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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专业课程模块化教学团队自评报告

课程模块化教学团队是以 2015 年度国家民委高校教学

改革重点项目"前沿动览+专题研讨+项目实训：高校本科专

业课程模块化教学改革研究"为依托而形成的。2018 年教育

学院实行教育学大类招生，随之组建教育学大类专业平台课

程与教学建设团队

一．教学团队改革成绩和亮点

1.目前已形成了以承担教育学大类专业《学科专业导论》

《教育学原理》《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技

术应用》《教育哲学》等 6 门主干课程任务的模块化教学团

队。

2. 团队为新入职教师、助教竞赛、省青年教师教学技

能大赛等开展 30 余场次专题培训，目前已覆盖全校各专业

学院实施和推广。

3. 团队核心成员受邀为厦门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武

汉纺织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等全国 20 多所高校做专题培训和讲座，受邀在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 10 余场次，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和好评。

4.教学团队的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与传统的专业模块化

教学有着本质区别，旨在让每位教师置身于教学改革当中，

力图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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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队的总体构成以教育学大类为起点，形成了教育学、

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应用心理学四个专业方向的教师交叉

融合的教学共同体。

二．教学团队建设规划

坚持以服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为先导，以促进全体团队

成员的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维护教师心理健康发展，

不断拓展和构建教师成长方式，实现教育教学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能的综合发展为目标。围绕形成共识——团队研修

——行为转变这三个阶段来推进教师教学共同体的发展。

1.制定专业发展规划，建立专业发展愿景，形成研修共

识阶段

达成共同的专业发展愿景是实现教学团队研学的前提

与必要保障，主要是梳理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理清教师自

身的实际需求以及个体的发展愿景，从而在观念层面建立起

教师专业学习的心理准备，这为后续研修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针对性与目的性。

2.培养青年教师（研修人员），优化和改变教学思维和

教学方式方法

通过以课为例的教学研修和以课题为中心的教学研究，

形成以名师示范引领、同伴的合作互助以及教师自身的反思

建构为基本动力的团队研修阶段；注重团队实践，即“做中

学”，以课堂教学、小课题研究为媒介，启发工作室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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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践的实际行为。以国家级教师教学示范中心为平台，鼓

励、引导教师与自身专业相结合，寓研于教，积极主动开展

教学改革研究，从而全面推广和有效运用，最终为创建“金

课”奠定基础。

3.积极跟踪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前沿动态，积极申报

国家或省部级等基地建设项目

在实践中总结教育教学经验，探寻教研教改的新思路、

新方法并确定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课题，带领工作室成员开

展有效的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关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变

革，学科建设和专业教学一体化机制研究，各个学科专业教

学原理研究，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育专业技能成长规律研究，

名师课程线上线下交流的理论、技术和实践研究等，为建设

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团队或工作室项目打好基础。

4.进一步完善组织结构和保障机制

进一步扩展和整合现有学术资源，组建一支结构合理、

热衷教育教学的并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团队；逐步提升青

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技能，扩充团队规模，最终形成一

支特色项目、稳定高效的民族院校教师教学团队。进一步完

善项目经费使用办法、项目实施管理办法等，为教学团队的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存在的问题

1.教学团队活动较单一，需要拓展。比如应广泛开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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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座谈、专题教研、评教分析等活动，为团队成员多提供教

学交流平台，促使团队成员团结互助，协作共进。

2.应加强团队教学与实践综合管理和考核，并将其结果

纳入学院教学管理体系中，以期获得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