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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实验动物学年轻教员任教能力的几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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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验动物学是一门应用型课程，任课教员需要具备较好的理论知识以及较强的操作能力和良好的沟通应变能力。对青年教

员制定详细的培养计划以及健全培养评价机制，逐步提升新教员的任教能力，是一项长期值得探索的课题。本教研室坚持以提高

教员素质为根本，通过完善年轻教员培养计划、优化新老教员一对一 "传帮带 "机制、建立青年教员试讲和课堂督导机制、完善教
员与学员沟通机制、鼓励学习现代化信息手段丰富教学形式、健全新教员授课质量评价制度等举措，有效提高了年轻教员的专业

水平、任教能力，年轻教员教学活动不断创新，学员满意度进一步提高。通过以上努力，教研室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教员为主的实

验动物学教学团队，有效保障了实验动物学的教学质量，为今后医学院校实验动物学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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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Measures to Improve Teaching Performances of Young Teachers
in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is an applicational course, which needs to have good theoretical knowledge, strong opera-
tion ability and better communication strain capacity. Developping a detailed training plan and improving the training evaluation mecha-
nism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for new teachers is a long-term exploratory task.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teaching ability
for the young teacher was improved effectively basing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ur department, through improving training plan
for young teachers, optimizing"mentoring" mechanism between old and new teachers, establishing the trial teaching and class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young teachers,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couraging to learn modern
information tools to enrich teaching methods,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new teachers and other initiatives. The
teaching teamrelied mainly on young teacher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has been effectively
guaranteed, which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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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员的任教能力在高校教学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系着高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反映了高校的教学水平，如何提

高教员的任教能力成为近年来高教界的热点之一[1,2]。实践证明

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高素质教员队伍是院校生存发展之本[3,4]。

不断提高教员的专业能力、任教能力和信息素养，充分发挥教

员的主导作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5]。我们在提高青年教员

实验动物学课程任教能力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使青年教员实

验动物学教学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1 总体思路

教研室坚持以提高教员素质为根本，以学习教育理论为先

导，在传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和突破，旨在培养终身学

习和创新奉献的新型教师队伍。在教学培训中培养青年教员的

综合素质和任教能力；在科研活动中培养青年教员的钻研、探

索、创新能力；在教学总结中培养青年教员的分析、总结、判断

能力。

2 具体措施

2.1 完善年轻教员培养计划

根据《实验动物学教研室青年师资培养工作暂行办法》和

学校《关于试行青年教员导师辅导制的若干规定》，教学组组长

每年 12月份结合教研室教学和科研情况，对青年教师培养拟

订下一年的培养计划，包括教学、科研、业务三大方面，其中教

学包括制定青年教员的听课计划、教学计划、其他教学活动等；

科研包括制定一年的科研计划，提高科研能力；业务包括一年

里的科研、技能、教学等培训活动。通过详实的培养规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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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员理论知识水平、操作能力和任教能力。

2.2 优化新老教员一对一 "传帮带 "机制
老教员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是年轻教员的宝贵财富，年轻教

员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员和优秀教员学习，可以少走弯路[6,7]。因

此，本研究室建立了新老教员一对一 "传帮带 "机制，每名老
教员指定负责一名年轻教员的成长。新教员上课前一年，全程

跟随老教员进行教学活动实践。在此过程中老教员对年经教员

进行教学方法、课堂结构、时间分配、板书设计、语言表达、教学

效果等方面的传授。新教员在老教员的指导下于上课前 1个月
完成相关教案的设计，此过程年轻教员可借鉴老教员的教案、

讲义、笔记等，分析老教员教案设计的技巧，挖掘教学环节中的

"闪光点 "。新教员教案完成后，教学组组长要对教案进行查
重，新教员所需课程教案与老教员教案重复率不得高于 30%。
教案通过后，老教员指导新教员进行试讲准备，并协助教学组

进行试讲督导，帮助新教员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新教员开始

授课的第一年里，老教员要全程跟听负责新教员的授课活动，

课程结束后，老教员完成课程跟踪督导记录。新教员开始授课

的第二年里，老教员选择不少于一半的课程进行跟踪督导，完

成督导记录。在第三年里，老教员选择难点课程进行跟踪督导，

完成督导记录。督导记录完成后反馈给新教员，便于其总结反

思；并上报教学组成，利于新的教员培养计划的制定。

2.3 建立青年教员试讲和课堂督导机制
每节课程设置两次试讲，教研室全体教员参与督导，每次

有一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员担任督导组长。在课程开始前

一周，对青年教员进行第一次教学督导，重点针对试讲教员教

授内容、课件内容、讲解方式、时间分配、难点把握等方面进行

指导，并形成督导建议反馈给试讲教员，便于准备第二次试讲。

教学开始前三天进行第二次试讲，督导教员重点监督初次试讲

中的问题解决情况，并再次形成督导意见，教员根据督导意见

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案。

2.4 完善教员与学员沟通机制
每次课程开始之前，举行教员学员见面会，教研室全体教

员面对面与学员交流，倾听学员对课程要求、建议，特别是了解

学员对实验内容的要求，在教员实验动物学备课时，针对学员

所感兴趣的方向，设置讲述内容，最大限度的提高教员的教学

质量，满足学员的要求。例如有的研究生学员课题研究用到转

基因动物，教员可以针对性讲解转基因动物的保种育种技术，

并可安排该学员进行动物保种育种实践。同时教员根据学员所

提问题和要求，准备总结相关知识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知识

储备和增长教学经验的过程。课程中期组织全体教员和学员进

行中期见面会，针对前期教学模式征求学员意见。教员根据学

员建议进一步调整下一阶段教学工作。同时，课程结束之后，相

关教员也要与学员进行见面会，听取学员对所授实验动物学课

程的建议，便于下次实验动物学教学的提升。

2.5 健全新教员授课质量评价制度
针对如何评价新教员授课质量问题，教研室制定了包括教

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组成的《教员督

导质量评价表》，设计为 11项指标，满分 100分。在教员进行第
一、二次试讲时，教研室老师分别进行打分，第一次试讲成绩在

70分以上方可进行第二次试讲，第二次试讲成绩在 90分以上
方可进行课堂授课。同时新教员每次课程结束后学员填写《教

员教学满意度调查表》，负责教员填写《新教员教学质量评价

表》。教学组长根据新教员督导质量评价成绩、学员填写教员教

学满意度成绩、学员填写教员教学质量成绩完善下一年的年轻

教员培养计划。

2.6 鼓励学习现代化信息手段丰富教学形式
医学教学需要立体形象思维，将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

画有机地融合起来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要手段[8,9]，将现代

视听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应用于教育和教学，可以扩大教学范

围，提高教学效率[10-12]。教研室积极鼓励年轻教员通过观摩优秀

课件、优秀网络课程、优秀电教制品不断学习现代化的信息手

段，逐步提高自身课件、多媒体的制作，提高掌握和运用信息技

术的能力。例如，教研室组织年青教员学习 PPT技术、flash动
画制作技术等多媒体技术，独立制作完成了多媒体 Flash教学
课件 "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动物模型 "。
2.7 重视教学反思

无论课堂设计如何完善，教学过程的实施也不可能十全十

美。因此，课后进行交流、思考、总结是十分必要的，教学反思被

认为是 "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因素 " [13,14]。美国学者波斯纳认

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知

识[15-17]。只有经过反思，教师的教学能力方能上升到一定的高

度，通过查找根源，寻求对策，防止重犯，使教学日臻完善。教学

过程最终要服务于学员，在课后要及时与学员交流，了解学员

的掌握程度。新教员在教学完成之后要形成《教学工作个人总

结报告》，将其他教员和学员对此次教学的独到见解及时记录

在案。此外也要从教学方法、课堂结构、时间分配、板书设计、语

言表达、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行扬弃、集

优、储存，从而走向创新。

3 措施成效

3.1 年轻教员专业水平显著提升
通过一系列科研培训，年轻教员申请科研课题的数量较

2010年增加了一倍，年轻教员年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篇，
SCI论文 1篇，年均发表教改论文 1篇。目前，教研室年轻教员
人人有课题，人人有专利，人人有文章。

3.2 年轻教员任教能力稳步提升
教研室教员在教学工作上锐意创新，不断进取，近几年先

后两名年轻教员获得学校 "先进教学个人 "荣誉称号。年轻教
员连续三年申请获得上海市或者学校教学改革课题资助。

"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动物模型 "课件在教学中引起了学
员的良好反响，并获得了学校组织的优秀多媒体教学大赛二等

奖的成绩。为提升教学质量，青年教员通过查阅国内外最新文

献撰写《医学实验动物学（第四版）》教材，该教材在前版基础上

扩充 20余万字，被评为博雅系列精品教材。
3.3 年轻教员教学活动不断创新

年轻教员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除旧推

新，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19]。例如

教研室年轻教员全面、系统地开展实验动物福利教学[20]，无论

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验课的设置、规划以及教员、专业人员的示

教，都充分体现出对实验动物基本权利的尊重，形成一种关爱

动物的强烈氛围，对于培养学生树立动物福利的理念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通过增设学员动物饲养，护理等实验内容，使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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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感受到动物实验执行伦理规范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必要

性，充分理解谋求动物福利与开展动物实验的必要关系。

3.4 学员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目前实验动物学选修课选课人数逐年增加，医学研究生选

课比例由 29.4%提高到目前的 41.7%。对学员进行的教员教学
满意度调查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年轻教员教学满意度由 2011

年的 92.3分提升到 2013年的 94.6分，实现了学员满意度的进
一步提升。

4 总结

通过新老教员的一系列努力，教研室青年教员的学校督导

成绩与学员满意度成绩均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效提高了青年

教员的专业水平和任教能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调整、改进教

学培养措施，继续提高年轻教员任教能力和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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