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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制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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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年教师在我室所占比例较大 ,根据我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我们试行青年

教师导师制。本文就导师制的实施目标、措施和方法做基本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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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青年教师是高校师资队伍的生力军 ,他

们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发展

潜力和最终的发展层次。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后 ,

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形势下 ,对人才的培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的竞争将主要是人才的

竞争 ,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 ,而教育在这方面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水平 ,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培养的人才的质量 [ 1, 2 ] 。目前全国

开展的本科教学评估 ,就是对高等教育的大检查。

因此 ,青年教师的培养至关重要。本文围绕青年

教师的培养问题 ,谈谈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的起

因、做法及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指出 ,教育应由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 ,必须重视对学生的

素质教育 ”。要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有一支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从我校有机化学教研室教师队伍状

况看 ,存在着骨干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方面 ,近几年一批有丰富教学经验的

老教师退休了 ;另一方面 ,作为医科大学的基础教

研室 ,承担全校各个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任务 ,课

时多 ,教学任务重 ,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相对较

少 ,因此在基金申请和发表论文方面受到很大限

制 ,职称晋升慢 ,导致人才流动性大 ,很多干部转

业到地方发展。我室编制 13 人 ,从 1996 年到

2000年人员进出达 20余人次 ,教研室的教师以年

轻人为多 ,除四位高级职称的教授和副教授外 (平

均 43岁 ) ,其他十一名教员的平均年龄为 2913

岁。他们知识面广 ,年轻有活力、有朝气、求知欲

望强 ,思想活跃 ,但是由于缺乏教学经验 ,对教学

规律的认识也不是很全面 ,施教能力不强。为了

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充分发挥老教师传帮带的

作用 ,尤其是帮助他们尽早过好教学关 ,缩短青年

教师的成长过程 ,提高青年教师的素质 ,我们提出

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

2　实施方法及措施

211　选聘好导师是导师制实施的关键 　由于导

师的任务是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制定方向和目标 ,

落实和督促各项措施 ,事关青年教师今后的发展 ,

因此一定要把好导师的质量关。在选择导师时 ,

除了要求导师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之外 ,还要有

良好的师德修养。要能够帮助青年教师找到工作

中的成功因素和令人满意之处 ;又能够接受各种

类型的新教师 ,包括业务基础薄弱的、过于自信

的、不老练的等 ;要善于为新教师提供教学方面的

支持 ;通过听课及课后的讨论与新教师分享教育

观念 ;能用新教师可以接受的人际关系来调节自

己的带教指导行为 ;能够做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

我的表率 ;善于向新教师传递希望与乐观进取精

神。导师要具有较为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 ,并善

于将抽象的理论融入到对教学实践的具体指导过

程中去 ,使新教师不知不觉地获取 /内化蕴涵于其

中的教育科学专业知识。

212　制定培养规划 　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最终目

标是让他们在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及工作能

力等方面均能适应教学需要 ,培养他们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爱岗精神 ,在较短的时间全面熟悉

教学的各个环节 ,掌握教学规律 ,并能独立地、较

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逐渐成为教学骨干。根据我

校有机化学教研室青年教师的状况 ,我们对每个

人制订了具体培养计划 ,结合教学实践实施培养

计划。计划由教研室负责人、导师和青年教师三

方面共同制订 ,并且及时检查落实。青年教师应

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跟班听课 ,作好听课记录 ,

学习专家教授和高年资教师的教学风格 ,教学习

惯 ,如在课堂上如何组织教学内容 ,如何运用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掌握教学环节 ,如何运用教学语

言和表情 ,正确对待学生个性的差异 ,实行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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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213　指导教案编写并审阅教案是导师的重要任

务 　教案是经过备课 ,以课时为单位设计的具体

教学方案 ,主要包括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板书设计、教学互动、教具及现代教学手段的

使用和课后自我分析等项目。教案是授课的基

础 ,要求青年教师认真备课 ,写好教案是教学工作

中的第一个重要环节。青年教师通过对教材的熟

练阅读和研究 ,并参考相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 ,通

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和归纳 ,对教学内容有深刻理

解 ,并熟记于心中 ,然后才能写好教案。教案不是

教材内容的简单翻版 ,教案的好坏 ,关系到讲课的

质量 ,因此导师指导青年教师编写并审阅他们的

教案是非常必要的。导师审阅教案时 ,主要考察

如下几点 : ①教学目的是否明确 ? 教案的书写是

否规范、认真 ? ②每章的重点和难点是否清楚 ?

③对教学内容是否有较透彻的理解 ,并能够由浅

入深的准确的表达出来 ? ④课堂设计是否合理 ,

是否合适地分配学时和进度 ? ⑤课堂授课的语言

是否经过精心的设计和思考 ,语言的表达是否精

炼和准确 ? ⑥布置作业是否适适当 ? 作业的份

量、深度是否合适 ? ⑦是否列出参考书和参考文

献 ,以引导学生自学 ? ⑧是否注重设计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及教具的配合应用 ? 如果发现教案有问

题 ,要及时同青年教师共同探讨 ,指导和帮助他们

修正。总而言之 ,青年教师把教案准备的合乎规

范 ,是科学安排教学内容 ,合理组织教学活动 ,有

效实施课堂教学的前提。因而 ,指导青年教师首

先应从规范教案编写开始。

214　组织试讲 　对毕业来校的硕士和博士毕业

生 ,要除了要他们跟班听课 ,见习高年资的教学活

动外 ,还要他们积极参加大学和院里组织的新教

员岗前培训班 ,学习教学理论、教学方法和教育心

理学。对与新毕业的青年教员 ,在参加岗前考试

时 ,都要反复组织试讲 ,要从教学各个环节来手把

手的教 ,即使是毕业多年的年轻教师 ,在上课时 ,

尤其是没有上过的章节 ,也一定要组织试讲。通

过试讲 ,由大家评说 ,专家们提出中肯的意见 ,肯

定成绩 ,指出不足。试讲这一环节很重要 ,这是实

战前的演习 ,从试讲中可以锻炼青年教师的思维

能力、表达能力及对教学内容的分析、理解能力 ,

发现问题又能得到及时纠正。我们对青年教师的

讲课要高标准 ,严要求 ,要从基础做起 ,要求他们

要熟悉内容 ,表达流畅 ,不能照本宣科 ,要用自己

的语言来准确表达所教授的内容 ,课堂组织严谨 ,

方法得当。能够启发学生思维 ,善于理论联系实

际 ,联系当前的生活 ,联系教授们自己的科学研究

活动和所学专业 ,重点、难点突出 ,概念清晰、准

确。语速、语调适当 ,板书要清楚、规范 ,设计合

理 ,要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电子幻灯、多媒体

课件和教学模型 ,来增大信息量 ,帮助学生的理

解。要注重教员仪表 ,端庄大方 ,教态自然。多年

的实践证明 ,这项活动对我们有机化学教研室青

年教师的业务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215　跟班听课 　课堂授课是高等学校教学活动

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教学环节。一堂课教学质量

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授课教师的学术水

平、演讲水平和驾驭课堂局面的能力。这几年 ,我

们教研室设立了教学督导 ,由导师查课和听课 ,课

后直接与授课教员讨论本堂课的优点和不足 ,如

何改进缺点 ,发扬优点。导师要根据具体情况有

选择性听课。导师听课了解青年教师教学情况 ,

发现问题及时指出 ,并且就具体内容讲法进行探

讨 ,使他们尽快熟悉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把握尺

度 ,成长更快。

3　取得的初步效果

进入 21世纪后 ,特别是近几年来 ,我们对青

年教师的培养一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制度地进

行。严格的要求、热情的帮助和科学的管理使得

有机化学教研室青年教师成长较快 ,教学质量显

著提高。在近几年药学院和大学组织的教学比赛

和资格考核中 ,有机化学教研室有两名青年教师

获得第一名 ,多人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还获得几

个单项奖 ,一名教员获得大学 A级教员称号 ,教研

室三次获得第二军医大学先进集体奖 ,两人次获

得全军军队院校育才银奖。面对 21世纪对人才

的需求 ,对学生的培养愈来愈高觉得要求 ,我室的

青年教师正在积极钻研业务 ,积极地提高自己的

教学本领 ,积极从事教学研究 ,交流教学心得 ,扎

实地开展科研工作 ,勇挑教学重担 ,年年超额完成

教学任务 ,他们将成为我校有机化学的教学的骨

干 ,为培养能胜任我军新时期军事任务的国防医

学人才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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