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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has become a topic in urgent need of in-dept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ed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the	shortag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hich limit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explore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feasible paths and strategies from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eaching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perspectives, aiming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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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一流”背景下，民办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当前亟须深入研究的议
题。研究发现，民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师资短缺、教育资源不足等，这些问题限制了教师
教学水平的提升。因此，探讨适应“双一流”背景下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显得尤为迫切。论文从学科建设、
教学培训与评价、国际合作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路径和策略，旨在为民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提升
教师教学水平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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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作为中国高等教

育改革的核心方针，“双一流”政策旨在提升一批高校的整

体水平，加强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政策框

架下，民办高校面临着来自政策导向 [1]、教育资源配置 [2]、

师资队伍建设 [3]、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4] 等多方面的挑战。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作为其中之一，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

点。为应对这一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

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组织教师培训 [5]、积极参与科研 [6] 等

方面。然而，随着“双一流”政策的实施，民办高校对教师

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论文首先通过

揭示民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其

次，结合教育资源配置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我们将

探讨当前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与提升机理，最后提

出学科建设、教学培训、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的路径，以期

为民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提供有力 

支持。

2 “双一流”政策对民办高校的影响

2.1 “双一流”政策出台背景
在“双一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旨



194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在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以此为重要战略方针。

2015 年，中国国务院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的目标，旨在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该政

策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综合手段，如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

学科建设，提高中国高校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力，促进整

体教育水平的提升。政策提出后，中国启动了“双一流”建

设计划。2017 年，教育部公布了首批 42 所“双一流”高校

名单，其中包括 9 所“世界一流大学”和 33 所“世界一流

学科”。随后，政府陆续增加了资金投入，支持高校的科研

项目、人才引进、师资培训等方面。2019 年，第二批 42 所“双

一流”高校名单出炉。通过“双一流”建设，一些高校在学

科建设、科研水平、师资队伍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一些学科进入了国际一流水平，高校在国际排名中有

了更好的表现。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促使高校更加注

重科研创新，吸引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学者和研究团队。

2.2 民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
从政策本身看，“双一流”政策的制定对民办高校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该政策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参与国

家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机遇，加强了对民办高校的政策支

持和资金投入。民办高校有机会通过提升学科建设、教学水

平等方面获得“双一流”认定，进而享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

为其提升办学水平、加强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

实施“双一流”政策也给民办高校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压

力。政府对一流高校和学科的大力支持使得它们在师资、科

研、国际化等方面具备更大的优势，从而使得一些民办高校

在争取“双一流”认定时面临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为

了适应政策的要求，民办高校需要更加努力地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科研水平提升，以及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高。

从民办高校自身看，民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既

有其独特的优势，也面临一些挑战。在管理机制方面，民办

高校通常拥有更为灵活的管理机制和机构运作，能够更迅速

地适应社会需求和教育变革，这种灵活性有助于他们更快速

地调整专业设置，引入新的教育模式，以更好地满足当前和

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

在学科建设方面，民办高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

根据市场需求迅速调整专业设置，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适

应新兴行业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朝着更具前瞻性和实用性

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与企业和其他高校的合作，民办高

校能够引入先进技术和理念，促进学科建设的提升。

在人才培养方面，民办高校通常更注重实践教育，与

企业建立紧密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多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可

能更灵活地开设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培养更具有创业精神和

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有助于满足社会对于全面发展、实际

能力强的人才的需求。

然而，民办高校在资金方面可能相对匮乏，这可能限

制了一些大型项目和科研的开展。由于历史相对较短或资源

相对较少，一些民办高校的声誉相对较低，需要更多时间和

努力来积累优势，这些劣势可能使得一些民办高校在“双一

流”建设中面临挑战，需要通过创新和合作来弥补。

3 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现状及提升机理分析

3.1 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现状
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呈现多方面特征。一方

面，民办高校的师资培养理念相对滞后，师资培养培训体系

不够健全，高层次人才引进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可能存在

年龄结构年轻化的趋势，学历结构不够平衡，兼职教师比例

较高，年轻教师的能力素养相对较弱且成长较为缓慢。另一

方面，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意识相对薄弱，教育资源配置不

够均衡，缺乏团队合作意识，教师的创新能力较为有限，科

研成果相对较少。

3.2 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理分析
在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理方面，内部驱动因

素主要包括教师个人发展需求、学校发展需求和社会需求。

在“双一流”背景下，民办高校的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

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适应教育改革的发展需求。学校对

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以适应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

需要。学校需要通过提供培训、交流和学习机会，激发教师

的教学积极性和创新性。与此同时，民办高校教师的教学能

力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社会形象和教育质量。社会对高质量教

育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也更为严格。

外部驱动因素方面，政策支持、行业影响和技术创新

是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政府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设立项目、加强政策评

估等方式，为民办高校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了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升。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行业

逐渐壮大，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这使得民办高校

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直接影响行业整体水平。行业内的压力

和竞争促使民办高校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以适应行

业发展需求。最后，科技的发展为教育行业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为民办高校

教师教学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技术创新，民办高校可以突

破传统教学模式，实施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新型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技术创新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

源和工具，使教师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进而提高教学

能力。

4 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

4.1 加强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推动教学水平整体

提升。
在加强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方面，民办高校应该注重

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建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引导

教师集中精力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科，从而推动教学水

平整体提升。首先，应该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成立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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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小组，由学科带头人和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制定学科建

设规划。在制定规划过程中，需要深入了解学科在“双一流”

政策背景下的现状，明确学科的优势和不足，根据学科的定

位确定短期和长期的规划目标。其次，应该更新实验室设备，

更新学科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提高实验条件，以支持学科研

究。此外，还应设立研究中心，建立学科研究中心，组织学

科团队进行前沿研究，推动学科的创新发展。最后，应发挥

学科团队的优势，支持项目申报，为教师提供科研项目申报

的支持，鼓励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级别的科研项目。同时，

应推动学科团队协同申报，以提高项目的质量和影响力，从

而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

4.2 加强师资引进，提升教师素质。
在加强师资引进，提升教师素质方面，民办高校应采

取人才引进和招聘等措施，引入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专业背

景的优秀教师，以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同时，学校还可以

通过组织教师参加各类教育培训和学术活动来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从而吸引和留住更多优秀人才。例如，

民办高校的教师可以积极参加各类专业培训、研讨会、学术

论坛等活动，以拓宽知识视野、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学技

能。这些培训活动可能包括国内外访问学者项目、高级教师

培训课程、教育技术培训等。

4.3 建立合理的薪酬待遇与评价体系，激发教师教

学积极性。
在激励机制方面，民办高校需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待遇

与评价体系，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升其教学能力。

一方面，需要确保薪酬待遇的公正合理性。应根据教师的教

龄、学历、职称等因素，设定相应的薪酬标准，确保教师的

收入与其教学表现相匹配。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

体系。评价体系应综合考虑教师的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包

括学生的评价、教学效果等因素。只有将教学绩效与薪酬待

遇相挂钩，才能真正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4.4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升教学效果。
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首先，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内容。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可以

迅速获取最新的教育资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以不断更

新教学内容，使其更加贴近时代需求。其次，创设多元化的

教学方式。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可以采用在线教学、微

课程、翻转课堂等方式，以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应根据学

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以促进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最后，加强教学评价与反馈。

通过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可以实时收集学生的学习数

据，从而进行教学评价。通过对教学数据的分析，教师能够

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调整教学策略，以提高教学

效果。

4.5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宽国际视野。
通过加强与国际一流高校的合作与交流，签署合作协

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明确合作领域，推动双方在教育

领域的深度合作。民办高校可以引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

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以拓宽教师的国际视野。这种全球化

的教学体验有助于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教学水

平，以适应“双一流”背景下国际化教育的需求。

其一，建立国际化团队，通过招聘国际背景的教师，

引入具有国际教育经验和专业背景的外籍教师，以丰富教学

团队的多元化。同时，鼓励本校教师出国深造，设立奖学金

或资助计划，以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交流访问，从

而提升他们的国际视野和专业水平。

其二，发展国际合作项目，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推动教师参与国际研讨会、研究项目，促进学术合作。同时，

推动学生进行国际交流，以培养跨文化沟通和合作能力。鼓

励开设多语种课程，以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

在设计课程时，可以融入国际教育理念，并结合国际最新教

学资源，以提升课程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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