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塑造教研“好氛围” 

教研即教学研究，对促进教师个人成长和学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教研氛围浓厚的学校在教学和管理水平上明显高于一般

学校，这不仅有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能

力和专业素养，更有利于促进学校的长足发展。近年来，我校采取了

加大师资培训力度、开展各类教学大赛、组织全员说课、实施分级督

导等积极措施，大力营造校本特色教研氛围。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以及教务处、质评中心等部门的精心布署下，各二级学院的教研氛围

和成效正日渐凸显。下面仅以创业教育学院为例，就如何塑造教研“好

氛围”这个问题进行抛砖引玉，以期探讨更多、更好的教研工作组织

方法与思路。 

一、良好氛围源于优秀传统与理念的传承 

以公共课教学部为基础建立的创业教育学院，目前共有 36位教

职员工，承担的课程包括艺术教育、心理健康、军事理论、职业发展

（含职业规划、就业创业教育）等主要系列约 40多门通识课程。学

院师资有三个特点：一是青年教师多、二是行政转岗教师多、三是女

教师多。因此从公共课教学部成立伊始，就形成了一种新老教师之间 

“传帮带”的不成文规则，每位新教师都会自觉选择一个学生评教靠

前、专业素养高的老师进行全程听课，这为年轻的或行政转岗的老师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全校性的课程如职业规划课、就业指

导课则实行集体备课制度，既做到分工合作，又通过共同研讨，使每



位老师都能尽快、全面地把握课程逻辑结构、安排进度等，并能结合

不同专业进行个性化的调整，充分考虑到学情的需要；积极参加全校

性的招生就业工作会议，掌握全新的就业形势动态资讯，更好地指导

学生就业，并取得成效。这点，从我校十几年来毕业生能一直保持良

好的就业态势，并有不少用人单位招聘官的赞誉中，得以验证。课程

教学效果可见一斑。 

“向前辈、向教学能力强的老师学习”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

学院里，不管是否统一组织，还是自行随约，老师们都习惯了大家互

相听课、一起备课、磨课，不管听到哪位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有什么好

案例、好思路都会积极地互相请教、学习。这些教研的理念与优秀的

做法，为学院教研氛围的营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良好氛围有赖组织的正向激励与持续维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教育教学模式的不断更新，社会对高

等教育的期许与要求越来越多，高校教师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压力也越

来越大。为使青年教师们尽快成长，创业教育学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

方案，大力激励青年教师们勇敢迎接挑战，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学比

赛，如职业规划教学大赛、心理健康教学技能大赛、军事理论教学大

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微课教学设计大赛等，统一组织资源为

广大教师提供课程录制、赛前指导等支持；还结合学校的学生评教结

果及相关制度文件，制定出了学院的评先推优方案，打造出公平、公

开公正的学院氛围，使那些能积极参加比赛、又有较好科研、教学业

绩表现的老师们脱颖而出。 



同时，积极为广大教师搭平台、引资源，主动组织不同的教学团

队，面向社会提供相关的课程服务，如退伍军人的就业创业、企业员

工职业规划、心理建设、艺术培训等课程，以此激励更多的老师更主

动地参加各类主题的教研活动，分享自己的好课程、好心得和好案例，

起到一种积极心理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努力为各位老师提供

外出学习、参会、培训的条件，鼓励大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深入学习，

分享学习成果并将其应用到教学中，为分享的老师，提供诸如观摩、

公开课的机会。在心理上，为广大老师们营造出了温暖和谐、积极向

上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老师们都习惯了各种“积极”——积极承接公

开课任务、积极参加说课活动、积极参与各类学生比赛指导等，每个

人都非常愿意为学校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付出自己的劳动与汗水。 

当然，除正向激励的各项措施外，创业教育学院也建立了一些相

关的约束机制，比如要求各教研室每周开展一次教研活动、每学期初

需制定教研计划并做好教研记录与总结，号召全体老师严格落实学校

发布的相关文件、通知的精神与要求，同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

教研活动等。 

总之，在有效的正向激励与科学组织下，创业教育学院教师们都

非常愿意参加本单位开展的各类教研活动，并认为教研活动使自己能

学有方向、教有榜样，能充分调动教学热情，也使大家愿意在教学中

去摸索和提高自己。真正把教研活动变成了为教师提供参与学习的机

会、资源共享的平台；同时，也将教研活动变成了为老师实现专业引

领，同伴互助共同成长的手段与渠道，凝聚了广大教师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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