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曾经介绍过教师发展的理论模

型，认为大学教师发展至少要涉及专业发

展、组织发展和个人发展三个方面。高校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教师队伍的各项发展，包括

教师培训、专业指导、研讨交流和个体咨询等。教

师发展评价可以帮助高校了解目前的专业发展现

状、组织发展现状和个人发展现状，发现教师在能

力、行为、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院系环境、

政策资源等对于教师工作的支持程度，帮助教师强

化职业角色，持续改善院系环境，做到培训有依据、

研讨有方向、服务有目标，更好地促进教师发展。

关注教师发展的更多内容，请参阅本刊
2014 年 4 月刊《教出来的教师》一文。

注

关注教师发展评价数据应用的更多内容，请
参阅本刊2015年1月刊《教师痛苦，知乎？
解乎？》一文。

注

教师有压力？教师有诉求？教师求帮助？

数据帮你扫描看诊，高效解决教师各项职业发展问题。

数据透视教师发展

文 | 麦可思 宋燕琴

图 1 教师发展理论体系

如何通过评价数据透视教师发展问题，配合高校各部门进行教

师管理工作，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育的质量改善，是学校进行

评价的目的，也是学校实施改进的前提。本刊曾经介绍过教师发展

评价在培训基础教学能力、缓解教师职业压力和改善教师工作环境

方面的数据应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教师的科研发展、行为

表现、职业目标和职业满意度等方面。

1  提升教师科研质量

科研工作质量一方面取决于教师自身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

也需要学校的支持与帮助。通过测量教师的各项科研能力水平、

教师对于学院和院系各方面科研支持的评价，以及教师在实际科

研工作中所面临问题与困境的反馈，可以帮助学校明确教师需求，

更好地支持教师科研工作。

图 2 反映了某大学全体教师在科研工作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多数教师在课题申报、时间精力和科研创新上存在困难，需要学

校给予相应的培训和协助。分析过程会具体到院系和专业层面，

并且按职称、工龄、性别等进行教师群体划分，帮助学校把握各

院系、各专业，以及不同类型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趋势特点

和现状问题，从而更加准确地实施改进策略。

2  改善教师行为目标

教师的外在行为表现与内在目标倾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教师的职业价值观与职业追求。通过引导与改善教师的行为表现

与职业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师发展与学生发展的统一。

麦可思结合国外高校各类教师行为评价量表，总结归纳出 13

条教师基本行为。图 3 反映了本校教师在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和学

术诚信方面的总体表现情况，其中，教师在“关怀学生，不忽略学

生作为个体存在”方面有待加强。

某所大学教师职业目标主要倾向于“成为所在专业领域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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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所在专业领域的权威

成为学校或院系的管理干部

追求好的经济收入

供养家庭

影响社会观念

成为一名好教师

图 4  教师职业目标倾向比例（%）

来源：麦可思某所大学教师发展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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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职业发展、关注组织的制度环境和工作氛围，是学

校在教师管理中制定决策和实施改进的依据，也是学生培

养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基础保障。

威”和“成为学校或院系的管理干部”，“成为一名好教师”

的职业目标倾向比例最低，反映出教师对于学术与行政

权力的追求，需要引起学校注意。

3  提升教师满意度

教师对于自身职业的满意与理解直接决定教师对工

作的态度和积极性。通过了解教师对于职业的总体满意

度、教师对学校各方面和工作各方面的评价，以及教师

对学生的态度等，了解教师当前职业发展现状，分析教

师对学校、工作以及学生不满意的原因，帮助学校找到

可以改善的、有利于教师发展的方面。

某所大学教师发展评价研究显示，如果可以重新选

择，55% 的教师还会选择当一名大学教师，37% 的教师

还愿意来本校任教，总体反映了教师对于职业的认可程

度和教师对于学校的满意程度。

关注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科研发展、关注教师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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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评价以教师自评数据为主，关注教师职业发

展问题，对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行为规范、心理

状态、班导师工作以及学校的工作环境、资源支持等方面

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帮助学校提升教师能

力水平、改善院系工作氛围、提高教师满意度，最终促进

教育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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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学生，不忽略学生
作为个体存在

图 3  教师基本行为表现状态（%）

来源：麦可思某所大学教师发展评价数据。

34

8

7

14

4

34

37

43

2

2

2

2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未

尊重并公平对待每个学生

同事之间彼此尊重

要求自己和学生做到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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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课题申报过程困难重重

科研课题的创新度不高

科研关键技能掌握不够

相关科研经验不足

缺少和同事的学术交流

校内可利用资源不足

项目的组织协调难以把握

图 2  教师各项科研问题发生比例（%）

来源：麦可思某所大学教师发展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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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任务过重，
时间精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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