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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 月 31日-4 月 1 日，我前往西安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全

国职业院校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化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暨应用能力

提升与实践研修班”培训会。 

培训会期间，李春林老师主要从精品资源课程建设要求、建设框

架、课程设计、课程知识点与技能点的划分、信息化教学方案设计、

信息化教学工具等多方面阐释了精品课资源构建。他还特别强调在精

品资源建设中教师应该必备的职业精神，以及在建立精品资源课程中

如何申报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提出一些注意事项。最后李老师

分享了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作品，介绍了参赛的一

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高效地参赛。 

本次培训会，不仅使我对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有了清晰的认识，

而且陈教授爱岗敬业的教学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新形势下，教学模

式和教学管理体制机制发生变革，给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新时期的教师，我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

观念、优化教学方式、提高教育质量，构建新型的教学模式，促进本

专业发展，在推动学校教育改革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实践教学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其内涵和目标

决定的,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质量。高校青年教师作

为高职院校教学的主力军,其实践教学能力的高低对于培养高水平技

能型、技术应用型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关



键所在。所以，努力提升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高职院校一项

重要使命。研究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

成因,找出促进其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对策和建议,是当前摆在高职

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目前，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普遍存在的问题,

包括:实践教学经验不足,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实践教学设计滞后,缺

少专业相关知识的储备;实践教学实施能力欠缺,教学模式选择单一;

实践教学评价能力不高,不注重教学反思;自我发展受阻,培训意愿不

强烈等现状。从青年教师自身的角度来说,主要的影响因素有:教师自

身的教育观念、知识结构以及生存压力等;从学校角度来说,主要的影

响因素有:学校的考核评价制度、学校的培养机制以及校园文化氛围

几个方面;从社会角度来说,主要的影响因素有:教育法规政策、资金

投入和企业的参与。所以，从青年教师自身的发展对策方面要转变教

育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教学反思,促进教师成长;完善知识结构,

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学校方面要加大促进措施包括完善考评制度,提

高教学效能;健全学校培养机制,提升培训效果;建立激励机制,提升

教学能力;营造良好的环境,建立融洽的组织文化。同时，国家行政部

门要提供多方面的保障措施包括制定和完善教育政策法规,提供制度

保障;加大资金投入,提供资源保障;发挥行业企业的引导作用,拓展

青年教师实践教学的学习渠道等等，不断提升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 

人生唯有学习才能更好地成长，高校教师更是如此。只有不断地

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才能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因此，在实际教

育教学工作中，我要尽可能地多向他人学习，吸取他人的经验，弥补



自己不足。要经常鼓励自己“学无止境”，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为

学校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