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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进教师岗前教学研修方案 
2018年 2月 

 

教书育人是高等学校教师的基本职责。为帮助新进教师

熟悉学校教情和学情，理解教育教学思想和理念，提升课程

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提高教书育人效果和效率，特制定本

方案。 

一、参加研修人员 

参加研修的人员为新进教师，指当年或前一年进入学校

的教学科研岗位的教师。 

新进教师中职称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或以下的教师，以

及青年研究员和青年副研究员，原则上应参加新进岗前教学

研修项目。 

已有相当教学实践经验、且职称为副教授或教授的新进

教师，由所在院系所自行确定是否参加；无本科教学要求的

单位（如生物医学研究院、脑科学研究院等）的教师，可自

主确定是否参加。 

二、研修内容与形式 

岗前教学研修以教师教学发展研修班为单位开展，每年

一期，研修内容由开班活动（复旦教情与学情）、教学设计

与实施、教学方法与技能、教学学术与研究等专题组成。 

研修采用现场研修和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活动

包括户外拓展、专题讲座、个人自学、课程观摩、小组讨论

与微格教学实践等形式。 

三、研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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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季学期举办一期新进教师教学发展研修班。一般

从零周开始，专题讲座相对集中，实践作业贯穿一个学期。

共约 40学时。 

新进教师按照当期方案要求完成研修班所规定项目（要

求如第四和第五部分），授予研修班证书。 

四、研修专题与要求 

（一）专题一：复旦教情与学情 

研修目标：通过户外素质拓展增进新进教师之间的相互

熟悉与了解，为将来开展教学科研合作奠定基础；通过专题

讲座等方式，帮助新进教师熟悉复旦大学本科教学理念、教

情学情与教学规范等。 

主要内容有：户外素质拓展，知识观与教学观，大学生

心理特点，复旦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学生学习调查分析，本

科教学规范与管理要点，教学科研相互促进等。 

专题一要求：全程必修。 

（二）专题二：教学设计与实施 

研修目标：通过本专题学习，新进教师将能阐述学生学

习成效的理念，能利用逆向设计法进行课程教学评估、活动

和教学内容设计；能根据教学目标，撰写对学生有详细要求

的教学大纲；有效设计并组织教学现场，结合学生学业评价

引导学生学习。 

主要内容有：基于学生学习成效的课程设计，如何做好

授课准备，如何进行教学设计与撰写教学大纲，如何用学业

评估方法促进学习；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策略；青年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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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微课实践、如何进行课堂观察等 。 

专题二要求：参与现场研修活动≥2 项，在线观看视频

2 部。完成教学大纲设计与互评、同行听课和微格教学实践。 

（三）专题三：教学方法与技能 

研修目标：通过本专题学习，新教师能使用一种课程教

学管理平台（eLearning 或学习通等），能够根据需要制作切

合课程与教学设计的课件，能合理引导学生参与课堂并进行

自主学习。 

主要内容：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大班教学策略，提

问的技巧，体验式教学，案例教学；如何发声，做好 PPT，

如何使用 eLearning 或学习通课程教学平台等。 

专题三要求：参与现场研修活动≥2 项；观看“拓展资

源”视频 1部。 

（四）专题四：教学学术与研究 

研修目标：通过本专题学习，新教师可确定有价值的教

学研究问题，明确教学研究的方法与步骤并进行实施。 

主要内容：教学如何做学问，教学改革项目汇报观摩，

教学学术分享活动，教学历程档及相关教学研讨会视频等。 

专题四要求：参加现场活动≥1项；观看“拓展资源”

视频 1部。 

五、实践环节要求 

（一） 教学大纲撰写与互评 

课程教学大纲是关于课程教学的总体说明，相当于一份

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契约,包含教与学两方面的要求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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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学生在课前知晓课程学习目标、内容、教学方法与

考核要求等。教师选择自己正在教授或将要教授的一门课程，

可参考《课程教学大纲自查清单》的要素来撰写大纲，具体

包括： 

1. 课程基本信息（课程名称和课程代码、学分、开课

学期、授课时间和地点等）；  

2. 任课教师信息（教师姓名与联系方式、学生课外获

得帮助的渠道等）； 

3. 学生学习信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修课前要求、

必需的和推荐的教材与学习资料、必需的和补充的技术设备

与软件、课程网址及使用方式等）；  

4. 教学进度安排（课程活动、阅读、作业、考试的详

细进度表）与教学方式（如讲授式、讨论式、小组学习等）；  

5. 学业评价考核方式和标准（总成绩评定的构成，各

项学业评价考核标准、教师对考核/作业等的反馈方式和时

间说明等）。 

6. 课程的学术规范等。 

撰写完整后，要求将大纲以电子版形式上传到研修班作

业平台，在一定时间内在线批阅他人教学大纲若干份；批阅

时，需在“添加批语”里实质性地写明所批阅的大纲“值得

肯定的地方”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同行听课 

我校名师甚多，是重要教师教学资源。同行听课是有效

借鉴和学习同行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技能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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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师通过亲临资深教师的课堂教学现场，可观察学习改进

自身的教学。 

新教师可根据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提供的“自主听课推荐

目录”和课程表，自主确定听课计划（每人不少于 3 节课），

可小组成员结伴听课，或者单独听课。建议听课前在线学习

“如何进行课堂观察”教学视频，并与被听课的授课教师取

得联系。 

听课过程中，填写《随堂听课评议表》（鼓励在线填写，

网址为 http://ce.fudan.edu.cn ）。听课结束后，小组成员

交流听课心得。以小组为单位，提供一份小组交流纪要(时

间、地点、成员及主要收获，对教学的建议等）。 

（三） 微格教学实践。  

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是实际教学的一个片段（不

是一节课的压缩版）；时间一般 10-15分钟，针对一个知识

点进行现场教学，可以有学生在场，也可没有学生在场。可

应用特定教学技巧（如提问技巧、引导讨论技巧等等）。 

微格教学主要是让教师在模拟的教学情境中获得及时

反馈，教师本人也可以借由录像视频检视自己的教学（微格

教学展示过程中，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可以录像）。 

要求教师提前设计微格教学实践，参考并填写《微格教

学设计表》；内容包括微格教学主题（所属课程与章节）、教

学目标、教学对象特点分析、教学内容与时间分布、教学重

点和难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等。 

新教师进行微格教学实践时，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资

http://ce.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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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教师到微格教学现场进行听课指导，为新教师改进教学提

出建议和意见，新教师可根据建议和意见，不断改进，提升

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