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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教师是高等院校未来的主力军，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希望，因此，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至关重要。大学青年教师在专业技能、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掌握阅读专业书刊能力、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反思等方面具有良好

的基础，但在教育学、心理学、一般教学方法、学习情况分析等方面不够深入了解，因此需要对大学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系统性培

养，本文针对青年教师一对一导师制专业技能培训、观摩教学、继续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青年教师早日进入角色，尽

快胜任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中图分类号：R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273（2014）28-5565-03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Young teachers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reserve for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hope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young teachers.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have a good found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professional level, master professional
reading ability, their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and so on, but no deep understanding in pedagogy, psychology,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Therefore, the need for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to receive strict systematic training. In this
paper, one-on-one mentoring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teaching observ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other ways of
training on the young teachers are illustrated, whi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young teachers to enter the role, compet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vide reference.
Higher education;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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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青年教师是医学高等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和主力军，关

于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及努力拓展和提高青年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能力,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问题。随着高等医学院校办

学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学历层次较高的青年教师从学校毕业

直接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为学校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缓

解了师资紧缺的状况，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由

于这些青年教师大部分是毕业于非师范类院校，虽然他们的专

业理论水平相对较强,但教龄短、经验少,缺少教育学理论及实

践的正规培训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还不能完全胜任自身的工

作。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育素质，将直接影响医学教学，素

质教育的质量，因此青年教师的培养目前成为了需要重视的问

题之一，因此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做一简要陈述。

1 教育学培训对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高的重要性

教育学是以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人

类教育活动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

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提高教学质量，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必修的

教学课程。医学院校的青年教师们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系统性

师范教育，缺乏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艺术、人民教师的历

史使命感、荣誉感、如何教书育人等方面的认识、体会、技巧。青

年教师不但承担着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是受教育者[1]，

因此他们要参加高等院校师资培训，完成教育学、心理学、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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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规，师德，教育伦理学等课程的学习。教育学理论可以使

青年教师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提高投身教育实践的

自觉性、积极性与预见性，也能使他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教育

实际中坚持正确的方向，掌握正确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法。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

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

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

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

活泼，富有成效。通过学习心理学知识学会如何解决学生在教

育和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对学习热情淡化、学习态度消极、学生

和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影响下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帮

助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智力和培养独特个性。通过

学习高等教育法规，师德，教育伦理学可以提高教师对工作岗

位的坚守，对学生的责任感，可以培养一位人民教师所具备的

历史使命感与荣誉感。

2 医学微生物学理论学习及实验培训对青年教师教
学水平的重要性

微生物学是实践性及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基础学科。在微生

物学教学中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同样很重要。每一位青年教师

在医学院校真正参与教学活动之前，首先要具备扎实的微生物

学理论知识。如果一个青年教师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微生物学教

师，他一定要具备渊博的微生物学理论知识。理论知识是微生

物学的基础。一个优秀的微生物学教师通过自己的理论知识来

展示他的教学能力，如果理论知识不够扎实，他不但不能具备

一名合格老师的资格，也不能说服学生。只有具备理论知识这

个首要条件，才能为其后的工作奠定基础。所以青年教师不但

要通过书籍，论著，网络和媒体[2,3]等各种手段掌握有关微生物

学方面的各种新的知识线索，新的方法，技术，而且也要通过前

辈们身上摄取关于微生物学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知识和经验。

其次，每一位青年教师在医学院校真正参与教学活动之

前，首先一定要接受系统性的实验技能培训因此在实验室跟着

实验老师学习培养基的制备，细菌的各种培养方法，细菌形态

学鉴定等基本实验操作技术，为以后的实验教学做准备[4-6]。还

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青年教师安排到各个医院的感染科去

进行实践培训，真正接触感染性疾病及病人对青年教师来说是

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在这过程中他们可以接触到医学理论教

学过程中学过但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病原体及病人，对他们理论

联系实际很有帮助，通过这些实践学习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充分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可以将枯燥的理论教学变成一个富

有实际意义教学活动[7-9]。

3 导师制培养对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性

对于新上岗的青年教师来说是教学经验非常重要，但是从

被教育者进入教育者角色是一个很难适应的一个过程，他们缺

乏能使学生满意的教学经验及教学方法[10-12]。在新疆医科大学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的教师水平的提高、知识结构和经验的丰

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实施了导师制。本人刚来学校的时候自

认为这种培训模式对我们来说是多此一举，但后来发现这种培

养模式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过程中起的作用非常大。集中培训之

后，学院把每一位青年教师安排到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导师的分

散性培训。分散性培训的关键在于学院督促导师切实履行导师

职责，青年教师在导师的严格指导下，跟着导师听微生物学及

相关学科的理论课、实验课，掌握老师的教学方法、教学理论及

实验知识，按照教学大纲写一份完整的教学教案，并让导师修

改，根据给出的建议补充内容。导师也要安排青年教师试讲，一

起讨论存在的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我在教学过程中一旦遇到

各种难题就请教导师，在导师的帮助和分散性培训的作用下，

很快就投入了教学活动。总而言之，这种导师制是青年教师投

入教学活动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强大，很适合其他高等院校通过

推广这种制度来帮助青年教师的培养。

4 集体备课、听课、执行课前试讲对青年教师教学水
平的重要性

青年教师要积极参加教研室安排的集体备课。集体备课对

青年教师来说很珍贵的学习平台，在此过程会学到老师们的教

学方法，思维方式，教学经验等，并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在教学

过程遇到的难题。除了集体备课以外，还要跟着前辈们听课，听

课过程中不但能学到专业知识，也可以学习长辈们的教学方

法。正式上课之前，要在教研室进行试讲。试讲前的准备工作包

括多媒体课件制作，讲稿及教案的撰写等[13-15]，这些必须要制定

导师审核。试讲必须要正式上课程序来进行。试讲结束后，要讲

述授课的组织，构思及体会。每一位听课老师严格按照教育规

定，授课内容是否准确、讲述是否合理，逻辑性是否强，重点、难

点是否突出、时间安排是否合理等方面给出评论，建议。通过试

讲可以发现青年教师自己感觉不到的很多问题，比如青年教师

在多媒体课件制作时，是否把课本上的内容课件照本宣科而忘

记重点，难点的突出，是否插入不切题的动画等。试讲平台就像

一面镜子，青年教师就像镜子前的人，它能给指出他们自己看

不到的缺点。所以，参加试讲的老师们要认真提出意见，帮助他

们学水平的提高。

5 不断学习对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性

由于青年教师从事教学实践的时间短，经验不足。因此，青

年教师必须养成不断学习探索的习惯。俗话说，如果你想要给

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要准备一桶水。作为一名医学微生物学

老师，必须要读一本微生物专业论著，一定要查阅大量的新旧

文献，不断探索各方面的相关学科知识，然后跟长辈们多交流

补充新知识和观点。此外，通过各种方法，要不断充实自己。首

先，要在最基本的理论及实验知识的基础上，再学习相关知识。

老师必须要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信念传授给学生，但是绝对不

是由枯燥乏味的方式而简洁、有趣的方式来传授，枯燥的理论

与实践联系起来在医学微生物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16,17]，因此

微生物专业的老师应该对微生物学方面的一些典型病例、感染

的流行特点、地方性、病原体标志性特点、与疾病的关系等要了

解的很透彻。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应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变被

动为主动，积极的学习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8]。在讲课的过

程中某些病原体要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学生讲，比如讲鼠疫杆菌

时，先讲它带来的全球性的危害，每次大流行死亡率是怎么样？

这个病原体“凭什么”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感染的人死的时

候有什么临床特点？先引起学生的注意，学生肯定会想知道这

个病原体是什么？这时再讲述细菌的生物学性状让学生记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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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长相”，致病物质及机理，引起的疾病等。讲课过程最幽默

及通俗的语言让学生听懂。本科学生是初学医学微生物学这

门课程，因此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搞懂最基本的理论及

实验知识，讲课时太复杂了或者是讲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太多

了，反而给学生起副作用，学生会有“这门课太难了，听不懂，学

也学不懂，干脆不费这时间”的心理作用，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

下降。

6 科研与教学并举对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性

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

理论是教科书中无法包容的。而教师的职责是向学生传授最新

的知识。因此，教师只有通过科研去紧紧跟踪本学科的前沿知

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然后传授给学生，才能提高教学质

量。科研过程可以为提高师资水平提供有效的训练条件和机

会。所以，高校教师要端正态度，解决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正确

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目前教学与科研的融合是已经成为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青年教师基本上都是硕士或博士毕

业的，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因此他们好好利用这方面的优势从

小课题开始做，除此之外给每一位青年教师安排科研导师[19,20]，

为他们的更进一步发展做些帮助，青年教师与导师把科研过程

中遇到的一些科学问题一起解决并在讲课过程中给学生分享，

不要单纯为了做实验而做实验，要做有“意义”的实验，这样能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体现科研在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7 结语

高等院校教学工作是基础工作。学校要想取得长远的发

展，必须保证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然而能否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关建在教师队伍的教学素养、教学能力，团队精神。提高教

学能力的过程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个人、全系、全院，甚至全

校共同的目标。本科教学是高等的生存之本，必须在提高教学

的同时重视科研，而不是一边倒，因此作为领导首先重视高校

的教学工作，其次，教学能力提高体系建立之后，需要长期的坚

持和不断地更新严格实施。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提高青年教师的

教学水平、教学能力，改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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