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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教学发展组织的专业化

建设成为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通过对自我发展"效仿先进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等方

面的分析!得出学术规则引入是组织转型必经之路的结论#随后!提出了教学发展

学术的理念!其核心是以促进教师教学发展为目标!关注教师发展实践领域的问

题!并通过研究实现赋能教学学术和改进教学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教学学术的全新

领域#该理念与教学发展组织的专业化建设目标高度契合!符合教学发展组织向

学术型机构转型的内在逻辑#最后!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总结出三条教学发展学术

引入机构的应用路径)一是通过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二是为教学学术提供引领性

指南!实现赋能$三是为学术共同体打破学科桎梏提供支持#通过研究和实践!教

学发展学术的引入将有助于教学发展组织的专业化建设!推动其向学术型机构的

转型#

关键词!教学学术$教学发展学术$专业化建设

$#引言

教育部在,十二五-期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

出#推动高校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一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中心设

立的初衷是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大多数高校的相关机构都使用了文件中的名称#即,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部分高校将机构的职能扩大至提升教师的职业发展领域#并依据职能定位

不同#分别采用,教师发展中心-,教学发展中心-,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等命名#本文关

注点聚焦于教师教学这个职能#故将机构名称统称为,教学发展组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部署&,十四五-规划明

确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战略目标加以落实&国家战略目标顺应高等教育的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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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预示着高等教育对质量的要求又跃上一个新台阶&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蓬勃生长的

有机体#每个元素都在旺盛地进行着自己的新陈代谢&教学发展组织这个新兴元素#也在这

场变革中不断尝试探索自我转型之路&

%#学术引入教学发展组织的逻辑阐析

##!"##学术与教学发展组织专业化建设的关联性

从自我发展角度分析#教学发展组织起源于美国#作为,舶来品-以政策为发展动力在我
国高校迅速普及和成长&目前#我国教学发展组织面临着泛行政化的倾向#以及教学发展人

员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教学发展组织从过去以规模扩张'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

展步入了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

从仿效先进角度分析#美国最早的教学发展组织...密歇根大学教学研究中心*R58I56

X46V5-5,63.48H5,6808K,8Y_5,3.08K#RVH_+的理念是倡导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文

化#研究并推广教学研究成果$$%&由我国部分国家级示范中心的改革目标也可见一斑(上海
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以学术性的服务机构定位$!%#教学学术成为该中心一张靓丽的名片)

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以从教学服务支撑向服务型的学术机构转型为目标#计划进行

教学学术研究#在校园内营造,探究'合作'分享'反思-的教研文化$)%)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

心以打造集教学科研与培训于一体的高水平教师发展平台为目标之一#并将教师发展研究

作为重点工作$'%&

从政策导向角度分析#$#%(年教育部提出教师发展平台应该开展教学研究与指导#让

科学家成为教育家)$#$#年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建实建强教师发展中心#加强教师发展工作

和人员的专业化建设&

综上所述#不论内部发展规律还是外部力量驱动#都预示着教学发展组织专业化建设的

主旋律将围绕,学术研究-展开&,专业化-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同理#教学发展组织专业化建设目标就是专业的教学发展人员从事专业

的教学发展工作#发挥专业性职能#教学发展工作本身是有专业性的#完全不同于一般的行

政或服务工作&教学发展人员作为教学发展组织的核心在专业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现

有研究显示#提升教师发展人员专业化水平具有三个维度(学历水平'核心专业和学术研

究$"%&学历水平和核心专业在教学发展组织已初具规模的现状下很难大换血#而且现有研

究并不能佐证何种专业和学历水平最适合这个岗位#所以学术研究是教学发展组织最具有

可行性的专业化提升路径&学术为组织专业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逻辑支点#也是专业化建设

的生命线&学术引入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系统开始进行专业知识生产#间接促进教学发展

组织向研究'教育与管理一体化的综合型机构转型$&%&构建适合引入教学发展组织的学术

规则并探索其应用路径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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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发展学术的产生逻辑

$2$2%#教学学术推动教学改革

学术的发展逻辑和路径对重塑教学发展组织的学术生态意义重大&究竟何种学术类型

适合引入教学发展组织3 就组织的现有职能之一...开展教学改革研究成为思考的落脚

点&教学改革起源于美国#改革运动坚持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新范式#通过多年的努

力#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为美国高校改头换面$(%&中国近年来也在效仿国外的经验#创新

适合我国的教学改革路径#教学学术在这场变革运动中一直是推动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和
途径$*%&

$2$2$#教学学术的发展演绎

教学学术自有现代大学教育以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呈现的形式多样化#类似教学反

思'教学回顾等形式#没有确切定义将其划为学术领域&当代教学学术的标志性起点要追溯

到%**#年(卡内基教学促进会的主席厄内斯4博耶发表!大学教授的学术职责"一书#首次

明确提出,教学学术-的概念#并与舒尔曼共同领导发起了一场对大学教学进行学术研究的

运动&当时关于教学学术的基本主张是教师以促进学生学习为目标#对自己的教学活动展
开学术研究#通过研究达到改进教学并最终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也有部分研究推动者以学科属性界定教学学术#以哈钦斯为代表的研究先驱都坚持认

为学科性是美国教学学术实践的轴心#每个学科都有其特定方法来探究教与学的问题$%%%&

学科主导的教学学术一直作为主流思想在教育界演绎&当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成果逐

渐丰富后#教学学术的边界也在不断被跨越&卡内基基金会的领导者米尔斯和胡贝尔等学

者在$##'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了教学学术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及其原因#困境的原因是

教学学术一开始太强调学科内的运作和鲜明的学科风格#他们认为教学学术在学科属性之

外还是一种跨学科'共享式的学术探究#学科之间的重叠区域就是教学学术的,交界区-

*_6,Y08K[485+#每个学科都应该并可以在教学学术的交界区中获益$%$%&

对教学学术目前最具包容性的解释应该是胡贝尔和哈钦斯提出的,大帐篷-理念#表明

任何以学术的方式探索大学教学的研究都属于教学学术&它的意义表明#每个学术领域皆

可建立自己所认可的学术方式#教学学术的意义不是强化学科间的比较和竞争#而是鼓励多

元性$%!%&由此推理#教学发展组织也可以在教学学术领域建立符合自我发展内在逻辑的学

术门类&

$2$2!#教学发展学术的内在逻辑

探析适合引入教学发展组织的学术可通过学术目标逆向总结它的基本逻辑(以促进教

师教学为目标#关注教师发展实践领域问题#通过研究达到赋能教学学术并改进教学的目

的&教学发展学术是由迈阿密大学教学促进中心的米尔斯在$#$#年中国教与学学术国际

会议上首次提出$%%&虽然教学发展学术涵盖在教学学术的,大帐篷-下#但是教学发展学术

的单独界定并不是对教学学术的狭义理解#二者的内涵对比分析如表%所示&不同于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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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的教学学术#教学发展组织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在过程中对教学发展展开学术研究#

从而达到赋能教师教学学术并改进教学的目的&教学学术可以与教学发展学术有机串联#

教师通过教学发展学术赋能教学学术#从而改进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教学发展学术和教学学术殊途同归#本质属性都是公共性#同样需要符合舒尔曼对教学

学术的三条标准#即公开发表'同行评议'使用交流等基本要求&在质量文化的背景下#学术

也应该符合高质量标准#即多元评判#如大众'小众专家'实践以及广大学者评价等$%)%&教

学发展学术引入教学发展组织的路径探索将为学术实现多元评价打开新的思路&

表##教学发展学术与教学学术对比分析

序号 教学学术 教学发展学术

研究对象 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

过程 对教学活动展开学术研究 对教学发展展开学术研究

最终目的 改进教学并最终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 赋能教师教学学术并改进教学

##在我国#教学发展人员作为教学发展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导教学发展学术的主

要力量&我国教学发展人员已经有意识地通过间断性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可以模仿

专家的言行承担一部分实质工作#但是真正实现知识的产出#才是达到专业化水平的关

键$&%&虽然目前在政策上还未对教学发展组织明确提出学术引入的相关要求#但是国内教

学发展人员已经开始通过学术论文'学术会议等途径零散地生产教学发展学术成果&

!#教学发展学术引入教学发展组织的路径探析

##$"##中和行政权力"优化资源配置

教学发展组织是高校众多组织中的一个机构#其发展也顺应了高校组织的科层制度&

因而行政权力是教学发展组织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因素&行政权力在学术活动中占

据主要话语权#主要表现在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学术标准的制定等方面&目前#学术资源的分

配者多为管理者#使用者多为一线教师#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掌控学术资源分配#多为平均分

配&这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无法很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生分配权和使用权相互冲

突的问题#导致学术研究水平平庸化和学术资源分配碎片化$%'%$%"%&另外#行政权力占据学

术标准制定的主导可能出现扰乱学术标准的情况#因为标准制定者多是院系领导或机构管

理者#缺少教学学术专业背景#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术权威的动摇&

学术权力是专家学者通过科学真理和专业知识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

式$%&%&与行政权力不同#学术权力不以追求展演性的政绩为第一目标#而是遵循学术规则

思考问题#可以改善行政规则支配下的工作面貌&在!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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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的报告中指出#在教师评价体系中要引入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切实发

挥学术权力的作用&

教学发展学术可以通过学术权力这一载体引入组织&首先#融入学术规则的培训活动

更加注重质量和效果#同时要及时调研反馈#使教师对培训活动拥有发言权#教师的培训需

求得以被尊重&另外#学术权力有助于教学发展组织树立正确的学术分配理念#将学术研究

价值和能力作为学术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促进学术资源向踏实做学问的教师倾斜#摒弃论

资排辈和职称至上的不当分配理念$%"%&具体可在教学课题的分配'教学团队的组建'教学
成果的培育等工作中体现&此外#教学发展学术对学术标准施加影响和干预力量#有助于树

立权威性#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在学理性上对学术的质量和价值做出理性判断#如构建

教学学术评价体系等&

##$"!#发挥资源优势"赋能教学学术

教学发展不能停留在教学方法和技能等基础培训层面#赋能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是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的新途径和必然追求$%(%&然而#弥漫在教学学术领域的功利化思想气氛越来
越浓郁#教师的学术热情被侵蚀#学术的求真探索精神被淡化&教学发展学术可以从学术视

角呈现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动态#拓展教师的研究视野&通过教学发展学

术所确定的研究主题#促使教师个体的学术视野#可以释放教师的创新创造活力$%)%&教师

在选择教学学术的研究方向时#不一定依据政策文件和指南#也可将教学发展学术作为研究

背景支持&

教学发展学术有效融入将为教学学术提供适切的整体分析视角#基于多角度对教学学

术进行改进和完善#提高了教师对教学学术的认同度#调动教师从事研究的积极性&交流是
教学学术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由协作研讨'批判性建构'编撰和出版三部分构成$%*%&教学

发展学术可以通过期刊或者学术会议传递教学发展学术研究动态#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发展

人员发表文章中蕴含的资源优势#逐渐形成独特的理念和新知#对教学学术成果公开和固

化#实现学术的交流和公开$&%&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通过设立教学发展基金#集结教
师教学学术研究成果#创办公开刊物#举办教学学术年会等途径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先进的学

术型组织机构$$#%&在实际工作中#教学发展组织虽然具备资源优势#但是因缺乏结构化的

知识来源#只能通过在情境中以建构性和协商性方式获得知识储备#所以知识分享难度很

大&教学发展学术需要很长的内化过程#需要教学发展人员不断地将零散生产的学术成果

通过公开发表'同行评议'使用交流的学术标准检验#逐渐形成知识体系#再通过学术会议等

途径获得大众'广大学者'小众专家和实践的检验和评价#获得学术质量创新$%)%&

##$"$#突破学科桎梏"发挥智库作用

学术共同体是大学学术的主要载体#它是由学生'教师'管理者以及其他有着明确的团

队归属感'共同愿景和广泛交流机会的人组成的团队&教学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可有效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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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间的思想交流#有效地将教学从,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财富-&但目前的研究显示#

教师群体对于学术共同体促进教学学术能力提升的认同度并不高#仍然普遍将教学学术视

为个人化的能力$$%%&分析其原因#除了院校学术管理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学术成果没有得

到合法保障等外部因素之外#学科局限性是学术共同体的最大壁垒#教师对教学的思考视角

很难跳出自己的课堂和教研室#不能实现思维的碰撞#学术主体间缺少共同价值的研

究$%%$$%%$$$%&若想改变此现状#学术共同体需要不断的磨合和建设#要有共同关心的理论或

现实问题#据此凝练研究方向#产生内在的学术驱动力#开展实质性合作$$$%&

教学发展学术可以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黏合剂在教学学术的学科交界区做贡献&首先#

教学发展学术可以通过整合多学科共性的教学研究问题#梳理领域研究前沿和热点内容#形

成文献综述#为学术共同体研究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教学发展组织可以通过组织

交流研讨活动维系学科间教学学术的平衡#促进跨学科交流#克服专业领域的思维限制#不

断完善教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话题&值得补充的是#教师发展人员也可独立成为学术共同

体#共同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同时富有强烈的身份和组织认同感以及归属感&教

学发展学术共同体在我国正在通过学术交流会等活动形式维系运行#逐渐形成集教育者'研

究者和服务者等身份于一体的学术团队&

&#结语

教学学术发展至今#所有形态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彼此共存'并驾齐驱&不同种

类的教学学术既可以融合#形成混合式教学学术#也可以独立开展研究&教学发展组织若想

通过学术路线实现机构定位的转型#可以以教学发展学术作为突破口#探寻一种适合机构的

学术规则&教学发展学术的理念与教学发展组织专业化建设的逻辑相契合&在广义概念

里#教学发展学术也包含在教学学术中&教学发展学术的提出和研究是对教学学术的多样

化探索#有助于跨越教学学术的边界#拓宽高校的学术内涵#彰显教师发展工作的学术尊严&

我们期待教学发展学术可以超越经验主义的藩篱#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采用学术

的态度和范式研究教学发展问题#以专业的态度和方式从事教学发展工作&然而#教学改革

的本质仍然是以学生为中心#如何把教学发展学术成果进一步对接到学生#是今后仍需思考

的课题&

参考文献

$%%庞海芍#曾妮#高琪2推进大学教学学术#改革教师评价体系...,$#$#中国教与学学术国际会议-综
述$<%2高教发展与评估#$#$%#!&*!+($# $"2

$$%̀8I64Y/3I048I4I.5R58I56X46V5-5,63.48H5,6808K,8Y_5,3.08K$EF/GH%2.II;-(///+03.25Y//2
$!%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简介$EF/GH%2.II;-(//3IOY2-9I/25Y/238/2
$)%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简介$EF/GH%2.II;(//35IO2;N/25Y/238/;5N08K/35IO/:05J%/08Y5M29-;2
$'%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简介$EF/GH%2.II;-(//3IOY2M+/25Y/238/08X4/%##!/%#%#2.I+2

!#&



教学发展 教学学术%$#$!& 第"卷第$期

$"%刘进#哈梦颖2高校,教师发展者-的专业化问题研究...以美国!$所研究型大学为分析对象$<%2外
国教育研究#$#%"#)!*&+()' '"2

$&%李芒#石君齐2我国大学教师发展者专业化的内在逻辑$<%2现代教育管理#$#$#*#$+(&( ()2
$(%赵炬明2论新三中心(概念与历史...美国@R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一$<%2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 '"2
$*%赵炬明#高筱卉2赋能教师(大学教学学术与教师发展...美国以学生为中心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七

$<%2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
$%#%FG=EVEH22@3.4O,6-.0;V5348-0Y565Y(A60460I05-4XI.5A64X5--460,I5$D%2@,8a6,830-34(<4--57̂

F,--#%**#(b̀ #̀>̀`̀2
$%%%SQ_RS̀TU@A2G;5808KO085-(P;;64,3.5-I4I.5-3.4O,6-.0;4X_5,3.08K,8YH5,6808K2R,+5K05

a4/8Y,I048X46I.5PY:,835+58I4X_5,3.08K#$###2
$%$% D̀HH@W#SQFEV D _2P8I.64;4O4K7,8YI.5EY/3,I048,O1_6,Y08Kc4852(W0-30;O08,60I7#

;5Y,K4K7,8Y;64X5--048,O0-+$<%P6I-,8YS/+,80I05-08S0K.56EY/3,I048#$##'#%*)+(* !$
$%!%SQFEVD_#S/I3.08K-A2_.5,Y:,835+58I-4XH5,6808K(F/0OY08KI.5_5,3.08KR4++48-$D%2

@,8a6,830-34(<4--57̂F,--#$##'(%("2
$%)%李芒#黄琳#张华阳2论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八大关系$<%2现代教育管理#$#$$*!+()( '"2
$%'%陈正权2从应然之思到实然之举(大学学术共同体发展逻辑与旨归$<%2现代教育管理#$#%***+(%!

%*2
$%"%顾栋栋2个体'团队'圈层...基于学术共同体的高校教师组织化发展$<%2江苏高教#$#$$*%+(*%

*"2
$%&%蔡文伯#高芳2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回溯与反思$<%2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
$%(%赵菊珊2基于教学学术视角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思考$<%2中国大学教学#$#$%*#(+(*$ *"2
$%*%朱炎军2高校卓越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结构模型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2高教探索#

$#$%*&+('& ")2
$$#%王力娟#邱意弘#王竹筠2学术性教学向教学学术转化的途径及挑战$<%2江苏高教#$#%&*!+(') '*2
$$%%颜建勇#黄珊#郭剑鸣2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发展机制构建研究$<%2现代大学教育#$#$$#!(*!+(

%#$ %%##%%!2
$$$%郑二菠2新形势下高校学术共同体建构逻辑及途径探究$<%2中国成人教育#$#$#*%)+(( %$2
$$!%赵炬明#李蕾2如何做好大学教学学术研究(一个案例分析$<%2高等教育研究#$#$%#)$**+("$ &#2

N*7*3+4),62)*399-54325,6932),.2*34)5610*:*-,9<*62
74),-3+7)59562*34)5610*:*-,9<*62,+1365J325,67

O361@8#O361P54,61#O361@8*

DE72+342(!"),63()'2#6)8,($#012$3#("#6112)'6()$716(";6/$+!#6'")75H#*#2$18#7(
?'"$263,")1)7(#6'")75.#*#2$18#7($3567)C6()$7,:=56)7,(("#%6'E.3$1$+("#76()$762
,(36(#5)'5$62$+,%-)2.)756")5"49-62)(/#.-'6()$7,/,(#8#-("#13$+#,,)$762)C6()$7$+
(#6'")75.#*#2$18#7($3567)C6()$7,"6,%#'$8#67)81$3(67((6,E:!"3$-5"676762/,),
$+,#2+4.#*#2$18#7(##8-26()$7$+6.*67'#.136'()'#,#67.76()$7621$2)'/5-).67'##("#
63()'2#'$7'2-.#,("6(("#)7(3$.-'()$7$+6'6.#8)'13)7')12#,),67#,,#7()6216("+$3

!#'



#王#宇#汪丽聪#王#悦#教学发展学术在教学发展组织中的应用路径探析

$3567)C6()$762(367,+$386()$7:?-%,#9-#7(2/#("#'$7'#1($+!#6'")75 H#*#2$18#7(
?'"$263,")1),13$1$,#.#;")'"+$'-,#,$7#7"67')75(#6'"#3,>)7,(3-'()$762136'()'#,#
6..3#,,)75),,-#,)7(#6'"#3.#*#2$18#7(#67.6'")#*)75("#5$62,$+#81$;#3)75
(#6'")7567.)813$*)75)7,(3-'()$7629-62)(/("3$-5"3#,#63'":!"),'$7'#1(+$38,67#;
6'6.#8)'+)#2. ("6(62)57, ;#22 ;)(" ("# $%&#'()*# $+ 13$+#,,)$762)C)75 (#6'")75
.#*#2$18#7($3567)C6()$7,67.'$33#,1$7.,($("#)7"#3#7(2$5)'$+("#)3(367,+$386()$7
)7($6'6.#8)'4$3)#7(#.)7,()(-()$7,:I)7622/#%6,#.$7#0),()753#,#63'"+)7.)75,#("3##
6112)'6()$716(";6/,+$3)7(#536()75!#6'")75H#*#2$18#7(?'"$263,")1)7($(#6'")75
.#*#2$18#7($3567)C6()$7,63#).#7()+)#.(+)3,(#%/%6267')756'6.#8)'1$;#3;)("
6.8)7),(36()*#1$;#3),#'$7.#%/13$*).)755-).)7513)7')12#,($#81$;#3)7,(3-'()$762
6'6.#8)6)67.(")3.#%/,-11$3()75("#6'6.#8)''$88-7)(/)7%3#6E)75.),')12)763/
%633)#3,:!"3$-5"3#,#63'"67.136'()'##("#)7(#536()$7$+!#6'")75 H#*#2$18#7(
?'"$263,")1)7(#6'")75;)22'$7(3)%-(#($("#13$+#,,)$762)C6()$7$+(#6'")75.#*#2$18#7(
$3567)C6()$7,67.13$1#2("#)3(367,+$386()$7)7($6'6.#8)'4$3)#7(#.)7,()(-()$7,:
F*;G,+07(,'"$263,")1$+(#6'")7567.2#637)75)(#6'")75.#*#2$18#7(,'"$263,")1)

13$+#,,)$762.#*#2$1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