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科文凭
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



专科文凭
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
	» 模式:在线
	» 时长:	6个月
	» 学位:	TECH 科技大学
	» 课程表:自由安排时间
	» 考试模式:在线
网页链接：www.techtitute.com/cn/education/postgraduate-diploma/postgraduate-diploma-teacher-training-high-school-education-teachers

http://www.techtitute.com/cn/education/postgraduate-diploma/postgraduate-diploma-teacher-training-high-school-education-teachers


目录

介绍

结构和内容

目标

学习方法

学位

课程管理

4	

16

8

30

40

12

04	

02	01	

05	

06	

03	



新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对处于生理和心理重大变化阶段的学生的教学以及学校中学生
的多样性，都要求教学专业人员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
率。为此，TECH创建了这一 100%在线的学位，为教师提供有关青春期学习，教育需求，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以及教学创新等方面最先进和最新的知识。此外，所有这些都配有多
媒体教学材料，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连接互联网轻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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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 100% 在线的专科文凭为你提供非
常有用的学习机会，促进你作为中学教师
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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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学生的学习动力，解决课堂上以及与教师家庭的冲突，在学科教学中应用新技术，这
些都是教师专业表现的关键。一组与青春期特别相关的领域，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也会
发生重要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既能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课程，又能成功应对各
种情况，而这些情况要求教师具备与其履行的职能相适应的技能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 
TECH 在这所中学教师培训专科文凭课程中以 100% 的在线学术形式提供最先进的内容。 

该课程将引导学生深入学习教学创新，如何对待教育多样性学生，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估
以及如何利用新技术改进教育。为此，该机构提供了一套多媒体教学材料（每个主题的视
频摘要，In Focus视频），阅读材料和案例研究，可通过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进行访问。 

此外，教学专业人员面对的是与其最繁重的职责相适应的学位，因为他们不仅可以随时
自由查阅教学大纲，而且没有固定的课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分配教学任务。 

TECH 为那些希望通过大学教育在中学教师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绝
佳的机会。 

这个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专科文凭包含市场上最完整和最新的课程。主要特点是： 

 � 开展由中学教育教学专家介绍的案例研究
 � 以图形， 图表和极具实用性的内容设计提供关于职业实践中不可或缺学科的实用信息
 � 进行自我评估以改善学习的实践练习
 � 特别强调创新的方法论 
 � 理论知识,专家预论,争议主题讨论论坛和个人反思工作
 � 可以通过任何连接互联网的固定或便携设备访问课程内容

你们将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应用最
新方法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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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程的教学人员包括来自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带到了这个培
训中，还有来自领先公司和著名大学的公认专家。

通过采用最新的教育技术制作的多媒体内容，专业人士将能够进行情境化学习即通过模
拟环境进行沉浸式培训以应对真实情况。

这门课程的设计集中于基于问题的学习，通过这种方式专业人士需要在整个学年中解决所
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为此，你将得到由知名专家制作的新型交互式视频系统的帮助。 

动力，个性化关注，关注多样性，解
决冲突等，凭借这一学位，成为教育
教学专家"  

这门课程邀请你了解在中学课堂上使
用的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和策略。

有了TECH使用的Relearning 系统，
你就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教学大纲，
并以简单的方式巩固所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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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专科文凭旨在提供在这一教育阶段成功培养学生所需的技能和能
力。为此，TECH 提供创新内容，让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了解教学，并将教学技巧和方法融入
日常生活。 



通过由在教育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
家提供的高级培训，你将在职业生涯中
更上一层楼"

目标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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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 从广阔的视角向学生介绍教学世界，为他们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技能
 � 了解应用于教学的新工具和技术
 � 展示教师在工作场所的不同选择和工作方式
 � 鼓励获得交流和知识传播的技能和能力
 � 鼓励学生继续接受教育

趁此了解这个领域的最新发展
并将其应用到你的日常工作中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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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模块 1.学习与人格发展
 � 了解学习和发展，教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 了解学校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性
 � 研究大脑可塑性和可塑性窗口的概念
 � 了解学习中的基本社会因素：模仿，共同关注和移情理解
 � 确定发展的阶段
 � 了解人格的概念

模块 2.社会，家庭和教育
 � 熟悉整体教育一词
 � 将教育指导概念化
 � 解释教育指导的起源及其主要人物
 � 解释教育咨询的干预领域
 � 识别教育指导中的干预模式
 � 列出学校指导的职能 
 � 说明指导行动的原则

模块 3.教育研究的教学创新与启动
 � 了解教育的创新领域 
 � 发现学习共同体 
 � 揭露教育背景下创新的障碍和挑战 
 � 解释教师如何学习以及他们不断变化的角色 
 � 展示有利于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因素 
 � 深化教师的专业学习 
 � 介绍会议和专业学习空间，如：大会，创新会议，专业网络，实践社区和MOOCS

模块 4.教育过程与背景
 � 要了解作为普通教育法基础的白皮书 
 � 解释白皮书的概念 
 � 按时间顺序确定不同的教育法 
 � 解释教育改革的决定因素 
 � 提出教育改革的总体和基础原则 
 � 要提到莫亚诺法的主要特点 
 � 展示教育总法的特点：序言，目标，教育水平，教学中心和教学人员



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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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科文凭课程的教学专业人员将有机会学习由专门从事教学创新，尤其是中学教育
创新的教学团队开发的课程。在公立和私立教育中心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学生获得该学位
的保证，学生可以获得由当下最优秀的教师教授的最先进的内容。



你们拥有一支在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师队伍" 

课程管理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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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Barboyón Combey, Laura 医生
 � 小学和研究生教育教师

 � 中学教育师资培训大学研究生课程讲师

 � 在各学校担任小学教育教师

 � 巴伦西亚大学教育学博士 

 � 巴伦西亚大学心理教育学硕士

 � 毕业于瓦伦西亚圣维森特-马尔蒂尔天主教大学小学教育教学专业，主修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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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学学位的教学大纲旨在为教学专业人员提供在一级教育中心履行职责所需的最
相关信息。为此，TECH 为学生提供了最新颖的教学工具，使他们能够深入研究有关学习，
个性发展，教育中心的指导作用和教学创新的最新颖理念。此外，由于采用了Relearning  
方法，你将在课程中自然而然地取得进步，并减少长时间的学习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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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访问这个专科文凭提供的多媒体药
片，必读书目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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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学习和个性发展
1.1.  导言：学习和发展，教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1.1.1.  简介
1.1.2.  心理发展的共同概念
1.1.3.  对常见的心理发展概念的替代：发展的社会和文化特征
1.1.4.  教育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1.1.5.  学校教育是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1.1.6.  学习中的基本社会因素
1.1.7.  发展的阶段
1.1.8.  关键的发展过程

1.2.  学习和学习者发展的概念
1.2.1.  学习的概念
1.2.2.  学习和发展的主要理论
  1.2.2.1.精神分析的理论
    1.2.2.1.1.弗洛伊德的理论
    1.2.2.1.2.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理论
  1.2.2.2.行为主义理论
    1.2.2.2.1.巴甫洛夫的古典条件反射理论
    1.2.2.2.2.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1.2.2.3.认知理论
    1.2.2.3.1.信息处理理论
      1.2.2.3.1.1.罗伯特-盖尼埃的教学理论
    1.2.2.3.2.建构主义
      1.2.2.3.2.1.David Ausubel的言语-意义学习理论
      1.2.2.3.2.2.Jean Piaget的遗传认识论
      1.2.2.3.2.3.Lev Vygotsky的社会文化认知理论
      1.2.2.3.2.4.Jerome Bruner的发现学习
  1.2.2.4.社会认知理论
    1.2.2.4.1.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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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青少年阶段的特征：身体和性发育
1.3.1.  青春期和少年期
  1.3.1.1.青春期
  1.3.1.2.青少年
1.3.2.  青春期的心理影响
1.3.3.  早期发育和晚期发育的青少年
  1.3.3.1.早熟的青春期
  1.3.3.2.青春期延迟
1.3.4.  性行为模式的改变
1.3.5.  青春期性行为的背景和时机
1.3.6.  恋情和亲密关系

1.4.  与学校学习有关的心理层面：社会和道德发展
1.4.1.  主要的社会化机构
  1.4.1.1.家庭
    1.4.1.1.1.家庭观念
    1.4.1.1.2.青少年和他或她的家庭
  1.4.1.2.平等组
  1.4.1.3.教育中心
  1.4.1.4.媒体
1.4.2.  社交网络的风险
1.4.3.  道德概念的发展各种理论模型
  1.4.3.1.Piaget
  1.4.3.2.Kohlberg
1.4.4.  影响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因素
  1.4.4.1.性别差异
  1.4.4.2.智力
  1.4.4.3.家庭
  1.4.4.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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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学校学习有关的心理层面：智力
1.5.1.  正式思维的出现
  1.5.1.1.正式思维的特点
  1.5.1.2.假设-演绎性思维和命题推理
1.5.2.  对皮亚杰观点的批评
1.5.3.  认知的变化
  1.5.3.1.记忆的发展
    1.5.3.1.1.感官存储
    1.5.3.1.2.短期记忆(MCP)
    1.5.3.1.3.长期记忆(MCL)
  1.5.3.2.记忆策略的发展
  1.5.3.3.元认知的发展
    1.5.3.3.1.元认知和元认知控制
    1.5.3.3.2.元认知过程的变化
1.5.4.  智力
  1.5.4.1.卡斯特尔的流体和结晶智慧
  1.5.4.2.Sternberg的三权分立理论
  1.5.4.3.Gardner的多元智能
  1.5.4.4.Goleman的情绪智力
  1.5.4.5.韦氏量表

1.6.  与学校学习有关的心理层面：身份，自我概念和动机
1.6.1.  自我概念
  1.6.1.1.自我概念的定义
  1.6.1.2.与自我概念的发展有关的因素
1.6.2.  自尊心
1.6.3.  身份发展的理论方法
  1.6.3.1.阐述身份的不同方式
1.6.4.  动机和学习

1.7.  青少年时期的教与学过程：总体原则
1.7.1.  奥苏贝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
  1.7.1.1.学校环境中的学习类型
  1.7.1.2.已知的东西和学习的愿望：构建意义的条件
  1.7.1.3.新内容的同化过程
  1.7.1.4.三十年后理论回顾
1.7.2.  知识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的教与学理论
  1.7.2.1.学校教育：一种社会和社会化的实践
  1.7.2.2.在学校背景下的知识构建 互动三角
  1.7.2.3.知识构建的过程和教育影响的机制
1.7.3.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有教学？

1.8.  青春期的教与学过程：课堂上的知识构建和师生互动
1.8.1.  教师的有效性
1.8.2.  教学风格
1.8.3.  教学模式
1.8.4.  教师的角色
1.8.5.  教师对学习者的期望

1.9.  青少年时期的教与学过程。知识建构的过程和同行之间的互动
1.9.1.  知识构建和同伴互动的过程
1.9.2.  合作学习
  1.9.2.1.将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法

1.10.  关注青少年时期的多样性和教育需求
1.10.1.  历史笔记
1.10.2.  沃诺克报告
1.10.3.  特殊教育需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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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特殊教育需求的原因
1.10.5.  特殊教育需求的分类
1.10.6.  因运动、视觉和听觉障碍导致的学习困难。教育干预
1.10.7.  由自闭症(TEA)，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TDAH)，智力障碍和高能力引起的学习困难。教

育干预
1.10.8.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行为障碍
  1.10.8.1.行为障碍的流行病学和风险因素
  1.10.8.2.临床特征和表现形式
1.10.9.  行为紊乱的主要表现形式
  1.10.9.1.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TDAH)
  1.10.9.2.社会失调症(TD)
  1.10.9.3.消极藐视症 (TND)
1.10.10.  检测教室内行为障碍的仪器实例
11.10.1.  在课堂上进行治疗性干预的建议
  1.10.11.1.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TDAH)
  1.10.11.2.消极挑衅症(TND) 和社会障碍(TD)

1.11.  青春期的关系和课堂上的冲突管理
1.11.1.  什么是调解？
  1.11.1.1.调解的类型
    1.11.1.1.1.学校调解
    1.11.1.1.2.家庭调解
  1.11.1.2.洞察力理论
  1.11.1.3.九型人格
1.11.2.  实施调解方案的优势和劣势

1.12.  个性化教育的原则和行动形式
1.12.1.  特殊教育的历史发展
  1.12.1.1.联合国 (ONU)
  1.12.1.2.世界人权宣言 (DUDH)
1.12.2.  这个地化的两难选择

1.12.3.  教育包容
1.12.4.  差异的两难处境
1.12.5.  个性化的教育
1.12.6.  个人学习设计
1.12.7.  结论
  1.12.7.1.边做边学

模块 2.社会，家庭和教育 
2.1.  学校的指导作用

2.1.1.  教育指导
  2.1.1.1.简介
  2.1.1.2.教育指导的概念
  2.1.1.3.学校指导的作用
  2.1.1.4.教育指导的起源
  2.1.1.5.干预领域
    2.1.1.5.1.职业指导
    2.1.1.5.2.发展指导
    2.1.1.5.3.学校指导
    2.1.1.5.4.关注多样性的引导
  2.1.1.6.干预的模式
    2.1.1.6.1.Counseling模式
    2.1.1.6.2.服务模式
    2.1.1.6.3.程序模型
    2.1.1.6.4.咨询模式
    2.1.1.6.5.技术模式
2.1.2.  指导行动的原则

2.2.  辅导员-教师和辅导行动
2.2.1.  辅导员的概况及其能力
2.2.2.  教程行动
2.2.3.  指导部（DO）



  2.2.3.1.指导部门的组织
  2.2.3.2.指导部的组成
  2.2.3.3.辅导部的职能
  2.2.3.4.辅导部门成员的作用
    2.2.3.4.1.指导部门的负责人
    2.2.3.4.2.支助人员
    2.2.3.4.3.来自治疗性教育学和听力及语言治疗学的教师
    2.2.3.4.4.培训和职业指导教师
2.2.4.  职业培训中的指导和补习行动
2.2.5.  荷兰的类型学模型

2.3.  辅导行动的工具
2.3.1.  简介
2.3.2.  辅导行动计划（PAT）
  2.3.2.1.自主性的模式
    2.3.2.1.1.教学自主权
    2.3.2.1.2.管理自主权
    2.3.2.1.3.组织的自主性
2.3.3.  辅导行动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TIC)
  2.3.3.1.社会变革
  2.3.3.2.教育方面的变化
  2.3.3.3.辅导行动中使用的TIC
    2.3.3.3.1.Webquets
    2.3.3.3.2.博客
    2.3.3.3.3.网络研讨会 (Webinars)
    2.3.3.3.4.wikis
    2.3.3.3.5.电子邮件
    2.3.3.3.6.讨论区
  2.3.3.4.在辅导行动中使用TIC的优势
  2.3.3.5.在辅导行动中使用TIC的弊端

2.4.  教师-导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

2.4.1.  个人访谈作为主要工具
  2.4.1.1.沟通的重要性
  2.4.1.2.导师和学员之间的访谈
  2.4.1.3.帮助关系中的访谈
  2.4.1.4.面试官技能
  2.4.1.5.访谈的类型
    2.4.1.5.1.根据参与者的数量
    2.4.1.5.2.根据格式
    2.4.1.5.3.根据模式或通道
2.4.2.  团体动态
  2.4.2.1.小组动态：一些技巧的例子
    2.4.2.1.1.讨论组
    2.4.2.1.2.角色扮演
    2.4.2.1.3.对话式教学法讨论小组
    2.4.2.1.4.电影论坛
  2.4.2.2.应用群体动力学的好处
2.4.3.  共存管理的技术
  2.4.3.1.学习价值观和规范
  2.4.3.2.社会情感教育和课堂气氛
  2.4.3.3.促进学校共存的策略
  2.4.3.4.教育共存的方案

2.5.  家庭和学校
2.5.1.  简介
2.5.2.  家庭和社会的演变
2.5.3.  家庭对教育机构提出的要求，反之亦然
  2.5.3.1.学校对家庭提出的要求
  2.5.3.2.家庭向学校提出的要求
2.5.4.  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学校为家长服务
  2.5.4.1.家长学校

2.6.  家庭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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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简介
  2.6.1.1.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
2.6.2.  家庭访谈
  2.6.2.1.有效面试的关键
  2.6.2.2.情感教育
  2.6.2.3.访谈的分类
2.6.3.  访谈的结构
2.6.4.  家庭访谈中涉及的因素
2.6.5.  家庭访谈的步骤
2.6.6.  采访技巧
  2.6.6.1.教育辅导
  2.6.6.2.背景
  2.6.6.3.教练的起源
  2.6.6.4.教练的原则
  2.6.6.5.教练的模式
  2.6.6.6.参与辅导过程的行为者
  2.6.6.7.教练的好处

模块 3.教学创新和教育研究的启动 
3.1.  教育创新是一个过程和学校改进 

3.1.1.  教育与全球和地方背景的新情景
3.1.2.  关键概念：教育创新，变革，改革和教育改进 
3.1.3.  变革，改革和教育改进
3.1.4.  为什么要创新，创新的意义？
3.1.5.  产生教育创新的过程模式
3.1.6.  纳入教育创新的战略方法的重要性
3.1.7.  教育创新的挑战：范式转变的需要和研究对教育改进的作用

3.2.  教学创新：观点，挑战和专业学习 
3.2.1.  教育背景下的创新领域
3.2.2.  学习共同体的案例
3.2.3.  教育背景下创新的障碍和挑战 
3.2.4.  教师如何学习？从传递型教师到探究型和创新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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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有利于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因素 
3.2.6.  从集体学习到教师的专业发展
3.2.7.  会议和专业学习空间：大会，创新会议，专业网络，实践社区和MOOC

3.3.  教学创新中的良好实践设计 
3.3.1.  从专业学习到良好的教学实践
3.3.2.  良好的实践和必要的概念改变
3.3.3.  设计良好的教学实践时应考虑的方面
3.3.4.  还有一步：设计和自我评估创新项目和做法

3.4.  以学习为中心的创新设计，促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创新策略和实践 
3.4.1.  学习者是他或她学习的主角
3.4.2.  选择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策略的基础：情景认知
3.4.3.  选择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策略的理由：学习的方法
3.4.4.  学习的泛化和转移：促进学习者代理的关键
3.4.5.  促进学生参与学习的教学策略
3.4.6.  设计以学习为中心的创新实践：服务学习

3.5.  对教学资源和媒体的创新使用 
3.5.1.  范式转变：从固体知识到液体信息 
3.5.2.  Web 2.0的隐喻及其教育后果
3.5.3.  新文学：愿景和教育意义
3.5.4.  数字素养和能力的发展
3.5.5.  学校中的数字素养的意义和实践 
3.5.6.  识字和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整合 
3.5.7.  创新使用技术资源的良好做法

3.6.  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估：良好做法的指导和设计 
3.6.1.  评价是一种学习机会
3.6.2.  创新评价的特点
3.6.3.  评价的层面：道德和技术-方法学问题 
3.6.4.  创新评价：如何规划学习导向的评价
3.6.5.  制定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估程序的质量标准
3.6.6.  如何支持改进和学习评价结果

3.7.  教师自我评估和学习改进：教育创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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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教育的改进使得对教学任务的自我评价变得至关重要 
3.7.2.  作为反思和形成性陪伴过程的教学实践自我评估
3.7.3.  对教学任务进行自我评价的领域
3.7.4.  从包容性的角度对学校进行自我评价，以改善其教育过程

3.8.  新技术和教育研究：改善教育的工具 
3.8.1.  教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3.8.2.  研究过程和教育研究者的观点
3.8.3.  当前背景下的教育研究
3.8.4.  发展教育研究的技术工具
  3.8.4.1.在互联网上搜索和更新信息
  3.8.4.2.组织信息 
  3.8.4.3.在实地工作中收集信息
  3.8.4.4.分析信息：定量和定性 
  3.8.4.5.报告的撰写和信息的发布

3.9.  从教育研究到课堂研究：改进教学过程 
3.9.1.  教育研究的功能 
3.9.2.  从教育研究到课堂研究 
3.9.3.  课堂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
3.9.4.  发展教育研究的伦理考虑

3.10.  研究和改进专业教学实践的教育挑战 
3.10.1.  21世纪的教育挑战
3.10.2.  专业领域的研究，创新和良好实践
3.10.3.  教学实践的道义论框架

模块 4.教育过程和背景
4.1.  白皮书和1970年教育法 

4.1.1.  简介
4.1.2.  白皮书
  4.1.2.1.什么是白皮书？ 
  4.1.2.2.白皮书。西班牙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基础
4.1.3.  1970 年普通教育法：序言和宗旨
  4.1.3.1.前言
  4.1.3.2.用途
4.1.4.  1970年普通教育法：教育水平

  4.1.4.1.学前教育
  4.1.4.2.普通基础教育
  4.1.4.3.高中
  4.1.4.4.大学教育 
  4.1.4.5.职业教育
4.1.5.  1970年的普通教育法：学校和教师 
  4.1.5.1.教育机构
  4.1.5.2.教师

4.2.  1985年的LODE和1990年的LOGSE 
4.2.1.  简介
4.2.2.  1980年的学校章程组织法（LOECE）
4.2.3.  1985年的受教育权组织法（LODE）
4.2.4.  1990年的教育系统总体组织法（LOGSE）
  4.2.4.1.儿童教育
  4.2.4.2.小学教育 
  4.2.4.3.中学教育
  4.2.4.4.高中
  4.2.4.5.职业教育
  4.2.4.6.特殊教育
4.2.5.  2002年教育质量组织法（LOCE）

4.3.  教育组织法 (LOE) 
4.3.1.  简介
4.3.2.  教育组织法（LOE）：原则
4.3.3.  教育组织法(LOE)：教义
  4.3.3.1.儿童教育
  4.3.3.2.小学教育
  4.3.3.3.义务制中学教育
  4.3.3.4.高中
  4.3.3.5.职业教育
4.3.4.  教育组织法（LOE）：途径

4.4.  提高教育质量组织法（LO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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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简介
4.4.2.  LOMCE：课程
4.4.3.  LOMCE: 义务制中学教育 
4.4.4.  LOMCE: 高中
4.4.5.  LOMCE: 职业教育
  4.4.5.1.基础职业教育和培训
  4.4.5.2.中级职业培训
  4.4.5.3.高等职业培训
  4.4.5.4.双重职业培训
4.4.6.  LOMCE：教育系统。行程安排
4.4.7.  LOMCE：关键能力

4.5.  机构的组织 
4.5.1.  学校的概念
4.5.2.  学校的组成部分
4.5.3.  学校的特点
  4.5.3.1.学校自主权
  4.5.3.2.学校职能

4.6.  适用于教育机构的管理和领导：管理团队 
4.6.1.  教育机构的管理
  4.6.1.1.管理一词的概念
4.6.2.  领导力
  4.6.2.1.领导者的概念
  4.6.2.2.领导人的酝酿
  4.6.2.3.真正的领导者
4.6.3.  当今组织中的领导力
  4.6.3.1.真实领导力的重要性 
  4.6.3.2.教育中需要真实的领导力 
  4.6.3.3.领导类型
4.6.4.  在教育机构和倡议的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4.6.4.1.管理团队的领导
  4.6.4.2.校长的教学领导力
  4.6.4.3.校长的领导力

4.7.  应用于教育机构的管理和领导：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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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教学人员：教学人员的作用和权利 
4.7.2.  教学人员的组织
  4.7.2.1.团队合作
    4.7.2.1.1.工作组
  4.7.2.2.作为辅导员的教师
    4.7.2.2.1.辅导员的简介
    4.7.2.2.2.指导教师的作用
  4.7.2.3.教练-教师
    4.7.2.3.1.概念化和特点 
    4.7.2.3.2.教练
  4.7.2.4.联网
4.7.3.  对教学团队的领导
  4.7.3.1.辅导员的领导力
  4.7.3.2.教师领导力

4.8.  学校领导 
4.8.1.  学校教育项目（PEC）
  4.8.1.1.PEC的内容
  4.8.1.2.制订PEC 
  4.8.1.3.PEC的实施
  4.8.1.4.对PEC的评价
4.8.2.  内部规则
  4.8.2.1.PEC的内容，是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
4.8.3.  具体计划
  4.8.3.1.目的，类型和内容
  4.8.3.2.另一种表达PEC的方式
4.8.4.  年度报告
  4.8.4.1.编写学校年度报告的准则
4.8.5.  自主性是一种要求 

4.9.  学校的组织结构和沟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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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教育的改善
  4.11.1.1.从改变是一种需要到改变是一种机会
  4.11.1.2.全球变化对比部分变动
  4.11.1.3.组织变革对社会变革
  4.11.1.4.迈向成功的变革
4.11.2.  制度创新
4.11.3.  创造和管理集体知识 
  4.11.3.1.部门和教育团队作为创新结构 
  4.11.3.2.协作背景下的干预策略
4.11.4.  教师和管理人员是变革的推动者

4.12.  学校的变化和创新：空间背景和教学项目 
4.12.1.  改善学习的空间环境的规划过程 
4.12.2.  变革的必要性和环境中的学校
4.12.3.  传统模型
4.12.4.   空间背景和教学项目
4.12.5.   新学习环境的基础设施
4.12.6.   提高学校生活质量的战略
  4.12.6.1.匹配的建筑和家具设计
  4.12.6.2.发展学生工作区的新概念
  4.12.6.3.通过家具重新分配工作区
  4.12.6.4.学生参与空间分配
  4.12.6.5.城市规划方面

4.9.1.  合议机构
  4.9.1.1.教会机构
    4.9.1.1.1.组成
    4.9.1.1.2.校董会的选举和换届 
    4.9.1.1.3.能力
  4.9.1.2.教学人员
4.9.2.  教学协调机构
  4.9.2.1.教学部门
  4.9.2.2.义务中等教育的指导部门 
  4.9.2.3.补充和课外活动部
  4.9.2.4.教育学协调委员会

4.10.  课程管理 
4.10.1.  学校的空间：教室的组织 
4.10.2.  评估教室的空间设计 
  4.10.2.1.在用户使用空间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系统的观察
  4.10.2.2.自我申请和评估 
4.10.3.  学校空间是教师的动态创作
4.10.4.  上学时间
4.10.5.  学生团体的组织
  4.10.5.1.学生的纵向组织
    4.10.5.1.1.分级学校
    4.10.5.1.2.不分等级的学校
    4.10.5.1.3.多年级学校
  4.10.5.2.学生团体的横向组织 
    4.10.5.2.1.自主阶层
    4.10.5.2.2.部门化
    4.10.5.2.3.教师的团队教学 

4.11.  学校的变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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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课程，你将成为一名把中学教育教
学的主要创新成果带到学校的教师" 



05
学习方法
TECH 是世界上第一所将案例研究方法与 Relearning一种基于指导性重复的100% 在线
学习系统相结合的大学。

这种颠覆性的教学策略旨在为专业人员提供机会，以强化和严格的方式更新知识和发展
技能。这种学习模式将学生置于学习过程的中心，让他们发挥主导作用，适应他们的需求，
摒弃传统方法。



我们的课程使你准备好在不确定的环境
中面对新的挑战并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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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ECH 的学习方法中，学生是绝对的主角。

每个课程的教学工具的选择都考虑到了时间，可用性和学术严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如今
不仅是学生的要求也是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职位的要求。

通过TECH的异步教育模式，学生可以选择分配学习的时间，决定如何建立自己的日常生
活以及所有这一切，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们选择的电子设备上舒适地进行。学生不需要参
加现场课程，而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参加。您将在适合您的时候进行学习活动。您始终可
以决定何时何地学习。

学生：所有TECH课程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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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CH，你不会有线下课
程（那些你永远不能参加）”



TECH模型是异步的，因此将您
随时随地使用PC，平板电脑或
智能手机学习，学习时间不限”

TECH的特点是提供大学环境中最完整的学术大纲。这种全面性是通过创建教学大纲来实
现的，教学大纲不仅包括基本知识，还包括每个领域的最新创新。

通过不断更新，这些课程使学生能够跟上市场变化并获得雇主最看重的技能。通过这种
方式，那些在TECH完成学业的人可以获得全面的准备，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显着的竞
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任何设备，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来完成的。

国际上最全面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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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法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院系最广泛使用的学习系统。该课程于1912年开发，
目的是让法学专业学生不仅能在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学习法律，还能向他们展示
复杂的现实生活情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决策并就如何解决问题做出明智的价
值判断。1924年被确立为哈佛大学的一种标准教学方法。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自己可以通过耶鲁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等其他知名机构
使用的边做边学或设计思维等策略来建立自己的专业能力。

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方法将应用于学生在TECH进行的整个学术大纲。这样你将
面临多种真实情况，必须整合知识，调查，论证和捍卫你的想法和决定。这一切的
前提是回答他在日常工作中面对复杂的特定事件时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

案例研究或案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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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CH，案例研究通过最好的100%在线教学方法得到加
强：Relearning。

这种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技术，将学生置于等式的中心，为他们提供
不同格式的最佳内容。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回顾和重申每个主题的关
键概念并学习将它们应用到实际环境中。

沿着这些思路，根据多项科学研究，重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因此，TECH
在同一课程中以不同的方式重复每个关键概念8到16 次，目的是确保在
学习过程中充分巩固知识。

学习方法

Relearning 将使你的学习事半功倍，让你更
多地参与到专业学习中，培养批判精神，捍卫
论点，对比观点：这是通往成功的直接等式。

学习方法	|	35



36	|	学习方法

为了有效地应用其方法论，TECH 专注于为毕业生提供不同格式的教材：文本，互
动视频，插图和知识图谱等。这些课程均由合格的教师设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
通过模拟将真实案例与复杂情况的解决结合起来，研究应用于每个职业生涯的
背景并通过音频，演示，动画，图像等基于重复的学习。

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科学证据表明，在开始新的学习之前考虑访问内容的地点
和背景非常重要。能够以个性化的方式调整这些变量可以帮助人们记住知识并
将其存储在海马体中，以长期保留它。这是一种称为神经认知情境依赖电子学习
的模型，有意识地应用于该大学学位。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可能促进指导者与被指导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多种实时
和延 迟交流的可能性（内部信息，论坛，电话服务，与技术秘书处的电子邮件联
系，聊天和视频会议）。

同样，这个非常完整的虚拟校园将TECH学生根据个人时间或工作任务安排学习
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您将根据您加速的专业更新，对学术内容及其教学工具进
行全局控制。

100%在线虚拟校园，拥有最好的教学材料

该课程的在线学习模式将您
安排您的时间和学习进度，
使其适应您的日程安排”

4.	 感受到努力的成效对学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这会转化为对学习更大的兴趣并
增加学习时间。

3.		由于使用了现实中出现的情况，思想和概念的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和有效。

2.  学习扎根于实践技能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现实世界。

1.  遵循这种方法的学生不仅实现了对概念的吸收，而且还通过练习评估真实情
况和应用知识来发展自己的心理能力。

这个方法的有效性由四个关键成果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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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新学术模式的成果可以从TECH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中看出。

学生对教学质量，教材质量，课程结构及其目标的评价非常好。毫不奇怪，
在Trustpilot评议平台上，该校成为学生评分最高的大学，获得了4.9分的
高分（满分5分）。

最受学生重视的大学方法

你可以利用模拟学习环境和观察学习
法（即向专家学习）的优势进行学习。

由于TECH掌握着最新的技术和教学前沿，
因此可以从任何具有互联网连接的设备（计
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访问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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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门课程中，将提供精心准备的最好的教育材料：

20%

15%

15%
3%

学习材料

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是由教授这门课程的专家专门为这门课程创作的，因此，教学的发展是
具体的。

这些内容之后被应用于视听格式，这将创造我们的在线工作方式，采用最新的技术,使我们
能够保证给你提供的每一件作品都有高质量。

延伸阅读

最新文章，共识文件，国际指南...在我们的虚拟图书馆中，您将可以访问完成培训所需
的一切。

互动式总结

我们以有吸引力和动态的方式将内容呈现在多媒体中，包括音频，视频，图像，图表和概念
图，以巩固知识。

这一用于展示多媒体内容的独特教育系统被微软公司评为 "欧洲成功案例"。

技能和能力的实践

你将开展活动以发展每个学科领域的具体能力和技能。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框架内我们
提供实践和氛围帮你获得成为专家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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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7%

17%

Testing & Retesting

在整个课程中，我们会定期评估和重新评估你的知识。我们在米勒金字塔的4个层次中
的3个层次上这样做。

大师班

科学证据表明第三方专家观察的效果显著。
向专家学习可以增强知识和记忆力、，并为我们今后做出艰难的决定建立信心。

快速行动指南

TECH以工作表或快速行动指南的形式提供课程中最相关的内容。一种帮助学生在学
习中进步的综合,实用和有效的方法。

案例研究

您将完成一系列有关该主题的最佳案例研究。 
由国际上最优秀的专家介绍，分析和指导案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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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专科文凭除了保证最严格和最新的培训外，还可以获得由 
TECH 科技大学 颁发的专科文凭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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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成该课程后你将获得大学学位证书
无需出门或办理其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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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专科文凭包含了市场上最完整和最新的课程。

评估通过后，学生将通过邮寄收到TECH科技大学颁发的相应的专科文凭学位。

TECH科技大学颁发的证书将表达在专科文凭获得的资格，并将满足工作交流，竞争性考
试和专业职业评估委员会的普遍要求。

学位：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专科文凭

模式:在线

时长: 6个月

*海牙加注。如果学生要求为他们的纸质资格证书提供海牙加注，TECH	EDUCATION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获得，但需要额外的费用。



专科文凭
中学教师的教育培训
	» 模式:在线
	» 时长:	6个月
	» 学位:	TECH 科技大学
	» 课程表:自由安排时间
	» 考试模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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