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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效果分析
———以军医大学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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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师资队伍建设对于提升教师队伍能力素质意义重大,岗前培训是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和岗位任职能

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内医学院校教师培养制度尚不完善,尤其是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相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

类大学滞后.为深入探讨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内容、提高培训

效果,对2021年1月11日至1月27日全程参与空军军医大学岗前培训的150名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采取单

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此次新教师岗前培训效果较好,未受到性别和学历层次之间

差别的影响,但是应重视教师工作经验等基础条件,并视具体情况优化课程设置;参加岗前培训的教师对岗前培训

课程及内容满意度较高,对于岗前培训的学习方式更倾向于示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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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staff.Pre-servicetrainingis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teachinglevelofyoungteachersand

theircompetencies.Atpresent,thetrainingsysteminourmedicalcollegesisinadequate.Especiallythe

pre-servicetrainingofnewteachersislaggingbehindcomprehensiveandnormaluniversities.Inorderto
exploretheproblemsexistinginthepre-servicetrainingofyoungteachersinmedicalcolleges,andtoopti-

mizethecontentofpre-servicetrainingforyoungteachersandimprovethetrainingeffect,aquestionnaire

surveywasconductedon150youngteacherswhoparticipatedinthepre-servicetrainingofAirForceMedi-
calUniversity,fromJanuary11,2021toJanuary27,2021,andone-wayANOVAwasusedtoanalyzethe

surveydata.Resultsshowedthatthelearningeffectofthispre-servicetrainingissatisfactory,andwasnot

affectedbythedifferencebetweengenderandeducationallevel.However,itissuggestedtopaymoreat-
tentiontothebasicconditionssuchasteachers’workingexperience,andoptimizethecurriculumaccord-

ingtothesituation.Newteachersweresatisfiedwiththearrangementandcontentofpre-servicetraining
courses,andweremoreinclinedtodemonstrativelessonsinthepre-servicetraining.
Keywords:newteacher;pre-servicetraining;learningeffect

教书育人是高等院校的中心工作,师资队伍是完成教学工作的基本保证,也是促进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教学质量的支撑点.青年师资队伍建设是最基础的师资培育工作,对于推动教师队伍能力素质提升意义

重大,而岗前培训是提升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岗位任职能力的重要途径[1-2].当前,国内医学院校教师

培养制度尚不完善,尤其是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相较于综合性和师范类大学滞后[3];同时,在岗前培训实

施过程中,对培训的重视度不够、组织管理不严、专业性不强、重理论轻实践、授课方式及考核形式陈旧等

矛盾问题依然突出[4-6].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在培训中加大“教师口语表达技巧”内容的比例,进一步突出针

对性及胜任力[7-8],重视医学教育理论与技术的培训,同时将教学方式多样化,重视新教师主体地位[9],特

别是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10-17],将以理论授课为主转变为以教学技能的训练为

主,为新教师顺利通过任课资格审核,为其能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坚实基础.2021年1月11日至1月27
日,我校组织完成了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及考核工作,为了解岗前培训中青年教师的学习效果,我们对参与

培训的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研究分析性别、工作年限和学历层次对考核结果的影响,拟为优化教学、

提高培训效果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21年度全程参与我校岗前培训并取得资格认证的青年教师为样本来源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

问卷150份.
1.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基于相关文献,由从事教学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参与教学工作的教师共同设计

而成.调查内容包括青年教师的基本信息、对授课安排的满意度、对授课内容的满意度和认为需要加强的

内容.其中,青年教师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学历、专业、有无工作经验;对授课安排的满意度、对

授课内容的满意度包括“很满意/满意/一般”3个等级;认为需加强的培训内容设置了“专家讲座、示范教

学、实训课、交流讨论和其他”4个方面.所有青年教师在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评分.问卷的克朗巴赫系数为

0.83,信度良好.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考核评分分值进行正态性检验后以(均数±标准差)形式表示,

偏态分布计量资料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IQR,表示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计数资料以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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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正态分布的考核评分分值差异,采用曼-惠特尼U检验分析偏态分

布的考核评分分值的差异.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调查结果

2.1 青年教师基本情况及岗前培训课程设置

本期参训并反馈有效问卷的150名青年教师中,男教师77人(51.30%),女教师73人(48.70%),年

龄分布为25~37岁,教师专业背景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航空航天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心理学、

放射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检验学、药学、预防医学和卫生勤务学等12个专业,教育学历层次涵盖大

专、本科、硕士及博士.具体情况详见表1.
岗前培训所有参训人员课程设置完全一致,按照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内容既有高等教

育理论、军校教员素养、授课技巧、多媒体制作等基本知识,以及精品课、获奖课程的现场示范,同时还设

置了地方大学人文哲学修养的选修课程.参训人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必

修课包括32节线下授课和6节线上课程,选修课均为线上课程,要求从10节选修课中选取并完成2节以

上课程内容的在线学习,所有线上课程按照时长被标注0.5个学分或1个学分,由教学平台根据参训人员

网上听课记录进行考勤,线上获得的学分数不得低于7分.

2.2 青年教师考核评分情况

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分实讲考核、线上课程学习并修满学分、提交培训心得3个考核环节,3个考核环

节均完成并合格后发放培训证书.实讲考核环节,邀请校内10名具有丰富教学督导经验的专家,分为4个

专家组对本期全体参训新教师进行实讲考核.考核采取“讲授一堂课”的方式组织实施:参训新教师向专家

组提交1个学时的教案和课件,现场说课2分钟、课堂讲授10分钟;专家组针对新教师的讲授情况从说课

要点、教案撰写、内容层次、方法手段、教学语言、板书设计、教姿教态等方面进行讲评并提出改进建议;

最后专家组按照评分标准,采取百分制进行综合打分评定.将150名新教师按照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经验

分为3个亚组,对其考核评分进行统计学检验,发现性别和文化程度亚组符合正态性分布,在各亚组内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文化程度不同亚组分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工作经验亚组符合偏态

分布,曼—惠特尼U检验分析结果提示,有工作经验与无工作经验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有工

作经验组新教师考核评分显著高于无工作经验组(表1,2).
表1 150名新教师不同性别和文化程度组间考核评分比较

类别 变量
总样本量

数量 百分比/%

考核得分

均值 标准差

组间差异

F 值 p 值

性别
男 77 51.30 80.42 5.70 2.08 0.15

女 73 48.70 81.77 5.71

文化程度
本科及以下 53 35.30 80.42 5.57 1.06 0.30

硕士及以上 97 64.70 81.43 5.81

表2 150名新教师不同工作经验组间考核评分比较

变量 有工作经验 无工作经验 p 值

考核得分 84.50(82.50~88) 77.25(73~81) 0.01

2.3 新教师对岗前培训课程安排的满意度

97.33%(146/150)的新教师对岗前培训课程安排持满意以上观点,其中72%(108/150)的新教师对课

程安排很满意,25.33%(38/150)的新教师表示满意,2.67%(4/150)的新教师表示一般(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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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教师对岗前培训课程内容的满意度

150名新教师均对岗前培训课程内容持满意态度,其中81.33%(122/150)的新教师对课程内容很满

意,18.67%(28/150)的新教师表示满意(图2).

图1 新教师对岗前培训课程安排的满意度 图2 新教师对授课内容满意度

2.5 新教师个人认为岗前培训需加强的培训内容

14.67%(22/150)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专家讲座,40%(60/150)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

岗前培训中增加示范教学内容,20%(30/150)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实训课,25.33%(38/

150)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交流讨论,没有新教师选择“其他”(图3).

图3 新教师认为岗前培训需加强的培训内容分析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新教师考核结果及满意度体现出岗前培训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150名新教师的考核得分在性别和文化程度2个亚组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

明新教师岗前培训效果较好,未受到性别和学历层次之间差别的影响.但是,有工作经验与无工作经验组

间有统计学差异(p<0.01),有工作经验组新教师考核得分显著高于无工作经验组,表明有工作经验的新

教师在岗前培训阶段职业定位清晰,进入角色迅速,能够在短期的培训过程中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然而,

这也提示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应重视了解教师工作经验等基础条件情况,并视情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设立

针对应届毕业无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的前置引导课程,最大程度提高培训针对性.
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97.33%的新教师对岗前培训课程安排持满意以上观点,其中72%的新教师

对课程安排很满意,25.33%的新教师表示满意.150名新教师均对岗前培训课程内容持满意以上观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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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81.33%的新教师对课程内容很满意,18.67%的新教师表示满意.该结果表明培训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灵活设置受到了参训人员的充分认可.

3.2 新教师对岗前培训的学习方式更倾向于示范教学

我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学制时长两周半,设置师德师风建设与综合素质、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与

教学能力、教育信息技术素养、课堂观摩实践、实讲考核等6个培训模块,通过专题讲座、示范教学、观摩

交流、教学实践、在线学习等多种模式,组织新教师系统学习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熟悉教学规章制度、了解

教育科学基本规律、掌握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培养良好教师职业素养.为提高培训质量,本期青年教师岗前

培训加大“示范授课”和“实践教学”比例,新增 “课程思政”“解读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当代大学生

心理特征及其教学模式的创新”“撰写教案的方法与技巧”等培训内容,并将近两年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班授

课专家的教学视频上传至“学习通”平台,建立线上学习资源库,供新教师学习使用.本研究结果显示,

14.67%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专家讲座,20%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实训课,

25.33%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交流讨论,40%的新教师认为需要在岗前培训中增加示范教

学,凸显出示范教学对于新教师的重要作用.

4 结论

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师队伍的根基,岗前培训是提升其教学水平和岗位任职能力的重要途径.由于专业

特点等原因,医学院校的教师培养制度相对滞后于综合类及师范类高校,医学专业青年教师岗前培训模式

仍须完善.此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设置师德师风建设与综合素质、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与教学能力、教

育信息技术素养、课堂观摩实践、实讲考核等6个培训模块,通过专题讲座、示范教学、观摩交流、教学实

践、在线学习等多种模式,组织新教师系统学习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熟悉教学规章制度、了解教育科学基

本规律、掌握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培养良好教师职业素养,同时为提高培训质量,本期培训加大“示范授

课”和“实践教学”比例,新增 “课程思政”“解读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当代大学生心理特征及其教

学模式的创新”“撰写教案的方法与技巧”等培训内容,并将近两年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班授课专家的教学视

频上传至“学习通”平台,建立线上学习资源库,供新教师学习使用.从新教师代表座谈会和调查问卷的反

馈结果看,新教员普遍认为此次培训教学组织周密、课程设置科学、组训方法合理.
全面客观对培训进行效果评价,是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的难点和重点.杨朝蓉等[18]在临床护理带教教师

培训结束后采用自行设计的满意度问卷进行评价,该问卷从“非常不满意”到 “非常满意”共分5级,是评价

层面中“反应层”的关键指标之一;另一方面,教学效果、教学内容的评价则针对“结果层”,突出评价带教

老师的核心能力[19-20].本研究在革新培训内容、突出针对性及胜任力基础上,从“课程安排和内容满意度、

培训需加强的内容”多层次对军医大学青年教师岗前培训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分析表明此次新教

师岗前培训效果较好,未受到性别和学历层次之间差别的影响,但有工作经验组与无工作经验组得分的显

著性差异,表明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应重视了解个人工作经验等基础条件.未来研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

应充分考虑工作经验对培训效果评价的影响,并通过前后测客观评价培训对青年教师能力的实际提升;二

是培训评价分组时,采用纳入和排除标准,进一步确保参与培训教师的同质性.培训的目的在于提升教师

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岗位任职能力,因此需进一步结合培训通过率、笔试成绩等量化结果、个人心得体会或

培训小结等质性结果评估培训成效,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医学院校的新教师岗前培训应更倾向于

示范教学,进一步将以理论授课为主转变为以教学技能训练为主,为新教师顺利通过任课资格审核、为其

能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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