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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教学突破了师生间的时空限制，把互联网的强大优势引进教学中。在高等教育后大 

众化时期，研究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教学团队建设，对于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提高高校办学效益和 

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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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是建立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基础 

上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把互联网的强大优 

势引入教学中，突破教学双方在时间、空间上的限 

制，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目前我国网络教学 

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学问形成的网络教学合 

作联盟；另一类是大学内部形成的跨时间和地区 

限制的现代远程教育，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奥 

鹏教育等。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可以独自完成教 

学过程的所有环节，网络教学中教师的主导地位 

虽然未变，但其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师必须 

根据网络媒体的特点和规律重新考虑、设计教学 

活动，而不是直接把传统教学活动搬上网。从教 

学项目管理到程序开发，从教学创意设计到课件 

制作，从教学网站运行到网络教学支持服务，单个 

教师难以完成整个教学过程。因此，研究网络教 

学团队建设，对于促进网络教学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一

、网络教学团队的含义 

团队(Team)概念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企业管 

理领域。一般认为，团队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特定 目标而 

按照一定规则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团队广泛存在 

于各种组织当中。网络教学团队是在远距离通信 

技术和信息技术基础上，将地理上、组织上分散的 

教师组织起来完成某一教学任务的组织形式，网 

络教学团队很少面对面地一起工作，主要是借助 

远距离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进行跨空间的教学。 

二、网络教学团队的构建 

1．建设目标和任务 

传统教学团队按照学科专业或单一课程来组 

建，多以教研室为基本单位，承担较单一的教学职 

能，缺少结构合理、能进行合作教学的队伍和经 

验，难以组织跨学科、跨 院系、跨专业 的教学任 

务⋯。网络教学中师生间的时空分离，决定了网 

络教学团队与传统教学团队的不同，网络教学团 

队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以一系列课程或专业 

为建设平台，为学生在网上学习提供完善的支持 

服务，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推进教学改革，整 

合教学资源，培养和锻炼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完成 

人才培养任务。为此，网络教学团队要有长远的 

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目标，应以学科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和学习支持服务建设为 目标，大力开展网 

络教学研究，并根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互联网 

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创新和升 

级，不断提高网络教学质量。 

2．网络教学团队的特征 

教学团队带头人是团队的核心，起着引导者、 

组织者、推动者的作用，应具有选定团队发展 目 

标 ，指导团队成员专业工作的能力。传统教学团 

队多以教研室为基本单位，是行政管理系统中的 

末梢组织，行政化色彩较浓，团队带头人多由组织 

指定，缺乏竞争。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教研室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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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的指挥权、决定权 、教学资源分配权、教 

师资源调配权，难以组织高效运转的教学团队。 

网络教学团队带头人的遴选应引入竞争机制，实 

行动态管理。网络教学团队带头人应该是高校中 

具有较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的专家、教授以及富有 

经验的高级管理者，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 

的责任感，能够准确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谙熟互 

联网技术和发展趋势，组织能力强，有亲和力，善 

于调动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善于同团队成员沟 

通，能调解内部冲突，营造和谐愉快的工作氛围， 

把教学团队中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知识、技能的一 

流师资组成契约式的教学组织，以使教学团队的 

绩效达到乘数效应。高效的网络教学团队应具有 

以下特征：一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远景 目标和 

业绩 目标决定了团队的基调和志向，能激发团队 

成员的激情，使团队成员产生向心力。二是知识 

技能互补。运用计算机技术借助于网络的新型教 

学方式决定了网络教学团队的任务大多是跨学科 

型的，其成员的知识技能和个性特征应该互补的。 

三是分工协作。教学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工作职 

责的划分应很明确，同时强调每个成员对团队任 

务的完成都应负有责任，要通过团队成员的共同 

努力产生积极的协同作用。四是良好的沟通。沟 

通在网络教学团队中至关重要，应该形成 良好的 

全通道型的沟通渠道，鼓励成员畅所欲言 ]。 

3．网络教学团队发展阶段模型 

根据布鲁斯 ·塔克曼(Bruce Tuckman)的团 

队发展阶段模型，团队的发展可以划分为：组建 

期、激荡期、规范期、执行期、休整期五个阶段，这 

五个阶段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循环式的。网 

络教学团队的发展同样具有这些阶段和特点，详 

见表 1。 

表 1 网络教学团队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Table 1 Development Stage and characteristies of network teaching team 

阶 段 特 点 

团队酝酿期 ，教师之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团队领导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要确保团队成员之间建立 
组建期 起一种互信的工作关系，形成团队目标和团队界限，给出清晰的网络教学研究与网络教学改革的方 

向和目标。 

获取团队发展的信心，但是存在人际冲突、分化的问题，网络教学团队面临着教师意见不一致 的问 

激荡期 题 ，矛盾出现。此阶段的挑战包括规范和期望的违背，群体思考。团队带头人的任务是推动改进，确 
定团队的成就，建立双赢关系。 

团队效能提高，团队开始形成 自己的身份识别 ，形成网络教学团队的团结气氛与凝聚力，清楚各位教 
规范期 师的期望，增加责任感。团队带头人要提供支持性反馈信息和树立清晰的有激励作用的愿景。此阶 

段应制定网络教学团队运行规则和程序。 

团队不断进步、革新，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网络教学效果逐渐呈现，团队核心竞争力加 

执行期 强 ，团队能量积聚于一体。团队带头人的任务是发动团队成员提出新观点，根据组织任务能高效执 
行 ，培养超常绩效。 

赦 甘H 团队成员的一种失落感，团队成员动机水平下降，关于团队未来的不确定性开始 回升。团队带头人 

应及时提出基于新技术的网络教学改革思路，给团队提出新的目标。 

三、网络教学团队的管理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在时空分离的虚拟环境中运行的网络教学团 

队应有与之配套的制度，包括选拔、激励、淘汰、管 

理等。在制度的保障下，团队的运作才有科学依 

据，才能顺利发展。从外部来看，团队的上级主管 

单位应对网络教学团队进行动态考核，在资助团 

队发展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引导团队 

良性发展；在团队内部，应该有相应的内部规章制 

度，来约束和规范团队成员的行为 J。 

2．柔性管理与标准管理有机结合 

网络教学团队成员分布于不同的时间、空间 

和地域维度，这种时空差异不可能让他们遵循传 

统团队那种固定的工作制度。团队要完成相对复 

杂、专业化程度高的任务，团队成员更愿意进行开 

放式的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柔性管理就是依靠 

人性解放、权力平等、民主管理，从内心深处来激 

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力，使他们 

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从而高效率地为团队开展 

工作。柔性管理关注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 

理，身教重于言教，肯定重于否定，激励重于控制， 

务实重于务虚。柔性管理有利于网络教学团队打 

破原有的分工边界，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创新积 

极性。当然，柔性管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有序控 

制与标准化管理。把柔性管理与标准化管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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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结合起来 ，使团队在有序的管理中具有弹性，在 

严格的管理下不乏自由，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实现 

分权，这样才能使团队高效运转。 

3．开展有效的团队沟通 

网络环境下 的教学团队沟通缺少面对面交 

流，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途径。一是要确定沟通 

的量，通过设置周期性固定的会面时间，开展各种 

聚会，组织成员交流，在无法会面的时间使用网络 

即时通讯、电子信箱、BBS、电话、传真、视频会议， 

保持一定的沟通频率。二是要提高沟通的质，要 

营造团队成员间交流的软环境，在相互沟通、理解 

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消除成员之间的习惯性防范 

心理和行为，使成员接受和认可对方，尽量减少因 

不同文化带来的冲突 。三要注重师生之间的 

沟通。教学过程既不是教师单方面决定的，也不 

是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以教师的“教”为主 

导，以学生的“学”为主体，在双方相互作用的条 

件下实现的，教和学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网络教 

学中师生间面对面的机会不多，但突破时空的网 

络提供了更多的沟通技术手段，可以促进师生间 

的沟通意愿，师生间畅所欲言的有效沟通能真实 

反馈教学情况，进而促进因材施教。沟通是团队 

的粘合剂和润滑剂，有效沟通能及时消除人们之 

间的分歧和误会，促进团队成员的团结协作、信息 

资源分享与心理支持，从而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 

在虚拟型教学团队内部建立恰当的沟通机制，使 

团队运作过程得以资源共享、任务分担、协同工 

作，并最终有效地实现网络教学团队的工作目标。 

4．构建和谐团队文化 

团队文化一般指团队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 

基本价值观、风格和行为的总和，是团队领导人和 

成员在长期合作中不断磨合、磋商、积淀形成的具 

有特色的精神财富。和谐的团队文化对团队成员 

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团队成长的无限动力 ，不 

良的文化则可以使团队顷刻瓦解。和谐的团队文 

化的形成并非易事，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长期磨 

合，积极投身团队的各项活动，将自身利益与集体 

利益融为一体，不断加强 自身修养，提高 自身素 

质，努力打造和谐的团队文化。 

5．注意协调教师目标冲突 

团队要以团队目标为导向，对个人 目标和团 

队目标的冲突进行协调。在网络教学团队中，由 

于虚拟空间教学的特殊性，个人 目标和团队目标 

的冲突往往不能立刻显现出来。网络教学团队突 

破了实体组织的边界限制，是一个以具有较高的 

知识素养和教学科研能力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群 

体，成员来源广泛 ，知识能力高，团队内部知识和 

能力结构呈互补性 ，如果出现个体 目标与团队总 

体目标的冲突，则会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为减 

少这一冲突，在网络教学团队运行过程中，首先应 

提供机会满足成员情感需要，通过“团队关怀”给 

团队成员以安全感，提供成功的机会与正面评价， 

通过“团队关注”让教师享有成功感，体验到内心 

的尊严与自身价值；其次应充分授权，即将权力分 

派给他人以完成特定教学任务，团队带头人在将 

任务分解到团队成员时，应将资源与权力一并授 

予，让教师各司其职，为教师发挥作用提供舞台。 

提供积极的外部支持环境，给团队成员提供一定 

的发展空间。另外，营造优 良的“社区”氛围、增 

强成员互信非常重要。团队意识是指团队成员之 

间相互协作、共同奋斗以实现共同团队目标的精 

神境界，体现着实现团队目标的自觉性，通过增强 

团队意识也可以调和个人与团队目标的冲突。 

6．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对网络教学团队的考核评价体系可分为两个 

部分。首先是对团队的评价。网络教学团队建设 

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网络教学质量，而不是团队本 

身，团队建设是手段，教学质量才是 目标。因此， 

团队的建设不能注重“表面的建设”，关键在于教 

学改革的一些措施和手段是否有利于调动教师 

“教”的积极性和学生“学”的积极性，是否真正提 

升了教学水平，改进了教学质量。以此出发，教学 

团队建设才能够明确 自身 目标，搞好建设。其次 

是对团队成员的评价。在虚拟教学环境中，对成 

员的评价既要注重过去和现在，也要关注成员对 

团队的长期价值，即强调成员的个人绩效转变为 

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并重，由侧重个人导向转变 

为侧重团队导向 J。除了根据教师个人 的教学 

业绩进行考评和奖励之外 ，要考虑采用基于团队 

导向的绩效评价和奖励方式，实行团队激励。只 

有将网络教学团队成员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和团 

队层面的绩效考评相结合，并根据团队自身特点 

和发展规律，针对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以业绩为 

核心，以同行认可为重要指标，建立科学、有效、公 

平、公正的考评指标体系，通过把定性考评和定量 

考核结合起来 ，探索出一套有效的考评激励制 

度，才能实现对团队成员和整个教学团队的有效 

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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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into the University M anagement 

ZHANG Xin。xin 

(Dean~office of Suzhou Health CoHege，Suzhou Jiangsu 215001，China) 

Abstract：The overall—consideration approach has been the long—standing guideline of our Party．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for Development．In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it is important to adhere to the Sei— 

entitle Outlook for Development，take education，scientific researches，th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into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attach equal attention to scale，structure，quality and achievement．Only by taking the four types of 

power，namely politics，administration，academics and democracy，into overaH consideration，can we deal with all relationships 

propcdy，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n a balan ced and sustainable way． 

Keywords：overall consideration；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management；work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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