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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的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对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通过问卷调查法

系统考察河南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组织设置、职能发挥、运行管理等现况，发现其在应对高等教

育智慧化转型上面临行动力、服务力和创新力不足等问题。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应以推动智慧教育

背景下的教学发展为宗旨，以解决教师发展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强化教发中心研究能力与示范带动

效应为重点，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转变职能定位、创新服务项目与平台、优化工作团队、整合资源多

方协同等措施，优化自身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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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素养决定

教育质量。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将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推动高校发展的核心与基础，积极

探索优化教师队伍的方法，力图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把高校教师队

伍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中共中

央、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相继提出并部署了

“搭建校级教师发展平台……全面提高高等学

校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创新型的教师队

伍”［１］、“引导高等学校建立适合本校特色的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教

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２］等系列工作任务。在

国家政策的持续引导下，我国高校自２１世纪初

开启设立促进教师教学发展的专门机构的探索

实践［３］；教育部高教司也继２０１２年将厦门大学

等３０所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评定为国家

级中心后［４－５］，于２０１６年启动支持高校普遍建

立教师发展中心以完善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机

制、全面推进教师发展性评价的改革，从而推动

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正式步入规范化、

制度化、内涵式发展阶段［６－７］。与此同时，学术

界也展开了相应研究，并且跟随高校教师发展

中心的建设实际，将研究焦点逐渐从其组织结

构和运行模式［８－１０］、运行目标和运行内容［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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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转向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形成良性运

行机制的问题上，提出加强组织工作的顶层设

计、完善机构设置、提升工作者专业化水平、加

强资源共享、构建多样化教师发展模式与制度

保障等优化策略［１３－１４］。

然而，伴随社会发展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

高等教育迎来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

媒体化迈进的新阶段，这使得各地高校教师发

展中心提质建设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在这一

背景下，河南省积极响应高等教育智慧化转型

的时代要求，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２．０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等指导

性文件精神，结合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出

台《河南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提出以打造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夯实高等教育发展之

基为抓手，大力“推进培训、教研、电教、科研部

门有机整合，不断加强教师发展机构和专业培

训者队伍建设”“加快培养熟练应用信息技术

的新型教师”［１５］等发展任务，并明确“到２０３５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省、人力

资源强省和人才强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进

入全国上游行列”［１６］的发展目标。围绕智慧教

育，近年来学术界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初步探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中国智慧教育蓝皮

书（２０２２）》，从教育理念、体系结构、教学范式、

教育内容、教育治理等维度较全面地阐述了智

慧教育的内涵［１７］；也有学者探讨了智慧教育视

域下教学模式［１８］、课程知识［１９］、课程考核［２０］等

具体教学环节的建设与改革问题。但聚焦于智

慧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如何依托信息

技术重塑功能定位、完善运行机制，进而更高效

地赋能教师智慧教学素养提升问题的调查研究

尚且较少。

本文拟通过河南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工作

人员的问卷调查和５所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走

访考察，在厘清其组织设置、职能发挥、运行管

理等方面建设现况的基础上，剖析智慧教育背

景下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在教育信息化转型阶段

面临的问题，进而探讨优化高校教师发展中心

运行机制的政策措施，以期为智慧教育背景下

的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和参考。

　　一、河南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

运行现状

　　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教育厅颁发《关于开展省

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高校以提升中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和教

学能力为目标，建设具有学科和区域特色的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并相继出台多项措施引导和

激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充分发挥对高等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的支撑作用。２０２１年初，河南省高

等学校教师教学发展管理服务中心成立，旨在

为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提供业务指导、教师培

训等专业化服务。同时河南省教育厅从２０２０

年起分三批遴选出郑州大学等３５家本科高校

教师发展中心作为省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进行资助建设，要求各中心紧紧围绕新时代教

师教学发展需求，积极探索适合河南省情校情

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机制，同时在开展教

师培训、教学改革、研究交流、咨询服务等方面

充分发挥区域示范引领作用，为河南省高等教

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助力。截至目前，河南省

已有５４所本科院校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１．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为了解河南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以下简

称教发中心）运行状况，在全省各地市的本科

高校中开展了“本科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发展现

况”问卷调查。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即

从各地市的本科高校中随机抽取１～３所高校，

再从其教发中心的工作人员中随机抽取１人填

写问卷。为保证抽样代表性，对各地所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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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层次、类别进行了适当控制。本次调查共

发放并回收问卷３０份，剔除填写不完全的问

卷，回收有效问卷共２７份，有效率达９０％。

教发中心所属高校情况见表１。在２７名

调查对象中，除１名来自河南省“双一流”高校

外７０．３７％的来自普通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

其余则来自民办和其他类型高校；从高校规模

看，调查对象所属高校的专任教师规模主要集

中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人和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人，分别占

比３７．０４％％和３３．３３％。可见，此次调查的高

校教发中心主要来自规模中等的普通应用型本

科院校。

调查对象以高校教发中心主任（或常务副

主任）和行政工作人员为主，分别占比４４．４４％

和４０．７４％，还有少量在中心负责培训和学术

研究的教师；在当前岗位的任职年限大多（约

８５％）不满５年，但也有约１５％的教师超过了６

年甚至１０年（见表２）。可见，此次调查对象主

要是在教发中心已工作一定年限的一线工作人

员，他们不仅对中心常态化运行与管理较为了

解，也对中心运行困境、改革方向等问题有一定

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本研究数据的

可靠性。

２．建设运行现状

（１）建设进入提质增效阶段，独立性趋于

强化

教发中心基本建设情况见表３。由表３可

知，此次调查对象所属高校教发中心主要成立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占比分别为２９．６３％和 ２５．９３％；

另有１４．８１％的教发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５年之前。

可见，河南省较早开启了高校教发中心的探索

实践，并在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发布支持高校普遍建

立教师发展中心的指导意见后，其成员数量达

到高峰。经过多年建设与经验积累，河南省教

发中心的发展已逐步从初创成长阶段迈向提质

增效阶段。

从属性看，教发中心被定位为教师教学服

务机构的占比最多，高达４０．７４％；其次被作为

行政机构和教辅机构，占比均为２５．９３％；另有

７．７１％被作为有多重属性的综合体。这表明经

过多年建设发展，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愈加专

注于为教师专业发展、教育实践、教学研究等教

育教学活动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与支持，但部

分高校教发中心行政化倾向仍然存在。

从行政隶属关系看，目前河南省教发中心

仍以独立建制的趋势挂靠于人事处或教务处，

占比达到７０．３７％，其中有２９．６３％的高校教发

中心已成为学校直属的独立部门；同时，教发中

心主任也不再以人事处、教务处等相关部门的

领导或副校长兼任为主，而以专职行政人员出

任主任相对最多，占比达３７．０４％。

表１　高校类型与专任教师数量情况

样本特征 属性 样本数／个 占比／％

高校类型

双一流类院校 １ ３．７０

普通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 １９ ７０．３７

高职高专院校 ０ ０．００

民办高校 ６ ２２．２２

其他 １ ３．７０

高校专任

教师数量

５００～１０００人 ３ １１．１１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人 １０ ３７．０４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人 ９ 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人 ２ ７．４１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人 ２ ７．４１

３０００人以上 １ ３．７０

表２　教发中心工作人员职务与任职年限分布情况

样本特征 属性 样本数／个 占比／％

担任职务

中心主任／（常务）副主任 １２ ４４．４４

培训（咨询）人员 １ ３．７０

学术研究人员 ２ ７．４１

行政工作人员 １１ ４０．７４

其他 １ ３．７０

任职年限

０～５年 ２３ ８５．１９

６～１０年 ２ ７．４１

１１～１５年 ２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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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作人员配备上来看，教发中心拥有专

职人员的比例为８１．４８％，拥有教学兼职人员

的比例为６２．９６％，一部分存在少量专家挂名，

占比为１１．１１％。

综上，从建制到主管领导任命再到主要工

作人员的配备，河南高校教发中心的独立性总

体上趋于强化。

（２）以基本教学服务为主，兼顾管理监督

职能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工作职责情况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在部门设置方面，教发中心普遍设

有教师发展科和教师培训科，占比分别为

７０．３７％和 ５１．８５％，开设教师教学研究科的为

１８．５２％。相应地，在业务开展上，９２．５９％的教

发中心以开展教师培训或组织教师业务学习、

经验交流为主要职能。７０．３７％左右的教发中

表３　教发中心基本建设情况

样本特征 属性 样本数／个 占比／％

成立

年份

２０１５年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８ ２９．６３
２０１７年 ７ ２５．９３
２０１８年 ３ １１．１１
２０１９年 ５ １８．５２

２０１５年之前 ４ １４．８１

机构

属性

行政机构 ７ ２５．９３
学术研究机构 ０ ０．００
服务机构 １１ ４０．７４
综合体 ２ ７．４１
教辅机构 ７ ２５．９３

机构

设置

独立部门 ８ ２９．６３
挂靠在人事处 １０ ３７．０４
挂靠在教务处 ９ ３３．３３

主任

任职

主管人事的副校长兼任 ０ ０．００
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兼任 １ ３．７０
人事处处长兼任 ８ ２９．６３
教务处处长兼任 ８ ２９．６３

人员

构成

专职行政人员 １０ ３７．０４
专职人员 ２２ ８１．４８

从事教学的兼职人员 １７ ６２．９６
专家挂名人员 ３ １１．１１

其他 １ ３．７０

心的主要工作是为教师提供教学资源，推动开

展教学、教师发展研究或提供教与学方面的咨

询服务。同时，教发中心的业务范围还覆盖实

施教学质量评估与提供评估咨询服务、对教师

教学进行管理监督和辅助有关部门开展教师绩

效考核、职称评定工作等。可见，现阶段河南省

教发中心的职能仍主要集中在提供配套资源、

搭建平台、组织培训等基本教学服务上。教发

中心在实施更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估、建立教

师教学发展的常态化监管机制、深入系统地开展

教学研究等更高阶的专业化职能建设与发展等

方面还任重道远。

（３）物质条件保障基本满足需要

本研究从场地、经费、专业人员支持和省、

市、校、院主管部门给予的外部支持４个方面考

察了当前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在运行发展中的

保障情况（见表５）。由表５可知，在场地方面，

７０．３７％的教发中心都配备有组织教师培训的

专用场地，且２９．６３％的培训专用场地面积高

达３００～４００平方米；在经费方面，７４．０７％的教

发中心年度工作经费都在１５０万元以内，但也

有１８．５２％的教发中心经费高达 ２００万元以

上，并且约７４％的教发中心经费能够满足正常

开展各项活动的需要；在专业人员保障方面，教

表４　教发中心工作职责情况

样本特征 属性 样本数／个 占比／％

设立

科室

教师培训科 １４ ５１．８５
教师发展科 １９ ７０．３７

教师教学研究科 ５ １８．５２
其他 １１ ４０．７４

主要

职能

开展教师培训 ２５ ９２．５９
推动开展教学、教师发展的研究 １９ ７０．３７

为教师提供教学资源 １９ ７０．３７
实施教学质量评估及评估咨询 ６ ２２．２２
为教师提供教与学等咨询服务 １８ ６６．６７
对教师、教学进行管理监督 ６ ２２．２２
组织教师学习、交流、实践等 ２５ ９２．５９
对教师绩效考核、评定职称等 ２ ７．４１

其他 ２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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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教发中心运行保障情况

样本特征 属性 样本数／个 占比／％

培训专用

场地保障

有，１００～２００ｍ２ ７ ２５．９３
有，２００～３００ｍ２ ６ ２２．２２
有，３００～４００ｍ２ ８ ２９．６３

每次培训临时找场地 ６ ２２．２２

年度工作

经费保障

５０万元以下 ６ ２２．２２
５０万～１００万元 ９ ３３．３３
１００万～１５０万元 ５ １８．５２
１５０万～２００万元 ２ ７．４１
２００万元以上 ５ １８．５２

专业人

员保障

国家（省）级教学名师 ６ ２２．２２
精品课程负责人 ９ ３３．３３
学科带头人 ８ ２９．６３
教学督导 ６ ２２．２２

教学专家（不包含专职人员） １０ ３７．０４
其他 １３ ４８．１５

外部支

持保障

财政拨款 １４ ５１．８５
研究项目 ８ ２９．６３

教学改革项目 ９ ３３．３３
访问、培训 １９ ７０．３７

定期组织交流与研讨 １６ ５９．２６
其他 ４ １４．８１

发中心工作队伍中各类教学业务骨干、专业技

术人员的占比超过一半，约为５２％，其中又以
兼职的教学专家（占比为３７．０４％）和精品课程
负责人（占比为３３．３３％）为主；在外部支持方
面，目前教发中心可获得的支持主要为由省、

市、校、院等主管部门提供的访问与培训机会、

定期组织的同行交流与研讨和财政拨款，占比

分别为７０．３７％、５９．２６％和５１．８５％。
可见，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组织开展各项活

动所需的场地、经费等物质条件已基本得到满

足，但在吸纳高层次教学专家来提升教发中心工

作的专业度和影响力、通过更多的项目支持来深

化教发中心自身的研究能力等方面的保障还有

待加强。

（４）受访者对中心职责的主观评价不一
本研究调查的教发中心发挥作用的主观评

价见表６。由表６可知，４４．４４％的受访者认为
教发中心在推动本校教师教学改革与创新上居

于重要地位，承担主要职责，但同时也有约

４０．７４％的受访者认为教发中心只处于一般地位，

表６　对教发中心发挥作用的评价

样本特征 属性
样本

数／个
占比

／％

推动本校

教师教学

改革与创

新的作用

处于核心地位，发挥引领作用 ２ ７．４１
处于重要地位，承担主要职责 １２ ４４．４４
处于一般地位，经常开展活动 １１ ４０．７４
处于边缘地位，偶尔开展活动 ２ ７．４１

推动本校

教师职业

发展的

作用

处于核心地位，发挥引领作用 ７ ２５．９３
处于重要地位，承担主要职责 １１ ４０．７４
处于一般地位，经常开展活动 ７ ２５．９３
处于边缘地位，偶尔开展活动 ２ ７．４１

主要负责组织开展相关活动而已。对于教发中

心在推动本校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受访

者的评价结果不一，分别有２５．９３％和４０．７４％

的受访者认为教发中心在该领域处于核心或重

要地位并承担着引领或主要职责，但也有２５．

９３％的受访者认为教发中心只是经常组织教师

活动，还有７．４１％的受访者认为教发中心处于

边缘地位。可见，虽然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在推

动教学改革、促进教师发展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但与成为引领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力量

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二、智慧教育背景下河南省高校教

发中心建设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

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从机构设置到业务开展再

到物质保障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主要是与

传统工业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结

果。面对智慧教育新形势，肩负推动高校教师、

教学与时俱进变革使命的教发中心尚未做好转

型应对的充分准备，在实际建设与运行中尚存

在以下问题。

１．自主推动和带动多方共促高等教育智慧

化转型的行动力有待强化

据前文调查得知，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的独

立性已有所提升，但大部分的教发中心挂靠于学

校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兼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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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使得教发中心很难

完全摆脱承担行政职责或充当教辅行政机构的

行政色彩。与此同时，教发中心虽然与教务处、

人事处和各学院教学教务部门都有较多的业务

往来，但未能借此建立良好密切的协作互惠关

系，尚不能借他方之力促进自身发展以增强自身

话语权。因此，现阶段高校教发中心既缺乏独立

引领本校教育教学向智慧化转型的行动能力，也

很难有效倡议并拉动各方共建顺应智慧教育快

速发展需要的校内智慧教育生态。

２．工作者队伍支撑高等教育智慧化转型的
服务力有待提升

尽管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已普遍实现工作

人员的专职化和全职化，但其所吸纳的校内外

专家、名师级别的高层次专业人员还相对有限。

工作者队伍中专兼职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导

致教发中心在追踪教育教学发展的前沿动向，

并快速迎合时代变化转变教育教学服务职能上

不仅面临自身专业能力的制约，也缺少来自外

部的常态化专业性、前瞻性业务指导，进而使其

工作陷入滞后于教育智慧化转型和教师智慧化

教学能力提升等发展需要的困境，难以充分发

挥引领与推动高等教育教学向智慧化转型升级

的作用。因此，在提质增效的重要阶段，河南省

高校教发中心需进一步引智聚力，吸引更多高

层次教学专家、名师加入教发中心，借助他们在

技术、资源、影响力上的优势，提升教发中心工

作的专业度和实效性。

３．顺应高等教育智慧化转型拓展业务内容
的创新力有待深化

现阶段河南省高校教发中心仍以开展教师

培训、举办教学讲座、组织教学研讨和竞赛活

动、提供教学技术咨询与资源支持等常规教师

教学服务为主要职责，疏于探索与推广智慧教

育时代需要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数字化教学方

法，对信息化时代教师智慧教学能力提升与个

性化专业发展的职业规划缺少深思与创新实

践，对打造本校特色教育教学品牌项目和申报

高级别教师教学改革与创新项目缺乏独立的学

术研究。同时，高校教发中心对通过加强同行

联系、拓展校外资源来扩大自身区域影响力与

辐射力的业务普遍缺乏应有的关注，从而导致

其职责繁多却难以集中力量突出工作特色。

　　三、智慧教育背景下河南省高校教

发中心运行优化策略

　　综上，经过多年实践，河南高校教师发展中
心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行政色彩逐渐弱化，职

能愈加丰富，运行保障也日益完善，但在推动高

等教育、教学、教师高质量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

仍有待提升。特别是在智慧教育时代对教学改

革与教师发展提出新要求的背景下，教发中心

如何从本校发展实际出发，在建设与运行中积

极践行智慧教育理念，有效提升教师智慧教学

能力、推进智慧教育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鉴

于此，优化智慧教育背景下河南省高校教发中

心运行，应从加强教发中心的顶层设计、职能定

位转变等方面作出改进。

１．注重顶层设计
其一，以推动智慧教育背景下的教学发展

为宗旨。服务于教师教育、推动教学改革和人

才培养工作，始终是教发中心的根本任务。随

着智慧教育时代的到来，教发中心建设与运行

应紧密围绕新时代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

求，合理布局、健全机制、凝练特色，不断提升专

业化服务能力，为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内涵建

设和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其二，以解决智慧教育背景下的教师发展

实际问题为导向。教师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

键，教发中心作为高校内设机构，其核心作用是

持续促进本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教发

中心建设和运行应以引导全体教师树立智慧教

育理念为出发点，追踪并精准捕捉智慧教育时

代教师教学与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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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围绕教师智慧教学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生涯

的可持续发展，不断优化自身管理与运行机制。

其三，以强化智慧教育背景下教发中心研

究能力与示范带动效应为重点。教发中心应重

点关注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教学和人才培

养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积极展开深入研究。

通过深入研究，发掘智慧教育的本质，从而精准

定位、拓展职能，以更有效地推广智慧教育理念

和推动智慧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发

挥研究与建设成果的示范带动效应，为本校与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做好服务。

２．优化运行的具体策略
其一，加强高校教发中心的总体规划。教

发中心应在深刻领会《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
《河南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加快推进河南教育现
代化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等国家和河南
省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智慧化方针政策的前

提下，以引导教师强化智慧教育意识、提升熟练

应用信息技术能力和培养创新思维为目标，结

合学校实际，重塑职能定位，优化发展规划，从

组织设置、平台建设、管理机制、人员配备、经费

支持、内外协同等各方面优化自身运行体系，打

造适应教育智慧化发展要求和学校特色的运行

平台与工程项目，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扩充

资源，使广大教师自发凝聚到教发中心的建设

与发展中来。

其二，转变高校教发中心的职能定位。教

发中心的根本任务在于服务教师与教学，随着

更具开放性、共享性的智慧教育时代的到来，教

发中心在职能定位上应进一步弱化行政职能，

凸显服务属性，逐步强化学术研究属性，以优质

高效的教学服务、先进的教育技术支撑、丰富的

教学资源储备、多样的教学研究实践机会赢得

广大教师的认同和信赖，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教

发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内驱力。

其三，创新高校教发中心的服务项目与服

务平台。教发中心应在尊重教育教学发展规律

和教师成长成才规律的基础上，将智慧教育理

念的内涵有机融入旨在提升教师教学育人能力

和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服务中，通过构建包括

培养培训、学术研究、资源建设、研讨交流、咨询

服务、追踪考核、质量评估等各类服务项目与平

台在内的教师发展体系，建立“培养 －评价 －
考核 －持续改进”一体化的教师发展通道，有
效助力教师发展。同时，应依据学校发展战略、

学科特色、教师成长诉求，凝练服务特色，形成

品牌价值。例如在教学培训方面，可针对新入

职教师、骨干教师、老教师、不同学科背景的教

师等分类施策，明晰不同群体的发展困境与诉

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目标、内容与方法；在

研讨交流方面，可与时俱进地围绕师德师风建

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智慧教学设计与应用、

教师数字化教育能力提升、优质课程打造、青年

骨干教师成长计划、教学名师工作坊建设、教学

压力排解等方向，采用讲座、访谈、沙龙、工作

坊、圆桌会议、线上会议、实地走访、现场观摩等

形式，吸引更广泛的教师群体更便捷地参与到

研讨交流中去；在数字化平台建设方面，可进一

步完善和拓展各业务数字化模块的开发、测试、

应用等功能，完善智慧教室等服务于智慧教学

的软件与硬件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管理。

其四，打造高校教发中心工作团队。建设

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工作团队是教发中心有

效开展工作的前提与保障，只有优秀的工作团

队，才能为教师成长、教学发展提供全方位、高

质量的服务。应在现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基础

上，根据学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吸纳高

水平专家学者、教学名师、学科骨干、中青年人

才等各类优秀教师以兼职身份加入教发中心，

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与学术研究能力，从

而推动教发中心更好地把握教学改革新理念、

更迅速地了解教学技术新发展、更有效地改进

工作模式，以实现服务能力质的提升。

其五，完善高校教发中心与多方的协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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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智慧教育时代强调资源共享与平台共

建，教发中心应顺势而为，通过打通学校与学

院、校内与校外教学资源对接的通道，完善教发

中心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与

国家级、省级教发中心的同行交流，搭建学校与

本校学科相关的知名企业的研发与成果转化合

作机制，以补齐自身发展中经费不足、专家稀

缺、经验匮乏等短板，并借助多方资源整合、协

同运行的合力，扩大教发中心的地区影响力与

辐射力。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

２０）［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６２３４．ｈｔｍ．

［２］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２０２３－０８－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ｓ７０５６／２０１１

０７／ｔ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１２５２０２．ｈｔｍｌ．
［３］　李红卫．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模式

的思考［Ｊ］．大学（学术版），２０１３（８）：３３．

［４］　邵丹萍，饶佳妮，袁媛，等．地方高校教师发展
中心的建设困境与突围［Ｊ］．湖北经济学院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８）：１２８．

［５］　赵宏，郏弋萍，欧阳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和青
年教师发展实施方案探究［Ｊ］．科技风，２０２１
（３２）：１５３．

［６］　孙浩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实践探索［Ｊ］．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５）：９６．

［７］　包淑芝，牛玉莹．黑龙江省本科高校教师发展

中心建设研究［Ｊ］．大庆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４）：１２１．

［８］　李红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的建设趋势研

究：以３０个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的
陈述稿为分析样本［Ｊ］．复旦教育论坛，２０１３
（１）：２９．

［９］　权灵通，何红中．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建

设历程与评价［Ｊ］．高教探索，２０１６（５）：１１８．

［１０］孙惠敏．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发展机构的建设思

路：基于比较的视角［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２

（７）：７４．

［１１］王森．美国高校教师发展工作历程、特点及启

示［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０（１８）：４４．

［１２］庞海芍，朱亚祥，周溪亭，等．教师发展中心如

何才能告别边缘化［Ｊ］．高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１８

（６）：９１．

［１３］刘永虎，郭健．美国密歇根大学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高效运行的三重逻辑［Ｊ］．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２１（１２）：７０．

［１４］刘献丽．应用型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的实践

经验：以黄淮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为例［Ｊ］．天中

学刊，２０２２（４）：１４３．

［１５］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

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加快推进河南教育现代化实

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通知［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ｆｚｚｘ．

ｚｚｕｌｉ．ｅｄｕ．ｃｎ／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ｃ２９９９ａ２５０３２２／ｐａｇｅ．ｈｔｍ．

［１６］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２－

０１－２１）［２０２３－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ｈｅ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２／０１－２１／２３８６２５７．ｈｔｍｌ．

［１７］李永智．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３（１５／１６）：２４．

［１８］周云．移动互联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智慧教学

模式研究［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６（１２）：７９．

［１９］张慧楠，松云．面向智慧教育的课程知识图谱

构建［Ｊ］．计算机教育，２０２３（９）：１２０．

［２０］胡会娥，王皓，迟钧瀚，等．基于智慧教育的专

业基础课考核模式构建研究［Ｊ］．高教学刊，

２０２３（２５）：８２．

［责任编辑：侯圣伟］

引用格式：白艳红，高建奇，焦晓钰，等：

智慧教育背景下河南高校教师发展中心

建设与运行优化探析［Ｊ］．郑州轻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２４（５）：６６－
７３．

·３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