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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学具有学术性特征，走向教学学术的发展路向是对“全能型”教师发展范式的否定，并 

已成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新取向和新内容。教学学术可以平衡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关系，使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回归大学教学的本真。在教学学术的理念下，大学教师需要广采众取，完善 

知识结构成为博学型教师；需要投身教学，在教学中研究成为反思型教师；通过广泛交流成为智 

慧型教师；需要善于整合资源成为创造型教师等方略来完成 自己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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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振兴的关键在教育，教育发展的关键在 

教师。在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 

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而大学教师的专业 

发展是提升大学内涵发展质量的关键。因此，大 

学教师专业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新发展的 

重要维度，特别是博耶提出的大学教师“教学学 

术”理论使大学教师教学学术与专业发展成为世 

界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

、全能型教师：“乌托邦”式的教师发 

展理念 

任何理念都是行为的隐性导航者。大学教师 

专业发展的理念不但可以指引教师走向正确的发 

展道路，也可能成为大学教师发展的阻碍。自洪 

堡提出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大学发展理念引 

发了现代大学的第一次革命，使原来局限于“象 

牙塔”中的大学开始面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大学教师也从纯粹的学者开始向教学、科研与社 

会服务三个方面转向。然而，洪堡的“大学教学 

与科研工作可以相互促进”理念被后世者无限夸 

大，甚至扭曲其本意。一些大学的管理者认为，大 

学教师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同时做好教学与科研工 

作，应该成为一个教学与科研都很卓越的“全能 

型”教师。因而，在制度建设 中往往加大了对教 

师科研能力的评价，并以科研能力为核心来考核 

教师的专业能力 ，原本的教学能力考核却受到 

冷落。 

然而，这种“全能型”的教师专业能力模式仅 

仅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理想而已，这种理想源 自于 
一 种“天真的假设”：大学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 

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者需要同种技能。因此， 

如果某位教师的科研能力很强 自然就会在教学中 

表现得非常卓越。尽管一些假设是科学研究的一 

种途径，但是，如果这种假设要运用到现实中就首 

先得通过科学的检验和证 明。可惜的是，催生 

“全能型”教师发展理念的“假设”并不能得到科 

学数据的支持以及逻辑的证明。但是，问题就在 

于，这种未经证实的“假设”却推导出了一个“堂 

而皇之”的大学教师发展理念，并经过管理者的 

权力运用变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政策，他们试 

图通过政策导向来鼓励大学教师成为一流的科学 

研究者，并以此来造就一流的教师，最终大面积地 

提高大学教学质量。 

这种假设不但得不到科学的证实，反而受到 

了科学研究的“证伪”。在上个世纪 8O年代，美 

国的教育学家费尔德曼(Feldman)在反复研究中 

得出结论：在学生的评价中，教师的教学是否优秀 

与教师的科研能力之间并不具有相关性，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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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乎其微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教师科研能力的 

增强并不相应地促进教学能力的增强。同样，在 

上世纪 90年代，美国学者海蒂和马什(Hattie& 

Marsh)拓展了费尔德曼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费 

尔德曼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再后来 ，美国学者詹 

姆斯的研究又表明：教师在教学中花的时间越多， 

在科研中花的时间就越少。同样，大学教师能否 

在出色地完成教学工作之后成为一流的科学研究 

者呢?詹姆斯就大学知名度、学术研究及大学教 

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大 

学进行 了详尽调查，他发现：无论哪种类型的学 

校，在两年学术著作和教学工作量都能达到平均 

水平以上的教师只有五分之一，即美国大学中只 

有20％的教师能够实现教学与科研“双肩挑”，而 

绝大多数的教师只能是专注教学与科研中的一个 

方面，否则教学与科研就会失去平衡。可以看出， 

使那些试图通过激励大学教师成为一流研究者从 

而使他们能够成为卓越的教学者的教师发展制度 

失去了实践基础与逻辑基础，也使“全能型”教师 

发展理念成为“乌托邦”。 

二、教学学术：新范式的内涵与意义 

正是基于一种“乌托邦式”的教师专业发展 

理念，使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之路在现实中却越来 

越窄，畸形的教师评价政策使很多大学教师抛却 

了大学教师的“本源性”使命——教学，并视之为 

“鸡肋”甚至是负担，而所谓的科学研究成了大学 

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机会与重要象征。我们承 

认，现代大学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各 自使命的丰富 

性使得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也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大学不能千篇一律地模仿 

“伯克利模式”，并以此为标杆去评价学校的成 

就。这种将科研泛化到大学每个层面、每个教师 

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模式会使科研与教学形 

成一种背反趋势，使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失去应 

有的方向，其结果不但会摧毁大学的教学体系，还 

会阻碍大学的科研深化。 

美国教育家博耶以一种深邃的眼光洞察到了 

这一危机，于上世纪 9O年代《学术反思：教授工 

作的重点》中首次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很 

快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界的关注与共 

鸣。博耶智慧地拓展了“学术”的概念，并用“学 

术”这一名词来延展“科研”的内涵，他将大学学 

术分为四种类型：大学必须通过科学研究而获得 

的新知识，即探究的学术；通过多学科或者跨学科 

的交流与对话等方式，充分发挥不同的相邻学科 

的综合优势而整合得到知识，即整合的学术；把理 

论研究与人类的现实生活需要相联系起来的学 

术，即应用的学术；而为了确保学术的传承，就得 

让学术持续保持交流与流动，对于大学而言，必然 

的方式就是让教师在教室里与未来学者(学生) 

进行交流，这种传播知识的学术被称为教学的学 

术，并且，几种类型的学术并不是隔离孤立、相互 

排斥的，而是交叉共依、相互促进的，彼此分不出 

孰重孰轻⋯。创新的、探究的与整合的研究属于 

学术 ，而推动知识传承与运用也是学术，如果学术 

止于发现、没有传播与运用，学术就会成为一潭没 

有生命价值的“死水”。 

因此，博耶“教学学术”的学术理念透视了教 

学活动的复杂性与学术性。他认为，教学是师生 

之间互相交流的能动过程，而“教学学术”的内涵 

比较丰富：其中既要根据学生特点以及教学内容 

将各种知识有机组织起来，面向学生有效地呈现 

知识，并使他们乐于接受、容易掌握；还要不停地 

吸取本专业领域中的最新知识，使教学的知识传 

承与新知识的发现相得益彰；多样性的教学方式 

也是教学学术的重要内容，它不局限于封闭的教 

室空间以及固定化的课堂教学程序，而是以正式 

化与非正式化的教学方式来实现知识的传播与应 

用 。教学学术实际上是“把教师教学作为学术 

的一种类型，同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应用的 

学术相并列” 。由此可以看出，教学与科研都 

是教师的学术性工作，教学不但是将体系化的高 

深知识进行传授的过程，还是对已有的教学理论 

进行反思与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使知 

识易于被学生所接受，也可以实现教师 自身的提 

升，因此，教学就具有学术性成果的特性。“当教 

师将工作公开、接受同行评价和批评，并与所在专 

业社团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时，反过来又加强了 

自己的工作，这时教学就变成了教学学术。” 教 

学学术的提出与被社会的认可使大学教师专业发 

展开始发生了新的转向：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再仅 

仅专注于对新知识的探究，而是将显性知识的传 

播、新知识的探究以及实践性知识的提升结合起 

来，形成一种隐性的反思，从而使教师教学的专业 

知识与专业能力得到提升。 

大学是专门从事高深知识传播、创造的场所， 

传播知识、探究知识、整合知识以及应用知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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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天然使命，而教学就是一门有关知识传授 

的学问和艺术，它需要教师发挥自己创造的智慧， 

创新高深知识的呈现方式与传播方式，从而使学 

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高深知识。因此，教学学 

术就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合法 

性”。 

正是由于人们对教学能力与科研成就的关系 

认识不清，才导致了教学总是被排除在学术的范 

畴之外，“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体系使教 

师漠视自己教学能力的提升，大学的教学质量特 

别是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提高。基于 

此，博耶“教学学术”的理论贡献不仅仅是拓展了 

大学学术的意蕴，更在于他为大学教师提升教学 

质量、平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 

论依据。博耶提出“教学学术”的初衷之一就是 

要消解人们对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认识误区。他认 

为，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减少 

教师从事科研的分量或者从事教学的分量，而是 

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和激励教师在自己 

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学术性的反思，从单纯的科研 

者或教学者走向“研究型教师”。通过对教学中 

的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整合性的研究以及应 

用性的研究，不但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广度与深 

度，更能将知识有效地传播给学生 ，这样就使四种 

形态不同的学术统一于教师的教学实践，使教学 

活动成为一种高质量的学术活动 。通过这种 

学术性的教学活动使教师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 

以及判断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教学的学术性 自然 

而然地要受到尊重、保护与鼓励。 

博耶的“教学学术”概念给教学赋予了学术 

的尊严与崇高的地位，在理论层面使教师的思维 

成果得到有力支撑，在实践层面保护和激发了教 

师的教学热情，不但为人们提供了耳 目一新的对 

学术的理解方式，还为现代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 

了新的范式。 

三、专业发展：多途径的提升之路 

1．广采众取。做一位博学型教师 

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教师作为 

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导者，必然需要有较为完善 

的知识架构与知识储量，并要努力将这些知识传 

播给学生。为此，教师要有足够的教学技巧与教 

学经验。大学教师本身具有教育者与学者的双重 

身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对大学教师的学识 

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 。既然教学是一种具有 

很强的学术性的工作，这必然要求教师具有丰富 

的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并能迅速而准确地把 

握本专业学术前沿的能力。在中国传统的教学文 

化中，“教学相长”就很好地诠释了教师教学的作 

用：教师在教学中不但通过传授知识使学生的知 

识得到增长，更是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促进了自 

身的知识学习，进而使 自己的能力得到创造性的 

发展。而现代资讯的超常发达，使教师具有广泛 

的知识获取途径，不但可以通过广博而纵深的阅 

读来吸取新的间接性知识，还可以在具体的教学 

情境中获取经验性知识，如课堂观摩或教学反思 

等方式使自己的经验性知识得到增长。 

2．在教学中研究，做一位反思型教师 

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 

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知识。如果教 

师仅满足于获得的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 

考，那么他的教学水平的发展将大受限制，甚至有 

所滑坡。” 为此，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 

公式 ：“教师成长 =经验 +反思”。所谓的反思，就 

是教师对 自己教学中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理论和实 

践之间的对话。这种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 

顾”，而是反省、思考、探索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各 

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研究的性质。 

教师反思的方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 

记录课堂中新技术与新方法的运用技巧与体会； 

记录个案性的教学过程并进行交流与讨论，从中 

找出可借鉴的成分；通过 自编教材或讲义的方式 

来加深对某个领域内知识的理解或者体系化，等 

等。教师还要在海量的记录中筛选出能够促进教 

学学术的部分，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发展的资源。 

在这些资源的整理中还要逐步形成对教学与学生 

学习问题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如何将探 

究性的研究方法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将思维 

方式的训练以及问题的解决置于教学实践中，让 

学生感受到教学的学术价值。 

3．广泛交流，做一位智慧型教师 

教师教学智慧是教学学术能力的重要体现。 

而教学智慧的提升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与教学实 

践，更要教师善于利用合适的平台与教育理论研 

究者交流，在交流中不断地提升教学理念。任何 

卓越的学术都具有 良好的交流特征，并通过交流 

使个体的智慧变为大学教师群体的共同财富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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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业成长的源泉。教学是具有公众化行为特征 

的学术活动，即使在不同学科中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但是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理解和接受这 

些专门化的知识。因此，教师的交流就是要通过 

说课、现场教学、专题研讨、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同 

行进行多层次的对话与学习，提升自己传授知识 

的技能。再者，教师还可以与 自己的学生就某一 

教学内容进行知识性的交流，让教师理解学生的 

需要与障碍，以便提升自己的教学效率，更好地传 

播学术、促进师生智慧的生成与发展。 

4．整合资源。做一位创造型教师 

教师职业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与个体性，无论 

是学生个体还是教学环境与教学内容都不是呈固 

化的稳定状态，因此，教师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 

对象以及内容来确定自己的教学策略。而实施这 

个策略的过程不但需要教师灵活而智慧地运用自 

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技巧，更要整合已有的资 

源，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案与方法，形成适合当时情 

境的教学风格与特色。 

在具备合适的知识结构、人格特征、认知特征 

之后，做位创造型的教师就必须善于整合与教学 

相关的人力、物力与智力资源，使之为自己的教学 

所利用。如怎样调动相关专家、学生以及同行的 

积极性来促进 自己的教学活动；如何利用相关经 

济资源或者设备等来服务于自己的教学。可以 

说，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体 

现在教师如何利用资源上。从整合资源的方略中 

可以历练大学教师敢于创新与自我实现的创造性 

品质，为自己的专业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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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 New Paradig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Y0U Wei 

(Department of Academic Mfairs，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Jiangsu 210046，China) 

Abstract：Teaching with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trend of development on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is the”Almighty”teacher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the negation，and has become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orientation 

and new content．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can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universit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gression university teaching．In the teaching of philosophy，university 

teachers need the public widely adopted，perfect knowledge structure to become knowledgeable teachers；need tO be involved in 

teaching，teaching research into reflective teachers；through extensive exchanges become inteHigent teacher；need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tO become a creative teachers plan tO complet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university teaching；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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