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0- 11- 11

作者简介: 林杰, 安徽滁州人,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组织与管

理、大学教师发展.

Jer ry G. Gaf f &Ronaid D. Simpson. Facult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nnov ativ e H igher Education18, 3

( 1994) : 168.

哈佛纪念退休校长的传统方式是以其名去命名一所建筑,像博克这样去命名一个组织倒首开先例。因为正是在博

克任内,哈佛获得了丹佛斯基金会的支持,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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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佛大学博克教学和学习中心是美国最早的教师发展和教学促进中心之一。自创建以来, 博克

中心致力于哈佛大学全体教师与研究生助教教学水平的提升, 中心的活动主要是支持课堂教学和教学评价,采

取个体辅导、工作坊、习明纳等多种形式以满足教师的多元化需求。博克中心还开展与教学相关的研究, 出版

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教师教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博克中心成为美国大学教师发展机构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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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慈善机构如丹佛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将致力于大学教师发展的教

学中心建设作为优先资助的对象。1976年丹佛斯基金会给了哈佛、斯坦福、西北大学等五所大学启动资

金,开启了美国大学教师发展专业化的新时代。时任哈佛校长的德里克 博克依靠这笔资助建立起本

校的教学中心 哈佛- 丹佛斯中心, 初衷是通过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从而提高哈佛大学本科生教育的质

量。1991年哈佛为纪念担任校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博克而将其改名为 博克教学和学习中心 。经过三

十多年的发展, 博克中心已经成为全美大学教师发展机构的领头羊, 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

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心。博克中心在满足本校教师发展需求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别的学校筹建教学促进中

心,推广哈佛大学的教师发展模式。

一、博克中心的理念

1.好教师不是天生的

美国高校早期承担教师发展任务的机构一般是各院系,上世纪 70年代逐渐向新成立的教学中心或

教师发展中心转移。这一时期有关大学教师发展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前大学教师被认为是专业化人

员,拥有较大的教学与研究自主权,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由教师自主决定。一个教师能否胜任教学

更多取决于个人禀赋。而 70年代之后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 天生的好教师 是一种主观偏

见,教师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传递知识。即使一些大学学者是天生的好教师, 他们也存在继续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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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博克中心现任主任詹姆斯 威尔金森指出中心的宗旨是:帮助教师成为好的研究者与好的教学者。

在哈佛大学要获得终身教授的教职,教学技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教学好的教师不一定获得终身教职,

但教学差的教师一定获得不了终身教职。即使在哈佛大学,一些教师擅长做研究,却不一定擅长教学。

因此,教师教学的后天改进工作由博克中心协助进行。威尔金森举例,哈佛某副教授水平很高, 但教学一

塌糊涂,系里讨论给不给他终身教职。后来还是决定该教师先提高教学技能再说。于是系主任打电话给

威尔金森,请他们务必帮助此公尽快提高教学技能。威尔金森答道: 为什么五年前不来找我们呢?

在哈佛大学,教师是否参加博克中心的活动,一般由教师自主决定。但也有强制执行的情况。哈佛

大学非常重视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 全校 90%班级的学生在学期末都要求填写对教师的评价问卷, 每

年的统计结果被制成表格并公开出版。学生们可以根据评价结果选择课程, 教师也可以与同事们相比

照。那些教学评价不合格的教师或助教们将会收到院长或系主任的信,要求他必须去博克中心补课。

2.知之者不如行之者

博克中心信奉一句中国的古老格言:闻之不如知之, 知之不如见之, 见之不如行之。 如何成为一个

好教师? 博克中心的专家( developer)并不打算在理论上与教师探讨教学问题, 而是与教师一起通过反

馈、咨询、课堂录像等方式,帮助他们切实提升教学能力。中心的正式项目包括寒暑假教学研讨会, 微格

教学,英语培训(针对国际化的助教和教师) , 围绕着领导力、写作、先进个案研究等主题的习明纳,初级教

师培训,论著出版等。中心的活动内容多样, 形式灵活, 吸引教师有效参与,满足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

的多方面需求。

为了能让教师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发展活动,中心精心设计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在一门基础物

理学课上,中心专家让学生写日记,然后将学生日记的摘要给任课教师阅读。然后将他们分成三组,说说

学生的问题在哪,以及如何在课堂上解决这些问题。20分钟后,有两组报告结果: 他们读不懂学生的问

题是什么, 因为学生根本就未听懂教师讲授的内容。一位教授感慨道: 每次课后, 我总会询问学生们有

没有问题,没一个人举手。我以为我的课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我才明白,有许多学生根本没听懂,以至连

个完整的问题都提不出来。这个实验让教师体验到发现教学问题的乐趣, 这比直接告诉教师 学生听不

懂你的课 更管用。

二、博克中心的服务对象

1.争取百分之八十的教师参与

博克中心目前是美国最大的, 受资助最多的大学教学中心之一。现有 16位专职人员,每年预算为一

百四十万美元。博克中心的对象包括教授、讲师、访问学者、助教, 服务都是免费的。但与其它大学的教

学中心不同的是,博克中心主要服务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教师, 这些教师约占哈佛全校师资的半数。

但是许多大学教师的主要兴趣在于学术研究, 视教学可有可无。哈佛大学的教师也不例外。因此,

教学中心如何让教师主动参与进来是个棘手的问题。据博克中心的估算, 哈佛大学有 10%的教师对教

学情有独钟,即使学校没有教学中心促进, 他们也会取得优良的教学效果。而另外 10%对教学毫无兴

趣。所以,哈佛全体教师中有 80%是可以争取参与教学促进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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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展到研究生助教

博克中心每年大概培训 600位教师,以研究生导师为主。现在从事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多, 教

师 的内涵也在扩大,包括了研究生助教。因为在美国,研究生们通常担任着助教的任务。他们负责组织

每周一次的大课讨论,或者在实验室中指导学生实验。在哈佛, 一些研究生还成为本科生导师。对这些

缺乏教学经验的研究生而言, 引导课堂讨论比单纯的演讲还要难。因此在 80年代, 为适应研究生担任助

教的需要,相关培训项目很快发展起来。

1995年哈佛通过决定对研究生进行教学培训。当时每个系可以自由决定培训项目。教学能力逐渐

成为美国大学聘用新教师的主要指标之一,尤其是在文理学院。哈佛的研究生教学培训项目不仅使学校

得益,而且也为研究生们毕业以后的求职提供了优势。这些研究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大学作教师,

他们很快能胜任教学工作,这大大提高了美国大学的教学质量。

三、博克中心的服务内容

1.课堂教学的支持

为教师提供课堂教学的支持和服务是博克中心的首要工作。中心的专家们与各学科教授、首席教师

以及教学团队一起工作。服务的内容包括课程开始前对教师进行培训;为助教提供微格教学; 参与教师

会议,传递教育教学资源;讨论并进行中期课程评价;安排录像或课堂观察。此外, 中心还提供一些特殊

需要的服务,如帮助外籍教师学好英语,能够让他们参加习明纳讨论,观摩录像, 以及通过电子邮件提供

建议。

在教师或助教初登讲台之前, 博克中心可以提供微格教学实践。来自各院系的每位 教师 都要准备

上好一次课,然后听取来自专家小组的意见。专家之间的讨论将会开启有效教学的便捷之门。每次教学

案例都会用影像记录下来,然后由中心的教学专家们进行富有成效的、一对一的研讨。

将课堂讲授过程录像,并与中心的专家一起观摩录像,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促进教学的方式。博克

中心的咨询专家们通常富有信心和耐心,他们能够关注课堂上所发生的一切, 并且保护教师的隐私。中

心也可以根据教师的要求免费提供录像的拷备。在授课教师要求下,中心的专家深入教师的课堂进行观

察,课后与教师共同探讨,以便于从旁观者的立场就教师的教学提出洞见。这种方式适用于规模小的班

级,或者当教师认为录像方式可能会干扰学生的情况下。

中心还从教学的基本技巧入手,给教师提供具体建议。如如何编制课程大纲,如何准备讲座,如何引

导课堂讨论,如何进行课堂管理(处理课堂冲突)。其中,美国大学教师几乎人人都需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是学会应对多元化的课堂环境。种族、性别、民族、性取向、宗教、班级、学生态度、知识结构、原有经验等

因素都影响到课堂教学。博克中心要求教师摆脱成见, 善待每一个学生, 对多元文化的有意识或无意识

的偏见进行反思。设计建立起开放的课堂环境, 让每个学生有安全感, 让材料适合所有学生。在种族成

分复杂的环境中,如何机智而有效地进行干预,并控制好热点议题。

2.教学评价与反馈

教学评价与反馈是师生间交流的最有效途径。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教的评价和对学生学的评价。

获得及时的课堂教学反馈可以使教师适时调整其教学方式。博克中心要求所有的教师在学期的一半或

四分之三时从学生那里获得信息反馈。学生对课程或教师授课的评价既可以用纸化问卷也可以上网回

答。在规模小的班级,一些教师倾向于通过讨论的方式获得反馈信息。这种早期评价可以使教师及时调

整不当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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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末,学生们都会收到评课的电子邮件,即 Q评价。 评课在网上进行,评价结果向教师与助教们公

布。每学年度,大多数课程的评价结果会被集中总结,制成 Q指导手册 。教师们如果需要自己的评课结果,

可以到网上下载。如对评价结果及问卷有不解之处,或者技术性问题无法解决,可以向博克中心预约。

辅导教师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是博克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让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的状况,中心的

专家们建议教师授课前对学生进行前测,了解学生的水平与需求,然后与课程结束后的测验进行比较。进行期

中测验,以了解教学效果,并做及时调整。每次教学结束,进行一分钟问答,了解学生仍然困惑的问题。

博克中心不直接对教师进行评价, 但可以从行政办公室获取本科教学评价的信息,对每学期的教学

优异者进行奖励,授予 哈佛大学卓越教学证书 。授予对象主要是助教和讲师, 此举以期激励初级职称

教师。评价条件是, 教学评价成绩在 4. 5分以上者方有资格申请(满分 5分)。博克中心会将每学期获奖

者的名字及所授课程的名单公布出来。

3.教学研究与出版

博克中心一方面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反思,另一方面中心也开展一些教学和学习方面的研究,

目标是促进课堂实践,提高中心的绩效。比如新教师与助教们经常询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人文学科与社

会科学的教学中,布置多大的阅读量为合适。多年来,哈佛学院的课业要求中对学生阅读量都有细致的

规定。但是,布置了阅读作业并进行评分并不意味着阅读效果就达到了。博克中心曾对几百位本科生做

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完成阅读任务的仅占 43%。这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改进阅读教学提供了有价

值的参考依据。

博克中心鼓励教师们拿出像在学术研究上那样的探索精神,进行教学反思。为了鼓励教师在教学方

面的调研、评价和革新,博克中心提供如下服务: ( 1)支持和管理与教学相关的研究项目, 包括博士后、研

究生和本科生完成的论文或研究项目; ( 2)进行一些调研, 内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对概论课程、教学观念

等认识上的差异,本科生对课堂教学的预期及感受; ( 3)针对一些教学革新项目进行持续性的评估, 如新

教师培训、以行动为基础的学习、教学研讨会; ( 4)将教学研究成果提交给哈佛大学相关委员会, 并在全国

和国际性会议上作报告。

博克中心备有与教学相关的书籍、影片、杂志等信息供教师查询。此外,中心还将多年积累的教学经

验进行总结升华,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或翻译, 转化成易于操作的资料或报告, 公开出版, 提供给哈

佛的教师。如 如何教授美国学生:给国际教师和助教的指导 是一本给国际教师和助教的指导手册, 以

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的课堂文化。主题包括美国学生的观念,如何做好易于学生理解的报告, 讨论的引导

和维持,理解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如 经验之谈 是哈佛大学处于学术职业生涯早期的教师习明纳的论文

集,主题包括有效教学技巧,师生激励, 课堂讨论, 合作学习,评价及反馈,教学和科研的平衡等。

三、博克中心的活动形式

1.个人咨询和辅导

博克中心为所有的教师和教辅人员提供个人咨询。咨询的内容主要围绕教学而展开,包括演讲技能

与技巧,课程设计,布置作业、论文、出试题,课程与助教管理, 引导讨论的技能技巧, 学期教学评价, 评分

以及对学生作业的反馈, 大课如何公平评价, 录像和课堂观察。此外,还包括如何解决课程中所遇的特殊

问题,以及教师内心困惑。范围非常广泛。

博克中心还按教师和助教的需求,进行私密的个体培训和辅导, 内容也很广泛, 从课堂表现,学生参

与到发声技巧。有这样一个实例: 一位教师联系中心, 因为她的评教成绩很低, 学生们抱怨教师讲授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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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缺乏激情。于是中心的专家和这位教师在一起观看了上学期的课堂录像。专家注意到这位教师为

讲授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上课时逐字逐句去念。她的言语表述不够清晰, 与学生没有目光交流。于是专

家鼓励这位教师在讲授中运用即兴发言的技巧, 脱离讲稿。建议她尝试讲授核心要点,而不用逐字逐句

念讲稿。专家对这位教师的发声和演讲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训练,提高了她措辞的技巧水平。这位教师发

现这些培训令她和学生有了深入而持续的交流,从而在讲授过程中提高了学生参与度。

2.习明纳和午餐会

习明纳(专题研讨班)是博克中心最常用最行之有效的活动形式。知名者有 克里斯坦森习明纳 , 这

是由教师及富有经验的助教组成的高级研讨班, 旨在通过对来自真实课堂情境的案例进行研讨,提高教

师们在课堂上引导讨论的技巧。每年秋季开班,为期十周。研讨选择的真实案例都是反映课堂冲突的关

键时刻,教师如何做出抉择。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进行课堂激励,探究导致课堂冲突的因素,探寻教

师在不利情况下如何激励学生学习。研讨班约有 30名成员, 来自各个学科。这些教师聚在一起探讨教

学技巧,分享成功经验,相互取经。

研究生写作助教研讨班 是 1988年由哈佛学院的来自不同学科的教辅人员、助教、导师、讲师及其

它教学工作人员发起组成的为时一个学期的研讨班,其宗旨是如何给予学生的写作以足够的关注。具体

目标是使用符合教育规律的一些高效策略,对学生的写作、设计和作业进行回应,通过写作训练来促进学

生的课堂学习。开班头两天的培训主要是了解学生学习方式,及有关写作教学的研究。助教还要进行评

判学生作业的练习。

随着教学技术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教学的改进, 博克中心致力于提高教师网络技术的习明纳越来越

多。其中每月举行一次的 网络教学习明纳 由博克中心与学术技术小组( Academ ic Technolog y Gr oup)

共同承办。针对那些对于在课程中运用网络资源,以及在教学中使用网络技术感兴趣的教师和教学辅助

人员。每月习明纳的具体主题有所不同,在网上公布。比如随着 FaceBook、M ySpace等学习软件在学生

中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 博克中心会举办学习这些软件使用方法的习明纳,教师可以通过这些软件营造

的网络空间倾听学生的心声与反映。

再如 预防剽窃习明纳 , 教学技术研发小组设计了一套能够甄别剽窃的软件( Turn It In) , 在许多课

程教学中得到运用, 这个软件可以有效发现学生作业中的剽窃问题。这个习明纳就是给教师讲授如何使

用这个软件,并由一些使用过软件的教师介绍经验。

鉴于教学逐渐成为聘任、晋升、终身教授的重要条件,博克中心除了提供常规的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活动

外,还经常发起午餐会。在餐会上大家讨论各种议题,如利用教学文件夹去获取奖励基金,或者将之付梓等。

3.工作坊和模拟剧场

为贯彻 知之莫若行之 的原则,促进理论转化为实践, 适应教师特殊需要的工作坊被逐一规划出来。

博克中心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在组建工作坊前都会了解每个学科的特殊性、课堂情况及学生的需要。如

说与学 是将口头交流技巧的教学渗透进研究生课程的项目。 通过说来学 有许多途径,如课堂讨论,

口头报告,辩论等,这样可以促进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加深对课程材料的理解,促进专业学习,培养重要的

交流与领导技能。

再如 行动学习系列课程 ( Activity Based Lear ning)包括一系列课程,为学生进行公共服务、田野工

作、社区研究与实习提供准备。这些课程的目的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加深和丰富学生的学术经

验和学习成果。在此过程中促使学生将理论、方法和概念与社区的资料和经验结合起来。

博克中心还向密歇根大学学习,设有职业演员表演的小剧场。演职员可以模拟复杂的教学情境和学

术生活中较为敏感的议题,用间接而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 以引发观众(教师和助教们)的讨论。 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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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模拟剧包括三个环节: 10- 20分钟的简短表演;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包括提问, 甚至可以指出表演

的不当;与观众展开讨论:他们看到什么,哪些像哪些不像, 表演提出了什么问题,对表演有何改进意见。

四、博克中心的启示

哈佛作为世界一流大学,非常重视教学, 进而重视教师教学水平和质量。博克中心的建立将教师发

展工作提升至学校组织的层面,自中心创建以来哈佛大学给予了持之以恒的支持。中心与各院系密切配

合,主导着哈佛大学教师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在哈佛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成为获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这一方面反映了哈佛大学视卓越教学

与学术研究具有同等重要性, 另一方面将教师的教学评价工作与博克中心的教师发展工作联系起来, 在

制度上保障了教师发展活动的开展。当然,哈佛大学教师更多是自愿参与博克中心的活动, 因为这些活

动能切实满足他们的需要,解决他们遭遇的困惑。

由于有了博克中心这样专门的教师发展和教学促进机构,大力推动了美国大学教师发展工作的专业

化、职能化。中心的开发人员不仅是教学技术的专家, 也是教学评价和诊断的专家。他们实践经验丰富,

具有非凡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他们可以直接或外聘相关专家为教师和助教们答疑解惑。教学中心

丰富的资源和开发人员务实的作风,使得教师与学生助教主动参与到中心的各种活动和项目中来。

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arvard University

Benchmark of A merican Facult y Development Agencies

LIN Jie

( Institute o f Higher Educa tion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875 )

Abstract: Derek Bok Center for T 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 ar vard U niversity is one of the oldest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inst ruct ion improvement agencies. T he center str iv 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t H arvar d by pr oviding all teacher 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w ith suppo rt that promo te class

teaching and course assessment. A ll members are available for all kinds of prog rams including private

consultat ion, w orkshop, seminar and so on. Bok Center also supports pedagog ical resear ches and publi

shes the resear ch f indings w hich have highly application value for teaching . Der ek Bok Center is regar

ded as the benchmark o f faculty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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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tterns of Academic Management System in Western University

ZHAN G Li

( Tianjin Institute of Educa tional Science , T ianjin , 300191 )

Abstract: The art icle analyzes the co re concepts, t races back to related researches and theories of

moder n management , and discusses the several cr ucial elements of the research. T hen, it puts forw ard

an analyzed st ructure of academic management w hich is suitable to study the pr esent state of the dif fer

ent patterns of academ ic management , and lo cate them reasonably in the st ructure. This ar ticle

st reng then the direct impression of the r elat ion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patterns. F inally ,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features o f the dif ferent stag es of four patterns. This ar ticle

helps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conno tat ion and r ules of the changes of modern university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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