的 生

师比、高学历和高职称教师占

比以及教师评价数据中的教授

承担本科课程比例、教授参与

教学改革比例等指标，利用校

本数据和评价数据综合分析，

发现教授参与教学改革比例偏

低，与高学历教师占比少有一

定关系，定位出进一步加大对

高学历教师的引入是提升教学

投入的关键改进要素。

2. 教师能力：数据挖掘
教学能力短板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是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也

是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的基本保障。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实践、反

思、总结、改进、提高的长期过程。高校需要科学、

有效评价教师教学能力水平，找出教学能力短板。如

江西某高校通过对教师能力的测评，锁定弱势群体，

定位薄弱环节，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切实保障。

横向挖掘锁定群体。教师能力差异有明显的群体

特征，教师能力评价需要区分不同类型教师的能力。

根据教师类型特点，可以从入职时间、年龄、职称等

不同的维度对教师进行分类分析。

如该校通过对各类型教师的教学能力胜任度评

价，发现随着教师入职时间增加、年龄增长以及职称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胜任度均呈现上升

数据来源：某“双一流”院校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报告。

表 1  某“双一流”院校不同教师群体工作投入时间分布 ( 小时 / 周 )

图 1  广西某应用型高校教师投入综合分析

教师类型 科研工作 教学准备 教学时间 给学生答疑
和辅导

学院 /部门工
作和会议及其
他行政工作

兼职及其他
社会服务工
作

教学科研型教师 24.0 14.8 10.1 6.6 5.4 3.7

教学型教师 6.1 18.9 16.7 7.4 4.6 2.5

辅导员 2.0 2.1 2.3 16.9 20.1 2.4

数据来源：广西某应用型高校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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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在不同教师群体，优先

锁定青年教师。青年教师在教

学能力胜任度方面明显偏低，

与其他群体的具体差距表现可

以通过数据量化测量。青年教

师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主要承担

者和新生主力军，其教学能力

与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高校人

才的发展质量。学校通过锁定

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培养培

训制度，更加重视青年教师队

伍建设。

纵向挖掘定位原因。定位

到群体之后，可以针对该类群体

的具体教学能力短板进一步展

开分析，从教学能力的细分维度

展开看具体在哪一项能力上短

板更明显，找出具体的改进点。

如该校锁定青年教师后，

从表达技巧、教学准备、激发

兴趣、信息技术使用等 12 个

教学能力维度展开测评。通过

教师对能力的要求水平及掌握

程度的测评，计算得出每一项

教学能力的达成情况。通过对

比发现，青年教师普遍在设计

教学方法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方面的能力达成度明显偏低。

对 于 刚 刚 步 入 高 校 的 青 年 教

师，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发

展难题，普遍存在教学经验不

足、教学水平偏低等问题。通

过测评识别出教学能力的关键

改进项，有助于学校在教师技能培训中做到有的放矢

和精准帮扶。

3. 教师发展：为教师发展“量体裁衣”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强调高校要健全教师发展体系，

完善教师发展培训制度、保障制度、激励制度和督导

制度，营造有利于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环境。同时

要夯实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统筹教师研修、职业

发展咨询、教育教学指导、学术发展、学习资源服务

等职责，建实建强教师发展中心等平台，健全教师发

展组织体系。新一轮审核评估也强调高校要重视教师

培训与职业发展，加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

而作为“能量补给站”的教师发展中心，部分高

数据来源：江西某高校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报告。

数据来源：江西某高校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报告。

表 2  江西某高校不同年龄段教师能力胜任情况

图 2  江西某高校青年教师各项教学能力胜任情况

维度 具体分类 教学能力
胜任度 (%)

科研能力
胜任度 (%)

教师年龄

35 岁及以下 88.1 84.5

35~45 岁 90.4 86.7

45 岁以上 92.8 88.4

本校平均青年教师
提问技巧

学习引导

表达技巧 教学准备
信息技术使用

管理教学环境

解释和答疑设计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学习技巧

评价和评分技能
更新和提高专业

知识和技能

促进知识和
技能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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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依 然 存 在 中 心 职 能 设 置 单

一、活动内容与形式缺乏吸引

力、培训内容不健全、教学资

源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如何倾

听教师的声音，匹配教师发展

真实需求？教师反馈可以为教

师 发 展 中 心 的 建 设 助 一 臂 之

力。

培 训 满 意 吗？ 数 据 说 了

算。 教 师 培 训 力 度 开 展 够 不

够？教师培训效果好不好？教

师 培 训 是 不 是 教 师 期 待 的 培

训？可以通过开展教师培训满

意度评价，获知教师参与的培

训类型和培训效果。

如某医学类院校通过把所

开展的教师培训进行分类，分

为教学技能类、教育理论类、

修养提升类、信息技术类等培

训，通过教师反馈获得教师各

类培训的参与情况，来看各类

培训的组织力度。经过分析发

现，该校教师参与信息技术类

培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结合

该校教师教学能力方面，教师

反馈在信息技术使用技能方面

存在不足。随着教育信息化建

设的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类培

训组织力度，成为该学校教师

发 展 中 心 重 点 开 展 的 培 训 内

容。另外，学校也可以收集教

师对培训是否满意的意见，根据教师对培训的体验

反馈，优化相应培训环节，真正组织老师需要且令

其满意的培训。

支持到位吗？数据来判断。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要特别重视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和实践教学队伍的

建设与管理。学校可以通过完善校企、校社共建教

师企业实践流动岗 ( 工作站 ) 机制，引导教师到业界

实践、挂职和承担课题，培养教师的产学研用能力。

如湖南某工科类院校针对为双师型教师提供的

支持情况进行评价，发现教师参与企业考察观摩的

比例最高，但其效果（认为有帮助的比例）有待提升，

而教师在企业生产和管理岗位兼职或任职、参与企

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情况较少，这显示学校在

数据来源：某医学类院校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报告。

数据来源：湖南某工科类院校师资发展与教育教学评价报告。

图 3  某医学类院校教师参与各类培训的比例（%）

图 4  湖南某工科类院校双师型教师
对学校提供的支持评价（%）

教育理论类
（教学方法研讨会等）

修养提升类
（教师素质讲座等）

专业学术类
（学术交流会等）

教学技能类
（教学实践 / 技能培训等）

信息技术类
（网络技术培训等）

企业考察观摩

接受企业组织的
技能培训

在企业的生产和管理
岗位兼职和任职

参与企业产品研发和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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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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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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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帮助很大的比例参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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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可以进一

步加大。

在 加 强 新 时 代 高 校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的 背 景 下， 高 校 需

积 极 开 展 教 师 发 展 与 教 育 教 学 评 价， 倾 听 教 师 声

音，关注教师需求。用数据驱动师资队伍建设，为

提升教学能力“保驾护航”，为打造教师队伍“添

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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