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教院网培字〔2020〕16 号 

关于举办第四期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专题 

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全面提高高等院校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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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8〕4 号）文件精神，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决定举办第四期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

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与内容 

本次培训坚持“师德为先、育人为本、能力为重、分层施训”

的原则，以“教学能力提升”为目标，围绕“新入职教师”与“中

青年教师”分别开展相关培训工作。通过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引

导新入职教师和中青年教师深入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了解教

育教学改革方向，明确思政育人要求，树立良好师德师风典范；

并促使高校新入职教师学习教学实务，提高科研能力，培养职业 

素养，建立起教学的良好认知，具备站上和站稳讲台的教学基本

功；促使高校中青年教师进一步研究学习卓越教学和信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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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掌握学生学业指导方式方法，提升高水平课堂的专业教学

能力，打造卓越教学课堂，进一步增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培训对象 

1.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新入职教师； 

2.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中青年教师。 

三、培训时间 

学习时长为 3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由参训单位与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联系确定。 

四、培训形式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u.cn）

平台组织实施，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进行实名注册，

登录后使用统一发放的学习卡参加学习（已注册过的学员可直接

登录并使用学习卡），也可以直接下载移动客户端（学习公社 APP）

随时登录学习。 

本次培训安排课程学习、交流研讨和研修成果总结等培训环

节，确保学习时间不低于 30 学时。参训学员完成培训各环节考

核要求，达到规定的结业标准后，可在线打印相关学时证明。 

结合相关单位需要，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将遴选高质量研修成

果，集结成研修成果案例集、优秀大纲案例集和说课视频集，统

一报送所在单位，并推荐至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研修成果专区

进行宣传展示、学习交流。 

五、相关事宜 

1.培训费用：280 元/人，含师资、课程使用、流量、技术平

台使用及维护、教学服务与管理等费用，由参训单位按下列账号

http://www.ena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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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支付：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    号：0200053009014409667 

联 行 号：102100005307 

2.报名事宜：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

部门可统筹安排，以高校为单位组织参加培训，各高校也可自主

报名参加。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活动，原则上每班不少于 30

人。各相关单位收到通知后即可组织报名，根据培训需求填写报

名表（见附件），与我院联系。 

联系人及电话：张老师 010-61264940，69248888-3621 

邮  箱：F2008@vip.163.com 

传  真：010-69249580 

地  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8 号） 

邮  编：102617 

 

附件：1.第四期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报

名表 

2.新入职教师教学基本功培训班课程列表 

3.中青年教师专业教学能力培训班课程列表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远程培训中心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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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期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报名表 

培训需求 

单位名称  

“新入职教师教学

基本功”培训班 
开班时间： 参训人数： 

“中青年教师专业

教学能力”培训班 
开班时间： 参训人数： 

其他培训需求 请描述具体需求 

通讯地址  邮编  

负 

责 

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联 

系 

人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汇 

款 

信 

息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地址电话：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8 号 010-69248888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号：0200053009014409667 

联行号：102100005307 

请在汇款时说明：高校教师专题 

开

票

信

息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开票金额： 

说明：请参训单位认真填写此表，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以便尽快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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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入职教师教学基本功培训班课程列表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 

通识课 

教育政策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陈宝生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 

人才培养为本 本科教育是根—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体会 

吴  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

长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

要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冯  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

委书记 

师德师风

与 

课程思政 

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道德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 

做国家和人民满意的人民教师

——谈教学方法艺术及教师师

德师风 

张学政 清华大学教授 

课程思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

同向同行 
吴  强 

上海科技大学纪委书

记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课程

思政 

夏永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

记 

如何做一个温暖的老师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

院教授 

选学课 

教学实务 

让大学与中学真正不同 陆国栋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

务副院长 

理解大学教学及其复杂性 陈晓端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课程与教学系教授 

大学教学模式选择与运用 陈晓端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课程与教学系教授 

BOPPPS有效教学结构 张建群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基于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大纲的

制订 
郭江峰 

浙江理工大学教学发

展中心主任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 郭江峰 
浙江理工大学教学发

展中心主任 

如何上好一堂课 吴能表 西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课堂教学的方法与技巧——课

堂教学的内容 
熊庆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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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价 李丹青 
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化

学院院长 

课堂教学发声技巧 兰  霞 
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

试员 

四步教你变身高富帅 PPT 张  志 
武汉工程大学大学生

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科研学习 

国家各类项目申报及注意事项 叶陈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会

计学系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交流—

—选题与申请书撰写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如何综合运用调研方法——调

研之道漫谈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

教研部教授 

科研论文的撰写与创新 褚福磊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教授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办法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

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

研究院院长 

职业素养 

新教师的沟通与组织融入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

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大学教师发展理念与实践 庞海芍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

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制定 傅树京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

院副院长  

教师职业形象 兰  霞 
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

试员 

  



7 

 

附件 3 

中青年教师专业教学能力培训班课程列表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 

通识课 

教育政策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陈宝生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人才培养为本 本科教育是根—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体会 

吴  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

长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

要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冯  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

委书记 

师德师风

与 

课程思政 

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道德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做国家和人民满意的人民教师

——谈教学方法艺术及教师师

德师风 

张学政 清华大学教授 

课程思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

向同行 
吴  强 

上海科技大学纪委书

记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课程

思政 

夏永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

记 

如何做一个温暖的老师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

院教授 

选学课 

卓越教学 

现代教学艺术与创新 赵精兵 西安文理学院教授 

基于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大纲的

制订 
郭江峰 

浙江理工大学教学发

展中心主任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 郭江峰 
浙江理工大学教学发

展中心主任 

教与学共同改进的炼“金”之法

——基于 BOPPPS 、对分、雨课

堂的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 

冯瑞玲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教

师发展中心促进师 

高校课堂教学：问题与对策 赵丽琴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从优质课的评价标准看如何上

好堂课——以《大学物理》为例 
裴世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

授 

热点追踪——高校课程评价 吴  平 
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 

大学教师的有效教学反思 陈晓端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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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授 

信息化教

学 

如何打造信息时代的“金课” 王竹立 
中山大学教师发展中

心培训教师 

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系统化

研究：理论探索、技术构建与组

织变革 

韩锡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 

在线课程的应用/借用/快速建

课与“混合+翻转”教学模式 
蒋爱民 

华南农业大学二级教

授 

利用慕课资源实施翻转课堂的

实践 
于歆杰 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 

学业指导 

如何让你的学生爱上学习 李丹青 
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化

学院院长 

做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 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

院教授 

做一个快乐的教书人——一位

工科大学教师的教书心得笔记 
曲洪权 

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

息学院责任教授 

个人与组

织发展 

高校教师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实

践探索 
施大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

校长 

教师职业心理健康的维护——

倦怠感的预防与幸福感的提升 
伍新春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学部教授 

高校教研室的改革与发展 付八军 
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教授 

高校青年教师沟通巧技能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

经济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