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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路径探究 

——以某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团队为例 

郭晓英 

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甘肃天水 

【摘要】教学团队的生态化发展旨在通过优化其内部生态系统，逐步构建一个良性互动、共同成长的团队共

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团队成员的教学能力、学术水平及社会服务能力得以持续提升，共同推动团队愿景的实

现。然而，地方高校在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教学观念滞后、评估管理体系不完善、教师

职称与年龄结构失衡，以及大学英语教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地方高校需构建生态化

的团队学习共同体，明确合作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与激励机制，更新教学观念，优化教师职称与年龄

结构，并充分展现团队的地域特色，以加速推动团队的生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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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teaching team 

---Taking the English teaching team of 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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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teams aims to optimize their internal ecosystems and gradually 
build a community of benign interaction and shared growth. In this community, teaching ability, academic proficiency, and 
social service capabilities among team members are continuously enhanced, jointly driv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eam's vision. 
However, local universities encounter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ir teaching teams, including 
outdated teaching concepts, imperfec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imbalanced teacher titles and age structures, and 
a mismatch betwee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need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local universities 
need to build ecological team learning communities, clarify collaborative goals, develop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update teaching concepts,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 titles and ages, and fully 
demonstrat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ms to accelerate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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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国家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

规划、方案与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各高校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构建教学创新团队，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

教学创新团队不仅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1]

教学团队的生态化发展，实质上是高校通过优化教学

团队的生态系统，促进教师群体及个体的不断学习与

实践，形成教学共同体，实现教学能力、教学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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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进而达成教学质量与共

同愿景的双重目标。[2] 

1 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的意义 
教学团队的生态化发展强调团队成员间的相互协

作、相互支持与共同成长，旨在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教

学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有助于教师间的专业成长

与合作精神的培育，还能显著提升教学质量。[3]教学团

队的发展是一个涉及教师个体、教师集体乃至整个教

育生态系统的共生发展过程。[4] 

1.1 提升教学质量与成效 
（1）促进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生态化构建的教学团队能够高效实现资源共享，

包括教学资源、教学经验及教学方法等。团队成员间的

优势互补使得教学内容更为全面深入，进而提升教学

整体质量。 
（2）推动教学革新与发展  
生态化教学模式秉持创新理念，倡导在教学内容、

方法、理念及手段上实现全面革新。这种创新能够激发

学生的求知热情，显著提升教学效果。 
1.2 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协同能力 
（1）确立共同的教育信念 
在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生态化教育团队不断反

思教育并重构教学，形成统一的教育信念。这种信念极

大地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促进了成员间的协同合作。 
（2）建立“团队共进、个性彰显”的培育模式 
生态化发展的教学团队注重团队整体进步与个体

发展的有机结合，既着眼于全校教师的整体提升，又兼

顾不同层次教师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这种培育模式有

助于发挥团队成员的专长，提升团队整体效能。 
1.3 助推学生的全面发展 
（1）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生态化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成

为生态课堂的真正主人。这有助于学生发挥主观能动

性，促进全面发展。 
（2）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技能 
生态化教学模式高度重视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

力的培养，通过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与发挥空间。 
1.4 推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1）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环境 
生态化发展的教学团队对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环

境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营造卓越的教学环境与浓郁

的文化氛围。 

（2）强化学校办学实力 
通过构建生态化教学团队，学校能够全面提升教

学质量与科研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办学层次与综合竞

争力。 
2 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的核心要素 
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旨在教育环境中构建一个相

互依存、协同进步的生态系统，实现教学团队的共生共

荣。此过程依赖于合作、共享与反思等机制，以促进团

队成员的个体成长与团队整体的飞跃。 
2.1 明确共同目标 
教学团队需确立清晰的共同目标与愿景，确保全

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需通过定期召开团

队会议、深入讨论与细致规划来实现。 
2.2 相互扶持 
教师间应建立相互支持、资源共享的紧密关系。通

过定期交流、分享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评估策略等，

共同提升教学水平。 
2.3 专业成长 
教学团队应鼓励成员追求专业发展，提供丰富的

培训机会与资源支持。这包括参与各类研讨会、研究项

目、培训课程等，以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2.4 反思与革新 
教学团队需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与评估，准确识别

团队的优势与不足，并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计划。

这可通过定期举行评估会议、开展教学观摩、实施互相

评估等方式来实现。 
2.5 协同学习 
教学团队应倡导成员间的协同学习与合作研究，

通过定期组织研讨会、教学研究小组、合作编写教学资

源等活动，促进知识与智慧的碰撞与融合。 
3 某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的背

景 
3.1 “三进”工作提升内涵建设 
在大学英语“三进”教学改革中，应全面加强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将爱国主

义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5] 

组织团队教师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

切实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团队教师学习习近平全国

教育大会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和理论，

狠抓“三进”工作的落实，将“三进”工作渗透到教学

大纲、授课教案和教师教学设计的各个环节。团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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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师德集中学习

教育”，重点学习“思想铸魂”“固本强基”和“以案

促学”模块。 
3.2 “思政育人”目标融入生态化发展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提出，大学英语教学应

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6] 

突出“立德树人”和“教育强国”理念：在思政教

学目标中体现“价值观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

授”等方面；召开学生座谈会，征求学生对大学英语教

学团队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以学促教。鼓励团队教师

积极申报“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科研课题，以研促教。 
4 大学英语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的困境 
4.1 团队教学理念有待更新 
团队教师教学中存在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

考试为中心的现象，对学生的需求关注度不够。由于学

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 C 级和体音美专业学生

英语水平较差，上课时存在英语语言输入数量不足、质

量较差的现象。 
4.2 团队评价管理体系有待提高 
团队教学管理模式有待提高，重共性、轻个性；模

式僵化；教学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统一可量化的评

价标准。 
4.3 团队教师职称年龄结构失衡 
团队中高级职称教师数量较少且年龄偏大，中青

年教师数量偏多但职称偏低，职称晋升困难。 
4.4 大学英语教学效果与社会发展需求不对等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

应试教育、轻素质培养的现象。学生学习大学英语的动

力不足，教学投入和产出不对等。 
5 大学英语教学团队生态化发展的路径 
5.1 制定生态化发展目标 
教学团队的生态化发展可促进团队成员的专业发

展，包括整体性、系统性、功能性和自主性等理念。设

定明确的生态化发展目标，如提高教学能力、学术水平

和社会服务能力，以及实现共同愿景等。优秀的教学团

队必须首先产生被全体成员所认可并共同承诺的以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的愿景目标，这有利于团队建

立良好的动力机制，形成拥有专业技能、勇于承担责任

并相互信任的团队精神。[7] 

5.2 更新团队成员的教学理念 
大学英语教学团队采用 OBE（成果导向）教学理

念，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将课程思政融

入教学，确保英语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跨文化意识与

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完成教育责任

与使命。 
5.3 完善教学评价管理体系 
加大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跟踪和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等基本信息数据，构建学

生个人学习档案，分析学生学习行为特征，为不同类型

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评价反馈。 

 

图 1  教学评价体系 

5.4 有效改善团队教师的职称、年龄、学源结构 
通过传帮带和示范提升团队教师的教科研能力与

水平，优化职称结构；鼓励教师参加线上线下学术会议、

职业技能培训和研讨会，提高教学科研能力，掌握最新

教育教学技术；引进与培养高学历教师，优化学历结构；

拓宽教师继续教育渠道，优化学缘结构。 
5.5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针对学生的个体差

异因材施教；针对团队成员的专业需求及时充电。如面

授（线下）、自修（线上）+辅导答疑（线上+线下）；

开展教学理论探讨和完善（线上线下学术讲座、教学团

队、教科研项目、师生坐谈）；语言技能训练方式（课

堂教学、线上自主学习、英语趣配音、学生视频作品）。 

 

图 2  多元化教学方式 

5.6 加强大学英语团队的课程及资源建设，对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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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求 
通过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综合

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以及中西文化方面的知识，

使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今后工作中能用英语比较有效地

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以适

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1）课程建设整体思路 

 

图 3  课程建设思路 

（2）实行分类分级教学 
大学英语开设 2 个学年，即第一、二学期 3 学分，

第三、四学期 2 学分，共 10 个学分；将学生分为 5 类：

实行分级分类教学，分别为：伏羲书院鸿勋文科班、理

科班，由学校教务处直接管理；其余分为文科类（文传、

历史、思政、教育、商），理科类（数统、物理、化学、

生物、资环），工科类（机电与土木工程、电信与电气、

汽车服务），体艺类（音、体、美）。 
理科、工科、体艺四大类，A、B、C 三级。A 级：

大学英语高级班 20%；B 级：大学英语中级班 60%；C
级：大学英语初级班 20%。 

（3）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 
通过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让学生汲取中西文化

的精华，逐渐形成跨文化交流意识，培养跨文化交流能

力，树立国际视野，培养家国情怀，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形成正确的三观。教学设计中将隐性育人的家国情怀、

责任担当、大国风范、伟人魅力、生态发展、科技强国

的理念，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技巧，融入显性的单元主题

和课程内容，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5.7 彰显团队地域研究特色 
立足于陇东南地区，把握大学英语教改精髓，倡导

实用性英语教学，加强始祖文化和陇东南本土习俗文

化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渗透，始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础内涵和根源所在，其核心为以“三皇五帝”为

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以陇东南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

轩辕为例，主要从多模态始祖文化对外传播研究、陇东

南始祖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陇东南始祖文化对

外传播平台建设三个方面对陇东南始祖文化传播进行

研究，彰显地域特色。 
5.8 建立激励机制、保障团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1）实行“滚动优化制”，采用内部培养与引进

方式加强团队建设 
淘汰不参与大学英语教学，完不成团队分配的科

研成果的成员；引进科研能力强，对大学英语教学有激

情、教学效果好的新成员。建立团队的生态化评价机制，

建立一支充满创造力和凝聚力、结构合理的队伍，实现

团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2）推行个人发展计划 
为每个团队成员“量身定制”适合个体的发展规划，

以满足不同成员的专业发展需求。通过个性化的发展

计划，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促进他们的

专业成长。 
鼓励团队成员进行教学反思，形成个人反思的资

料库，作为个人专业成长的记录。通过反思和总结，帮

助团队成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升他们

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 
（3）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 
设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如评优评先、职

称晋升、经费支持等，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通过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为团队成员提供良好的

发展环境和条件，促进他们的专业成长和团队的整体

发展。 
6 结语 
教学团队的生态化发展路径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需要团队内部和外部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支持。通

过制定生态化发展目标，更新团队成员的教学理念，完

善教学评价管理体系，有效改善与提升团队教师的职

称、年龄、学源结构，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提高团队

教学效果、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彰显团队地域研究特色，

建立激励机制、保障团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等措施，促

进教学团队的生态化发展，提升团队的教学质量和专

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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