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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价具有指挥棒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

于根治教育评价“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具有重要导向作用。通过

调研和比较“985”“211”高校及其他高校教师发展现状及差异，分析两类高校教师发展的各个环节

的差异，从而探究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合理制定教师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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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valuation has the function of baton. The General Plan for Deepening th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issu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reversing the chronic malad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asonable formulation of teacher evaluation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eacher evalu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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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对

于整治教育评价“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

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对于改变

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也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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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大批专科学校通过合并、升格、转制

等方式组建的本科学校，［1 ］成为我国高校中的重要

群体。然而，这类院校的师资数量的亟需增加与师

资质量的参差不齐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内在因

素之一。［2 ］因此，分析教师发展的影响因素，建立科

学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是促进新建本科院校教师

动态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通过调研和对比“985”“211”高校及其

他高校教师发展现状及差异，以期找到促进教师评

价的有效因素。

一、对象与方法

采取随机采样方法调研了 14所高校（科学院）

的 137名教师，其中“985”及“211”高校 27人，其他

高校 110人。具体分布为海军军医大学 12人，同济

大学医学院 2人，复旦大学医学院 3人，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 1人，上海财经大学 2人，上海中医药大学

1人，河海大学 1人，上海电力大学 1人，中科院 1
人，北京中医药大学 7人，江西中医药大学 5人，汕

头大学医学院 5人，河北北方学院 35人，上海健康

医学院61人。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分“基本情况”

“制度方面”“教学方面”“科研方面”及“职业生涯规

划”五方面共 54个子项目，内容涉及高校教师个人

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问卷经专家多次论证，并进

行预调研与修改后，形成正式问卷。经 SPSS 17.0
对问卷的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信度 Cronbach’s
Alpha为 0.833，表明问卷的信度相当高。正式问卷

通过问卷星网络调查平台进行发布，回收问卷 137
份，有效问卷137份，有效率为100%。

数据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对“985”“211”高
校及其他高校教师发展现状进行卡方检验，解析高

校教师评价的关键点。

二、结果与分析

调 研 的 137 名 高 校 教 师 中 有 男 性 36 人

（26.28%），女性 101人（73.72%）；年龄分布为 25-30
岁为 11人（8.03%），31-35岁为 44人（32.12%），35
岁以上 82人（59.85%）；工作年限为 5年以上的教师

为主，为 111人（80.29%）。从学历及职称来看，以

中级职称以上教师为主（86.13%），硕士及以上学位

教师最多（78.83%）。从总体调研数据来看，主要以

年龄 35岁以上、工作年限为 5年以上的中级职称、

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为主。这个教师群体属于

高校的中坚骨干力量，对自身发展需求和重视程度

高，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参与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

教师发展，分析这一群体的教师教学发展现状，对

于研究教师评价的关键点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从高校属性及区域分布来看，主要调研华东地

区的高校，华东地区属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发

达的区域，同时也拥有丰富而优质的高等教育资

源，为人才培养和教师发展提供国际化视野、区域

性互通发展等有利条件与支撑。

1. 教师评价依据

调研学校评价教师的依据（表 1），“985”“211”
高校及其他高校，均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依

据，两者之间均无差异，结果趋于一致。但在“学生

成绩”一项，“985”“211”高校将其列为教师评价指

标排名的第 2位，其他高校则位列第 4，两者间具有

显著性差异（P<0.05）。

表1 “985”“211”高校与其他高校“教师评价依据”比较

评价依据

学生成绩

督导成绩

科研成果

教学竞赛

很少评价

“985”“211”高校

48.10

40.70

74.10

29.60

7.40

其他高校

26.40

55.50

70.00

49.10

15.50

χ2值

4.839

0.822

0.174

3.314

1.175

P值

0.028

0.170

0.677

0.069

0.278

2. 教师教科研投入

调研结果表明 74.07%的“985”“211”高校教师

和 84.54%的其他高校教师主持或参加过科研课题

（表 2），两者无显著性差异，说明两类高校教师对于

科研工作的投入都基本一致。相对于科研成果，显

示“985”“211”高校教师申报或参与过教学改革项

目研究的比例（55.56%）低于其他高校（79.09%），两

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非“985”“211”
高校教师对教学研究的投入更多。

3. 教师教学发展

调研结果显示“985”“211”高校教师培训主管

部门主要为相关行政部门（74.01%）、其次为教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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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及教研室（25.99%），而其他高校两者分别为

82.72%和17.28%，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调研“985”“211”高校及其他高校教师参加教

学发展培训内容，由高到低为“教学能力培训”“职

业道德培养”“教育教学理念培养”“科研能力培养”

“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健康辅导”，且培训形式均

以“校内培训会”居多（72.26%），两类高校间无差

异。但是由表 3可见，“985”“211”高校教师选择“培

训会（校外）”及“国内访学”比例均低于其他高校，

而选择“传、帮、带”方式则高于其他高校，两者间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

同时，调研发现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水平的主要

方式依次为：听优秀教师课（32.85%），与同事交流教

学 经 验（28.47%），自 学（25.55%），参 加 培 训

（11.68%）及专家指导（1.46%）。两类高校教师间无

显著差异。

表3 “985”“211”高校与其他高校“培训形式”比较

培训会（校外）

国内访学

“传、帮、带”

“985”“211”高校

25.90%

7.40%

63.00%

其他高校

53.60%

33.60%

38.20%

χ2值

6.667

7.324

1.125

P值

0.010

0.007

0.020

4. 职业生涯规划

调研学校对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及

了解程度，“985”“211”高校教师认为学校“重视对

教师职业规划，但并无具体措施”最多（44.44%）；其

他高校教师认为“重视程度一般，处于不关心”最多

（39.09%），两者间并无显著性差异。

调研职业规划的需求，结果表明两类高校均有

高于 81.75%的教师表示“非常需要”或“需要”学校

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和帮助。但对职业规划

的了解程度，结果表明“985”“211”高校教师较其他

高校教师更高（P<0.05），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调研教师“对自己发展程度的评价”，结果表明

37.04%的“985”“211”高校教师认为个人发展处于

“好”或“较好”，高于其他高校教师（26.36%），两者

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调研教师认为对其职业

生涯帮助最大的主体，结果表明 48.15%的“985”
“211”及 41.82%的其他高校教师均认为是“个人努

力”，其次为“教研室”（37.03%、18.18%）和“所在学

院”（11.11%、24.55%），但学校职能部门如人事处、

科技处及教师发展中心（3.70%、15.45%）的帮助不

大，且两者无显著差异，结果趋于一致。

三、讨论与建议

1. 突破教师评价对科研成果的依赖，突出对教

育教学实绩的引导性和激励性

调研显示目前 70%以上高校主要以“科研成

果”作为评价教师的衡量标准，高校教师主持或参

与科研课题的比例均高于教学改革项目，并且

“985”“211”高校教师参与教改研究的比例低于普

通高校。在高校以“科研成果”为导向的教师评价

下，教师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科研而忽略教学工作的

核心地位。两类高校的不同点在于，“985”“211”高
校将“学生成绩”视为评价教师的重要指标，足见其

相较普通高校而言，更注重将学生学习成效作为检

验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关注度的评价依据。

近年来，新建本科院校大多是定位于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应用型本科，这类高校应以教学型为主

流。［3 ］因此，在评价教师方面，就必须以教育教学为

第一导向，突出教育教学实绩。要把教学质量作为

考评教师的重要依据，从教学规范、课堂教学效果、

学生的学业达成度、教书育人、社会满意度等多维

度考核教学实绩，引导教师回归教学本分。并且，

应用型高校在对科研成果的运用上，更应体现在如

何反哺教学，或者教师参与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与行

业关键共性技术方面。此外，教师发展制度应根据

教师所处教学能力阶段或职业发展需求，分类设定

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

2. 突破教师培养“千人一面”的依赖，突出教学

表2 “985”“211”高校与其他高校“科研工作”比较

主持或参与

科研课题情况

是

否

申报或参与

教改课题情况

是

否

“985”“211”高校

20（74.07%）

7（25.93%）

15（55.56%）

12（44.44%）

其他高校

93（84.54%）

17（15.46%）

87（79.09%）

23（20.91%）

χ2值

3.600

0.039

P值

0.165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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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导的多样性与有效性

教师的教学发展是教师发展的基础，因此，建立

符合国情、校情、教情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体系是众

多新建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4 ］

目前，两类高校的教师培养形式和内容基本趋同，

但是细分之下也有区别。“985”“211”高校以学院和

教研室作为培训主体的比例高于其他高校，并且

“985”“211”高校教师选择“培训班（校外）”及“国内

访学”两种方式比例低于其他高校，但“传、帮、带”

方式却高于其他高校（P<0.05）。两者相同点是教

师提高教学能力水平的主要方式，均以“听优秀教

师课”为主，“专家指导”最低。

正如《总体方案》指出要“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

术性、荣誉性”。高校应加强对教师能力培训，成立

独立机构，建立以学校行政部门为主导、学院为主

体的校院两级培养机制，增加教师培养与教师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契合度和专业化。并且，要重点发挥

教育领域各类人才计划优势，通过团队研讨会、实

践工作坊、教学团队建设等活动，促进教师与具有

人才称号的教师进行沟通交流，一方面促进人才称

号教师从获奖者转化为教师发展者，另一方面能够

促进这类教师增强人才称号荣誉感，更好地服务教

学、教书育人。

3. 突破对教师评价结果的依赖，增加对教师发

展的指导和规划

教师的发展关乎教师本人乃至家庭、社会范

畴，同时，教师的家庭及社会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

教师发展。从调研结果来看，虽然现今高校均“比

较重视教师职业规划，但并无具体措施”，并且在规

划个人发展过程中，学校并未给出具体措施和帮

助。因此，对于青年教师，特别是女性教师，其承受

经济、家庭和工作各方面压力较大，学校应注意教

师的管理与培养，要从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角

度思考，指导教师职业更好发展。

除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教学能力、职业道

德、科研能力”等培训内容，还应加强“职业道德、心

理辅导和职业规划”培训，增加“教学咨询”服务。

目前部分高校开展中期学生反馈（MSF）、微格教

学，都是帮助教师发现并解决问题、改善课堂教学

效果、提高教学水平的服务；博克中心提供支持和

管理与教学相关的研究项目服务；［5 ］英国的跳板项

目，是专门促进女性领导潜能发挥的项目，［6 ］促进

女性教师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职位，更大程度上实现

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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