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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如何迅速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李宏岩   李  威 

摘  要：本文从青年教师如何迅速提高教育教学能力进行了探索，从关爱学生入手，注重教学基本功的训练和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到积极进取，静心反思，笔者梳理了自己的想法，供同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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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

青年教师（一般指 35 周岁以下）的数量剧增，其数量占

教师队伍之比由上世纪末的近 30%增加到 40%以上。这

些教师肩负着承接优良传统创新未来教育的重任。当前，

这些年轻教师绝大多数是在教学第一线，从事助课、讲

授、指导实践教学（实验、实习、实训、设计、写生等）

环节的工作，同时也参加一些科研活动。青年教师如何

迅速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关

注的问题。 

一、关爱学生：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大连民族学院的学生多数来自全国经济欠发达的少

数民族地区，许多学生入校前没有条件接触计算机，汉语

言能力也不够流畅，学生的整体文化基础比较薄弱，导致

本科阶段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形成困难。我校的教师，

特别是青年教师，面对这种状况，采取了积极可行的措施，

帮助学生度过了基础差的一个个难关，使学生结业成绩达

到了教育部对本科生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例如，我校基

础部计算机专业的青年教师，他（她）们通过积极、主动、

耐心、细致的工作，给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很多的关

爱。这些青年教师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了解到学生家庭经

济上的困难及父母对他（她）们的渴望及求学的艰辛等，

教师加强了责任感，认为教好学生是自己的天职，没有理

由不帮助基础差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长。如计算机基础

课的一位女青年教师，她潜心投入教学，她对学生说：尽

管你们各方面的条件较差，我看中的是你们学习上的认真

态度，不会就问的诚恳心态。为了使这些学生同步提高，

她把基础较好的学生与基础较差的学生安排在一起上机

学习，用学生之长补之不足。这样基础较差的学生很快对

计算机有了认识，从不敢摸机器到大胆操作，直至熟练掌

握。为了使自己尽快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基础差的这些

学生听课争坐前排认真听，下课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请教

老师，结业成绩都达到了良好以上。这位女青年教师所教

的较差的班级学生，考试成绩达到了全校该门课程的平均

线之上。正如原基础较差的学生所说：最初我们怕老师嫌

弃，事实上我们感受到了老师的伟大：体贴入微，给了我

们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老师给予的关爱打动了我们，使

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可见，爱的教育鼓

舞了学生，塑造和成就了学生。我们大连民族学院的青年

教师，把关爱学生视为教书育人的岗位职责规范和要求自

己。 

二、培养创新精神：注重教学基本功的训

练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高校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我们所理解的教学基本

功的训练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归纳如下： 
1．把教学内容与实现培养目标结合起来； 
2．把学生的学习基础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 
3．把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接受知识的学习

方法结合起来； 
4．把教材、参考资料的学习与指导学生自学结合

起来； 
5．把承担教学任务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生

应用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结合起来。 
我校教师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中克服了不少

的困难。特别是针对有的青年教师对教学基本功的训练

存在片面性和表面化的现象，即不能根据具体情况实施

的状况，有的青年教师对教学任务和教学效果的关系处

理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有的青年教师对学生能力的

培养上存在看法等。为此，我校对青年教师岗位职责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进行相关的培训。 

李宏岩，大连民族学院计算机基础教研室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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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生的实践能力问题，也是多年来企业和用人

部门反映比较多的问题。学生的实践能力差，原因是多

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较重要的原因是教师实践经历

不足或管理部门对实践教学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重视不

够所致。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改变教师从课堂到课堂，

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现状，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到实

践中去体验、实验、感受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为提高

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奠定实践基础。当前，高等学

校尤其需要为青年教师的实践锻炼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成熟、成长。 
教育教学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更新、

优化教学内容，青年教师不能用昨天老师传授给的书本

知识去教自己的学生，否则，就会误人子弟。我们认为，

制定“师者，传授授业解惑也”的标准值得借鉴。把传

授授业标准作为青年教师约束和规范的职业坐标，是当

下高校青年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的最好举措。 

三、树立时代奉献精神：积累、进取，学

习、反思 

成功是长期努力、持续积累的结果。全国青优秀年教

师已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他们有的经过多年的努

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荣获国家级奖项；有的在

地方院校辛勤耕耘，创出了一条“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订单培养”的教育教学之路；有的青年教师投身于教书

育人的工作中，为祖国培养出了一批批高素质人才。他

们的成功依靠的是积累、毅力、坚韧。只有耕耘才有收

获。我们身边有的青年教师仅仅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或付出一点辛劳，就想收到立竿见影的回报。所以，对

青年教师的教育要靠长期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奏效，

青年教师自身也需要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树立时代奉

献的精神；只有这样，青年教师的工作才能尽快得到社

会各方面的认可。“九尺之台起于垒土”，任何捷径都不

能代替，浮躁要不得。 
青年教师需要静下心来反思，把反思作为发展的动

力。笔者建议： 
1．把学习纳入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首位。 
2．学习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有政治思想方面的，有

理论方面的；有业务知识方面的，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也

有素质培养方面的。如向社会的学习，向实践的学习等

等；有人文关怀方面的学习，包括如何做人、关心人和

帮助人的学习。 
3．经常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虚心向他们请教学

书、育人及授业的经验，这样的学习是脚踏实地、认真、

面对面的，不是表面的；学习他们传承的民族优秀文化。 
国家的兴旺发达，青年教师匹夫有责。肩负着高等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任，青年教师不能等闲处之。时代

的发展需要青年教师静下心来学习，静下心来反思，践

行曾有的承诺和誓言。 
 

[责任编辑：张冬梅]
 

第二届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在福州隆重召开 

“质量工程实施中的地球科学类课程建设” 为主

题的第二届“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 2008 年 5

月在福州隆重召开。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的 200 余名代

表参加了论坛，其中包括 10 位高校校长、副校长。本届

论坛由福建师范大学承办。 

论坛组委会主任、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孙枢院士，南京大学的

伍荣生院士，南京师范大学的王建教授，吉林大学的金

巍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朱鹤健教授等知名专家分别围绕

学科及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创新

型人才培养等方面作了精彩的大会专题报告。本届论坛

设置“自然地理与技术地理分会场”、“人文地理与区域

地理分会场”、“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分会场”、“海洋科 

 

学与工程分会场”、“大气科学分会场”5 个分会场，36

个报告涵盖了地球科学的 4 个分支学科，报告内容丰富、

贴近教学实际。 

为使参会教师有更多的机会与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本届论坛还设置了“专家访谈”环节，由张国伟院

士担任访谈主持人。陈发虎教授、张汉凯教授、苗振清

教授、杨圣云教授、杨树锋教授、袁书琪教授、王静爱

教授结合所在院校的实际和各自学科的特点对“质量工

程”进行了解读，并交流了各自的经验和体会。在自由

提问阶段，代表们也就自己关心的“教学团队建设”、

“实践教学建设”等问题与访谈专家进行了探讨，访谈

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