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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教〔2019〕21 号 

 

 

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杭州师范大学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办法（修订）》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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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办法（修订） 

 

为有效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和造就一支职业素养优、

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

切实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

高等学校全面实施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的指导意见》（浙教高

教〔2012〕160号）、《中共杭州师范大学委员会、杭州师范大学

关于全面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的实施意见》（杭师大党委发

〔2019〕4 号）等文件精神，特修订本办法。 

一、培养内涵 

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是以提高职业道德修养、现代教育理论

水平和基本教学技能为主要目的，对新进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的

青年教师和其他中青年教师，专门进行一个时期相对集中培养

和定期培训的制度。 

二、培养对象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作为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对象： 

（一）应届研究生毕业、新录用到我校从事教学工作（含

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的在编在岗教师和预聘制教师； 

（二）进入我校前高校本科教学经历不足 2 年，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的教学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三）学校原非教学系列专业技术、行政管理、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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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岗位转入教学岗位的相关人员； 

（四）连续 3 个学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位居学院末尾 5%，

学院认为需要提高教学能力的教师； 

（五）根据实际情况，学校或学院认为有必要安排参加教

师教学能力培养的中青年教师。 

三、培养目标 

强化教师教学基本技能，促进教师教学能力不断提升。加

快青年教师成长，新入职教师通过 1 年的培养，取得学校教学

上岗资格证书，并具备较好的课堂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

能独立胜任 1 门或多门课程的教学。 

四、培养原则 

（一）强化师德修养，树立职业精神 

坚持师德培养与业务培训并重，强化立德树人，对受培养

教师既要在业务上提出明确目标，更要在思想品德上从严要求，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其献身教育事业的

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 

（二）加强教育实践，突出技能培养 

强化教学技能培养，在组织教师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的同时，

切实保证受培养教师接受教学基本功系统培训，加强教育实践，

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三）多种方式结合，切实提高实效 

坚持“导师制和助教制”“集中学习和分散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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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主学习、集中培训、教育实践、导师指导等灵活多样的

培训方式，切实提高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教育教学能力和教

学研究能力。 

（四）加强培训管理，严格考核要求 

强化质量意识，对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

监控；严格考核要求，规范考核程序，做到公平、公正。 

五、培养措施 

（一）青年教师 

青年教师包括本办法规定的培养对象内容中的“（一）和

（二）”两种情形。培养措施和要求如下： 

1.制定培养计划 

青年教师进校工作后，所在学院应根据教学工作需要及具

体情况，在报到后 2 周内为其制定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报学

校教务处、人事处、教学评估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备案。 

青年教师培养期为 1 年（含 2 个学期）。因特殊原因在 1

年培养期内不能按时完成培养计划的，可申请适当延长，但最

长不超过 1.5 年。 

2.实行导师制 

学院应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 1 名学术造诣较高、教学经验

丰富、治学严谨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由学院聘请，

聘期为 1 年，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延长。原则上 1 名指导教师

只能指导 1 名青年教师，因特殊情况可增加指导人数，但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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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2 名。 

指导教师选聘条件如下： 

（1）应当具有高尚的师德、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教学

能力强，教学效果好，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高校教龄 5 年以

上； 

（2）原则上要求近 3学年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全部为合格且

其中至少有 1 个学年为优秀，同时学生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成绩

位于本学院全体参评教师的前 50%； 

（3）与被指导对象归属同一学科或相近学科。学校鼓励各

级教学名师、教学卓越奖获得者、教学十佳、教学技能比赛获

奖教师等积极担任指导教师，并在推荐硕、博导师及相关评奖

评优中予以优先考虑。 

指导教师职责如下 ： 

（1）关心青年教师的思想进步和师德修养，培养青年教师

严谨踏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

精神； 

（2）制定培养计划，对青年教师的各个教学环节（包括听

课、辅导、答疑、试讲、批改作业、带实验实习、备课，编写

教学大纲、教案、讲义，制作多媒体课件等）进行具体指导； 

（3）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

设、教学研究、教改课题申报等教研活动； 

（4）对青年教师是否具有开课能力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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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培养要求的青年教师提出调整建议。 

3.青年教师助教制 

青年教师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从事不少于 1 年的助教工

作，内容包括：撰写部分教案（教学设计）、听课、辅导答疑、

课堂讨论、批改作业、上习题课、指导实验与实习等。要求完

成主讲课程 1/2 学时以上的教学设计和教学 PPT。 

受指导的青年教师给导师助课（包括听课、辅导答疑、批

改作业、上习题课和指导实验等），在规定培养期内不进行教

学工作业绩考核。超出 1 年培养期，教学工作量按在职在岗教

师考核。 

4.上岗培训和教研活动 

青年教师应参加浙江省、学校和学院组织的有关青年教师

教学上岗培训、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教学研讨等教研活动。 

5.教学实习 

学院可安排受培养的青年教师在培养期的中后期进行教学

实习，担任主讲课程部分章节的授课任务。具体如下： 

（1）提出申请。青年教师在培养期的第一学期末可向所在

学院提出书面试讲申请。要求完成第二学期拟授课章节的教学

设计和教学 PPT，并由学院教研室（课程组）审核通过后，方可

提交试讲申请。 

（2）学院试讲。学院安排 3 名以上同行专家（1 名应为校

教学督导）听课评议其是否具体开课能力。  



― 7 ― 

（3）开课申请。试讲合格后，经学院批准、校教学评估和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审核后，可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在培养期

的第二学期担任主讲课程部分章节的授课任务（但不可独立承

担主讲课程的全部授课任务，授课内容不得超过课程的 1/3 学

时）。期间，指导教师必须对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随堂听

课，并作必要的指导。 

6.考核与结业条件 

培训期满后，由学校教学评估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受培

养青年教师统一组织考核，通过考核后方可结业并取得教学上

岗资格。结业条件如下： 

（1）完成主讲课程 1/2 学时以上的教学设计和教学 PPT； 

（2）试讲考核合格； 

（3）培训期满 1 年； 

（4）参加并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岗前 4 门课培训； 

（5）修满学校规定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课程（达到 208

学时）； 

（6）完成教学管理或学生管理工作的必修环节。 

（二）其他教师 

对于原非教学系列专业技术、行政管理、教学管理等岗位

转至教学岗位的相关人员，按照本办法中青年教师培养的有关

规定执行，与每年青年教师培养一并进行。 

对于连续 3 个学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位居学院末尾 5%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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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参照青年教师培养的有关规定，结合受培养教师实际情况，

制定培训计划和考核办法，与每年青年教师培养一并进行。 

对于其他中青年教师，学校将根据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

势，结合学校教学建设与改革需要，定期组织专题培训或轮训。 

六、考核结果运用 

对于青年教师、校内转岗至教学岗位的相关人员，在培养

期内不能取得教学上岗培训证书的，将调离教学工作岗位，由

人事处按照学校有关规定重新聘岗或解聘。 

对于连续 3 个学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位居学院末尾 5%的教

师，经过培训后考核仍不合格的，由人事处按照学校有关规定

处理。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学校成立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由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副组长由人事处、教

务处、教学评估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人担任；其他成员由

各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组成。秘书处设在学校教学

评估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二）工作量核算。指导教师指导期满，学院应根据其指

导工作情况适当核算工作量，并计入其个人教学工作业绩中。

培养对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不予核算。 

（三）其他。学校将各学院执行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工作情

况纳入年度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考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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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则 

（一）本办法由校教学评估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人事处负

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培养办法（试行）》（杭师大〔2010〕114 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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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9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