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衢院教发发〔2024〕2 号

关于印发《衢州学院 2024-2025 学年青年教
师助讲培养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部）：

现将《衢州学院 2024-2025 学年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衢州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24 年 9 月 13 日



衢州学院 2024-2025 学年
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方案

青年教师兴，则学校后劲足。为有效帮助青年教师尽快

胜任教学岗位，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和提高

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衢州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

制度实施办法（修订）》为依据，帮助青年教师尽快胜任教

学岗位，加快青年教师成长，切实保障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培养对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作为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对象：

（一）新聘用到我校从事教学工作（含理论教学和实验、

实践教学），且未获得副教授及以上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的在

岗教师；

（二）高校教学经历不足 3 年，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含

35 周岁）,未接受过助讲培养的在岗教师；

（三）上一轮考核不合格的教师

（四）学校认为有必要安排参加青年教师助讲培养的中

青年教师；

三、培养安排及内容

（一）导师遴选与安排



1.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导师实施聘任制，以双向选择为原

则。

2.导师应具备高级职称，各学院（部）应优先考虑安排

教学为主型教授或副教授担任导师；原则上不安排学年内没

有课堂教学任务的教师担任导师。

3.各学院（部）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确定导师名单，做

好培养对象指导安排，报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审核，由学

校统一下文聘任。

（二）培训内容与考核

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期限一般为一年，具体培训内容包括

以下六个模块：

模块 1：校情及服务资源介绍。了解校史及学校发展规

划，了解学校有关政策及管理规定，了解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的服务内容和资源。

模块 2：师德师风教育。以党史学习教育和《习近平总

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为主要内容，做好青年教师思想政

治教育和师德师风教育。

模块 3：专业素养与理念。学习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大

学精神与文化，了解高校教师心理、大学生心理特点，了解

教育政策与法规、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模块 4：教学理论与技能。学习教学设计、教学行为、

教学课件制作、教学评价、数智化教学技术、教学创新与研

究，开展教学方法、教学实践、教学改革培训；开展教学科

研项目申报、成果申报等方面的培训。



模块 5：教学活动实践。接受导师指导,随堂听取导师讲

授的课程，并参加答疑、作业批改、实验指导、上习题课等

活动。参加校内外教学技能竞赛、学术沙龙、工作坊及其他

教学研究工作。

模块 6：助讲考核。由各学院（部）教师教学发展分中

心和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相关专家，结合青年教师培

养学习情况，依据《衢州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实施办

法（修订）》文件精神进行考核。

四、培养方式

培养期间，采取集中学习、在线学习、自主学习、讨论

交流和实践应用等有机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集中学习。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介绍学校发展规

划、办学理念、校情校史、校规校纪、校园文化等内容；由

学校教师发展中心邀请专家学者，介绍高等教育发展动态、

政策形势、师德师风先进事迹、高校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

法等。

（二）在线学习。以“超星教师教学发展”平台为依托，

以碎片化的形式随时随地关注教育教学热点话题，自行报名

参加线上课程和直播课程的学习、考核；通过高校教师网络

培训中心平台，在线学习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和教学能力

提升等网络课程，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适时增加调整的

其他在线学习项目。

（三）自主学习。按照指定的学习专题，通过各类书籍

报刊、各种媒介，不限时间、地点方式进行学习，了解和把



握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趋势，教师职业发展与成长

先进经验等。

（四）讨论交流。根据各阶段培训任务和安排，采用小

组讨论、学习沙龙、经验交流座谈会、拓展训练等方式，进

行学习实践总结。

（五）实践应用。通过公开演讲、教学竞赛、说课等方

式，评估学习效果。

五、考核要求及证书颁发

（一）对培养对象的要求

青年教师参加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参与教育教学

活动。结业考核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勤情况。在培养期内参加校院两级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举办的教师教学发展培训项目。原则上，缺席学校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和本部门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活动累计 2次及以

上者，考核等级不得定为优秀；累计无故缺席 4 次及以上者，

考核不合格，需延期培养（因学校、学院工作安排缺席者，

需由相关部门、学院开具证明，否则按无故缺席计）。

2.在线课程学习。每位青年教师应在“超星教师教学发

展”平台上报名参加相应的课程，认真做好学习笔记，按照

规定参加相关章节测试，培养期内至少完成 8 个学分课程的

学习，否则视为考核不合格，需延期培养。

3.参与学术沙龙、集中讨论、教学实践等情况。青年教

师需参加相应的学术沙龙、集中讨论和教学实践等活动，并

按时完成相关任务，培养期内听课（含听非导师的课）不少



于 32 节，否则视为考核不合格，需延期培养。未按期按量

提交实践相关材料的，视为考核不合格，需延期培养。

4.有教学差错及以上处分的，考核不合格，需延期培养。

5.培养考核。考核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过程

性考核由青年教师提交《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工作实施情况记

录表》《教师教学发展学时记录证书》，记录参加培训、听

课、试讲、与导师研讨等学习内容，作为考核原始材料。终

结性考核由各学院（部）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严格按照学校

相关规定，成立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工作考核小组，对其提交

的《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工作实施情况记录表》进行核实，并

结合考核要求及参加教改项目、课程建设等情况，给出考核

建议；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统一组织专家对各分中心考核

通过的青年进行教学能力考核，给出考核结论。（本学年承

担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采用随堂听课方式；本学年没有安

排课堂教学任务的新教师，则以试讲或提交说课、模拟授课

等视频的方式进行考核。）

6.证书颁发。考核通过的青年教师，由学校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统一发文公布，并颁发《浙江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助

讲培养培训证书》。

（二）对导师的要求

导师对青年教师教学工作进行跟踪指导并做好指导记

录，帮助其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教风学风和敬业精神，培

养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能力、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能力、



教学组织和评价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学生沟通交往能力

等。

1.对于承担了教学任务的青年教师，导师课前要认真查

阅教案，给予悉心指导，每学期至少重点查阅 3 次备课教案，

并签注指导意见；通过看课、推门听课等不同形式听取青年

教师的课，指出教学中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每学期至

少全程听完 6 节课，并撰写听课记录；认真审查青年教师批

改作业或试卷是否达到要求，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2.对于没有承担教学任务的青年教师，导师应指导青年

教师拟定教学计划、撰写教学大纲、撰写课程目标达成度评

价等教学材料；把握教学环节，特别是“备课、上课、批改

作业”等环节，做好记录，促进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

高。指导青年教师每学期开展不少于 4 节微格模拟授课（说

课），并撰写听课记录。

3.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

设和教学研究等教研活动。

六、附则

本方案由衢州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衢州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24 年 9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