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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铸教要先铸师？

第一个问题



新时代新使命给外语教师新定位一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

文化“走出去”；

 新文科，构建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教学设计需要素质、能力、

知识三方面渗透；

 专业素养、中国情怀、国

际视野；

 学科素养、专业水平、创

新意识、协同能力（封一

涵2016）

 培养新时代外语人才；

 全面实施课程思政；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

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

南》、《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

新时代

新要求

外语教学

新使命、新担当

外语教师

新定位



外语教师是国家外语能力的关键二

教师发展是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

 教学改革的实施者是组织课堂教学的每一位教师；没有教师对教学改革的积极响应、

准确理解和身体力行，任何教学改革都将无果而终。（孙有中 2016）

 纵使有千种万种优秀的外语教育理论和方法，若没有优秀的师资，一切理论和方法都

会归零，难以产生真正的效应。（王文斌 柳鑫淼2021）

教师教育能力是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决定因素

教师是决定教育实际效果的关键

 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不论是以教师为中心抑或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始终是显性或隐

性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由此可见，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能力始终是决定教育实际效

果的关键。（王文斌 柳鑫淼 202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外语教师队伍质量不能满足外语教育需求三

1

语言基本功弱

理论水平低

 工作负担较重、年龄结构不

合理、男女比例失衡；（戴

曼纯、张希春2004）

 科研时间不足，科研训练缺

乏系统性 （文秋芳 2016）

2

教学负担重

科研能力弱

 高校英语教师身处非常复杂、

困难的环境系统，持有种种矛

盾感受和艰辛体验；

 教师普遍感到价值缺失、教学

自主受限、科研压力大；（顾

佩亚 2016）

3

价值感缺失

焦虑困惑多

 语言基本功弱：2520份英

语摘要中存在偏误占79%

（王文斌、柳鑫淼2021）；

 教师思辨能力不强；

 欠缺理论与实践相联结和转

化的能力（杨鲁新、张宁

2021) 



外语教师队伍现状不能满足外语教育需求三

 教师期望改善生存环境，从里到外包括自我改变、领导换位思考、去行政化、多元评价、尊师

重教等。（顾佩亚 2016）

 在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的调查中发现，高校英语教师有迫切的自我发展需求。（周燕

2005）

时代变了
要求变了

教师主动
识变、应变、求变

教师自身期望改变



第二个问题

如何更好地铸师以铸教？



如何更好地铸师？一

 存在着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问题（高云峰、李小光，2007；束定芳， 2012）；

 涵盖人数少，培训活动课程设计脱离实际需求，教师的反思与行动缺失、培训工作缺

乏后续跟进（袁烨，2012）；

 随意性强，参与主体之间缺少共识性，统整的学习方案，缺少系统的支持体系（程晓

堂、孙晓慧，2010）;

 我国高校教师职前所学的课程更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类宏观课程，与外语教育结合紧

密的课程尚不多见。在职教育也更多是教学方法类培训，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李民

、王文斌 2021）

短期出国进修、攻读硕博士学位、国内短期培训

解决思路一



如何更好地铸师？一

 在培训中应解决更新教师教育理念和改变教学模式问题（周燕，2002）；

 反思能力是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是提高外语教师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甘正东，

2000）；

 行动研究具有反思、合作和对话的特点，对教学有直接指导意义，而教学研究与实践

一直是外语教师自我发展的最有效方式（王蔷，2001）；

 有效、合理地在教学中运用教师赋权增能理论会有力地促进大学英语教师发展（辛枝

、吴凝，2007）

多途径提升教师素养

解决思路二



如何更好地铸师？一

 王文斌和李民（2016、2017a、2017b、2018；李民、王文斌， 2018a、2018b、

2019）呼吁建立独立和专门的外语教育学学科系统论证、阐明并尝试建构外语教育学

学科理论框架、学科体系与内涵。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育学旨在有效破解我国

外语教育面临的困局，提升国家外语教育能力，提振外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

位 。

建立独立和专门的外语教育学学科

解决思路三

长远上改进外语师资培养，提振外语教育地位



如何更好地铸师？一

 传统模式、改进模式并行；

 制定发展计划，持续性、系统性推进教师教、研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培养经验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转变( 杨鲁新张宁 2020）

我们的思路：构建校本外语教师发展体系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

解决现有外语师资队伍发展问题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二

学院内部 学校内部

 年龄 35-55超过90%，

教龄10年以上80%；

 教学负担重、科研能

力弱；

 职业焦虑困惑多、倦

怠感强；

 地位边缘化；

 专业动态调整：一流专业

、一流课程压力；

 职称滚动评估压力；

 教师分类设岗的定位（教

学骨干岗、教学科研岗）

突破口之一：
从教师发展入手

地
方
理
工
类
院
校

师
资
现
状
及
困
境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二 | 思路 |

顶层设计

成立教师发展委员会：学院领导+系部负责人

1

4
3

2

实施主体

院教师发展中心协

同系部、研究所
研修内容

U平台模块、线上

线下讲座&论坛

实施形式

线上自主学习、线

下研讨、公开展示

助推渠道

教改项目、教学

比赛、教学案例



2020上
信息素养

2020暑假
教学、学科

2020下
育人、科研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二 | 思路 |

教师

素养
教学

学科

育人

科研

信息

思政育人、心理育人、协同育人

外语学科知识、能力、素质

教学设计、实施、评价

创新能力、教研、科研

互联网+智能

系统推进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二 | 实施举措 |

立体实施

知

 自主学习

 集体研讨

信

 自我反思

 公开示范

行

 教学项目

 教学比赛

 注册学习

 确定小组

2020.7.7-7.12

2020.7.13-8.31

 完成学习任务

 提交反思日志

 小组研讨

2020.9.1-9.10

 学术周集中分享
2020.9.11-12.30

 教学应用

 示范展示交流

2021.1.1-3.31

 反思日志展示

 研讨沙龙

 教学项目建设

| U会员研修 |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U会员研修 |

研修内容

 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
 跨文化思辨外语教学
 外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翻译教学与研究
 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
 英语口语与语音教学
 量化研究与学术论文
 质性研究方法
 教育技术
 测试评估

 师德教育与教师发展
 中国外语教育与研究发展40年系列
 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
 科研方法与科研专题
 教育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

必
修
模
块

选
修
模
块



 100余位教师参与了研修学习；

 完成92门课程，694学时的课程学习；

 反思日志568篇，学习笔记385份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U会员研修 |

研修成果一



 学术周讨论分享参与200多人次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U会员研修 |

研修成果二

9:00-

10:15
吴石金 基于OBE的课程及课堂

10:15-

10:50
梁文华

More is Less Vs Less is More

---二语写作过程教学法之运用

10:50-

11:30
蒋盛芳

Integrating Specificity into EAP 

writing course

13:30-

14:00
马鸣 翻译类课程的教学感想

14:00-

14:30
彭燕 旅游英语课程的思政教学

14:30-

15:00
葛俊丽

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的案例分析

15:00-

15:30
戴剑娥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每学期2门课公开示范；

 推出院级各类教学改革33项；

 8人参与首届教学创新比赛，4人参加首届思政微课比赛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U会员研修 |

研修成果三

项目名称

基于OBE的阶梯型混合式英语口语第二课堂建设

基于第二课堂写作平台的大学英语写作实践教学改革

国际视野通识课程群体系建设与改革

讲好中国故事：“三位一体”多维融合叙事性外语教学模式研究

跨文化思辨理念下的英语视听说教学

一流本科教育背景下日语口笔译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基于SIOP理论的《通用学术英语》课堂教学改革

基于OBE理念的大学英语POA教学设计及实践

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的翻译美育途径

外教《英语口语》一二课堂融合式教学探索

笔译类课程协作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研究成效 |

提升了理论意识、反思意识、创新意识和主体意识1
技能课程不能只满足于对基础能力的训练，还应在思辨能力培

养上有所作为。语言教学不能仅仅是背诵课文和语法知识或语言点

的灌输，而应升华到师生思想火花的碰撞。

目前大多数的精读课按照课文的空间顺序从头到尾讲解，中间

会穿插一些阅读理解的问题、重点语言知识点的讲解等等，这样的

授课模式比较枯燥，也不利于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

精读课的准备过程要更加明细，以任务清单的形式提前发放给

学生，让学生针对问题作出独立思考并带入到课程中来。

很高兴看到浙江工业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师们的学习反思。教

学是一门艺术，需要教师潜心问

道。理论学习有助于教师通过琐

碎的教学活动 、学生表现等看到

教与学的本质，助力教师科学反

思自己的日常教学行为，从而发

现很多平常忽略的教学问题。学

而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杨鲁新教授反馈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研究成效 |

发展积极性增高、教学能力水平提升，教书育人热情高涨2
 在线资源建设有推进：建成3门线上慕课和SPOC课程；

 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成效：《通用学术英语》获评浙江省本科高校“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特等

奖和校精品在线课程；

 智能化教学有进展，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激发教学活力；

 校首届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将各1项，最佳组织奖、教学学术创新、设计创新奖

学生评价：英

语课也是唯一

一节我上课没

有玩手机的课。



 落实课程思政“四进”机制，制定课程思政大纲137门；

 建设特色双语思政素材库；

 培育“外语讲浙江故事”院级思政项目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育人素养 |

课程思政

系列课程思政培

训讲座，提升教

师课程思政能力



 举办学院第三届学术周；

 举办“文文融合文理融合”新文科建设论坛；

 举办欧亚共同体大型学术讲座

打造学院教师发展共同体三 | 科研素养 |

连续举办高端学术活动
营造科研态势和氛围



持续改进

 本聘期：

每年一个全员参修模块+特色模块；

 本年度：

研修内容：心理沟通模块、教学设计、混合式教学设计、课程思政；

研修形式：教学设计精进沙龙、教学思政案例集、视频库

四

短期目标



持续改进

理论层面：探索科学的外语教师素养构成能力框架；

 外语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外语教师如何获得这些专

业知识和技能? 外语教师专业的独特性是什么?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肯定

的答案（杨鲁新、张宁，2021）；

 由于外语教师素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研究者对该问题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各不相同，关于外语教师素质的内涵，至今尚无定

论，对相关外语教师素质的标准没有达成普遍共识（李 肖、展素贤

2013）

四

长期目标



持续改进

实践层面：持续优化教师发展的实践体系

 长效机制：保持教师研修的积极性、有效性、产出性；

 新时代视野：加强新文科、新国标视野下课程设计研修；

 科技赋能：运用互联网加智能赋能外语教学的具体途径；

 铸教育人；外语思政育人的载体、方式、文化品牌建设；

 开放协同：整合社会外语资源，协同各界育人力量，

四

长期目标



谢谢大家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