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新进教师 

大学教学基础培训方案 

 

为引导新进教师潜心教学、更新教育理念、掌握教学方

法，特组织实施“新进教师大学教学基础培训”计划。计划

由“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一）”和“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二）”

组成。主要通过各类教学研修活动，以“行动-反思-行动”

为研修模式，为新进教师的授课初期提供教学支持，切实提

升新进教师的教学能力，从而促进我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 培训对象 

⚫ 当年新进教学型及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 

⚫ 近三年内未完成新教师教学基础培训的教师 

二、培训时间 

“新进教师大学教学基础培训”每年举办两轮，研修教

师可以根据自己入职时间，自行选择一轮参加。 

2021年 6月-12月 

大学教学基础（一） 2021年春季学期考试周第二周 

大学教学基础（二） 2021年秋季学期 

2022年 1月-6月 

大学教学基础（一） 2021年秋季学期考试周第二周 

大学教学基础（二） 2022年春季学期 

三、 培训方案 

（一）、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一） 

1. 培训目标 

专门为新入职、没有或仅有很少教学经验的教师设计，



主要是为了帮助新教师实现以下目标： 

⚫ 对“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有一个初步了解； 

⚫ 能够设计学习目标、评价反馈策略和教学活动； 

⚫ 亲手设计一节微课并模拟上课（微格教学）。 

2. 具体活动 

（1） 大学教学基础工作坊：4课时 

主要通过参与式培训，使教师对“以学习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有一个初步了解，并能够设计学习目标、评价反馈策

略和教学活动等。 

（2） 走近教学发展中心：1课时 

介绍教学发展中心的服务体系，为新教师提供全方位的

教学支撑。 

（3） 青年教师教学示范和经验分享：1 课时 

    教师通过分享自己的成长之路以及实际的教学节段示

范教学，为新进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经验分享。 

（4） 课程思政的解读：1 课时 

通过分辨“课程思政是什么”、“课程思政不是什么”

帮助教师深刻的理解课程思政的实质。 

（5） “了解学生”专题讨论：1 课时 

让新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初步认识学生的学习特

点，从而设计和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案。 

（6） 教与学讲坛：2课时 

教学发展中心根据理科、工科、人文社科不同学科方向，



组织三场“教与学讲坛”，研修教师根据自己所属学科方向任

选一场参加。 

（7） 教学工作坊：2课时 

教学发展中心组织开展多场教学工作坊，研修教师结合

自身兴趣及需求任选一场参加。 

（8） 微格教学：4课时 

以小组为单位，教师自选一段教学内容进行 10 分钟的

教学展示，由辅训员引导组员就每位教师的微格教学进行建

设性反馈。 

（9） CANVAS 教学平台的操作：2 课时 

此模块主要采用线上自学形式，主要包括 CANVAS 教学

平台的操作技能培训。 

（二）、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二） 

1.培训目标 

针对完成了“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一）”的新教师，开展

为时一学期的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学习与实践研修。

帮助教师实现以下目标： 

⚫ 对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有所了解； 

⚫ 完成一门课的完整教学设计（备课）； 

⚫ 通过在专家指导下的试讲逐步提高教学技能。 

2.具体活动 

（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6 课时 

教学发展中心每学期组织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



计”系列工作坊，研修教师结合自身需求及兴趣，任意选择

三场工作坊参加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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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工作坊 

教学法 

⚫ 主动学习策略 

⚫ 优质提问教学法 

⚫ 讨论式教学法 

⚫ 大班教学 

学习心理 

⚫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方法与策略 

⚫ 了解和应对学生的个体差异（一） 

⚫ 了解和应对学生的个体差异（二）  

⚫ 游戏教学法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教育技术 

⚫ 美化教学 PPT：方法与示例 

⚫ 翻转课堂：示例、剖析与展望 

⚫ 混合式教学：方法与实例 

⚫ 在教学中如何使用投票器 

教学评估 

⚫ 学习效果评估 

⚫ 课堂评估方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价 

⚫ 如何设计考试题 

⚫ 如何评估创新能力 

课程思政 

⚫ 高校课程思政及其教学设计的探究与实践 

⚫ 一线教师如何在专业教育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 

⚫ 科教融合、三点合一，让课程活起来 

OBE 

⚫ 构建基于 OBE 理念下的专业教育体系 

⚫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进展和自评报告撰写要点 

⚫ OBE的理念与方法 

其他 
⚫ 保护嗓音的科学发声方法 

⚫ 教师礼仪 

 

（2） 参加公开课听评研讨：10课时 

研修教师可以选择以下任意一种形式进行公开课听评

研讨，总计不少于 5 次。 

⚫ 研修教师进入优秀教师课堂听课，进行课后讨论并提

交课堂观察记录表。 

⚫ 研修教师根据提供的教学录播视频进行听课，参与专



题讨论并提交课堂观察记录表。 

⚫ 完成一门课程（即将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的随

堂听课，提交课堂观察记录表，导师提交“评价意见”。 

（3） 试讲评估：4课时 

在完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系列工作坊和“公

开课听评研讨”后，研修教师方可选择以下任意一种形式完

成课程试讲或评估，并提交教学设计表。 

⚫ 教学发展中心组织课程教学试讲 

研修教师就事先准备的教学设计进行试讲，由教学发展

中心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点评。 

⚫ 学院组织课程教学试讲 

提供参加学院组织的课程试讲录播视频或其他教学录

播视频，包括教学展示和专家点评。 

⚫ 课程 MATE评估 

申请参加 MATE评估，提交所授课程 MATE评估报告一份，

包括教学实录视频一份。 

四、培训师资 

教学发展中心培训师、校内外学科专家等。 

五、考核与结业 

完成全部“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一）”的培训需 18 个课

时，“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二）”的培训需 20个课时，总计 38

个课时。研修教师因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修满课时，可在下

一期补足（需同类课时）。 



原则上未完成“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一）”的培训，不能

参加“大学教学基础课程（二）” 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