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Ｖｏｌ ３２　 ＮＯ．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５５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５．０００１．０１６

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调查分析及应对策略∗

———以重庆工商大学为例

方明建， 郑旭煦， 胡为芹， 沈　 季， 孙光学
（重庆工商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１４；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６．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１２０１００１）；重庆工商大学教研项目（１１３４５）．

　 　 作者简介：方明建（１９６１－），男，教授，从事教师发展和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以重庆工商大学专任教师为对象，对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

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营造良好环境，培养教学能力，强化科研意识等方面探索提出地方高校教师职业

发展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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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

１．１　 调查过程与方法

１．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重庆工商大学专任教师。 发放问卷数量约占该校各学院专任教师数量 ２０％，年龄和教龄涵
盖老、中、青等阶段，职称和学位涵盖高、中、低等层次，所属学科涵盖经管、文学、理工、法学、艺体等门类。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９０ 份，收回有效答卷 １８６ 份，有效率 ９７．９％。
１．１．２　 研究工具与数据处理

采用自行设计的“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问卷，包含指导语、基本信息、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等。 教
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主要包括教师在职学习培训经历、教师参加教研教改情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教师在职业发展中感到的压力、教师认为自身最需要提高的能力、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和科研能力的
满意度评价等方面。 调查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统计所得，其中，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和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
价采取五等级计分，按照每一等级出现的频率和赋值计算平均值。
１．２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１．２．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男性教师占 ４５．１％，女性教师占 ５４．９％；按教师年龄、教龄、职称、学位、所属
学科门类等分类统计的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年龄 ／岁 百分率 ／ ％ 教龄 ／ ａ 百分率 ／ ％ 职称 百分率 ／ ％ 学位 百分率 ／ ％ 学科 百分率 ／ ％
＜３０ ８．１ ＜３ ８．５ 初级 ５．９ 学士 ２２．８ 经管 ３９．８

３０～３９ ４６．２ ３～５ １１．８ 中级 ４８．６ 硕士 ５４．３ 文学 １５．１
４０～５０ ３７．６ ６～１０ ２４．７ 副高 ２９．２ 博士 ２２．８ 理工 ２３．７
＞５０ ８．２ １１～２０ ３４．９ 正高 １６．２ ／ ／ 法学 ９．７
／ ／ ＞２０ １９．９ ／ ／ ／ ／ 艺体 １１．８



　 　 由表 １ 可知，调查对象年龄成正态分布，４０ 岁以下教师占 ５４．３％，教龄不足 １０ 年教师占 ４５．２％，表明中
青年教师已成地方高校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中级及以下职称教师占 ５４．６％，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 ２２．８％，提
示地方高校教师业务水平较低；调查对象中，经管类教师占 ３９．８％，文学类占 １５．１％，理工类占 ２３．７％，法学
类占 ９．７％，艺体类占 １１．８％，说明被调查高校的教师具有多学科结构特色。
１．２．２　 教师在职学习培训经历

调查对象入职后主要参加的学习培训情况的调查样本中，１６．５％的教师主要参加学历提升，集中在中

年、具有硕士学位、副高职称的教师；４４．０％的教师主要参加教学培训或教学研讨会，集中在青年、具有学士
学位、文学、理工和法学类教师，这与该校近年来大力开展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密切相关；２３．１％的教师主
要参加学术研讨，集中在具有博士学位、正高职称以及法学类教师；还有 １６．５％的教师从未参加过学习培训，
集中在年龄大于 ５０ 岁、教龄小于 ５ 年、初级职称、具有学士学位以及经管类、艺体类教师，表明年龄较长、教
龄较短、学历职称较低以及经管类、艺体类教师的在职学习培训尚存在不足。
１．２．３　 教师参加教学改革与研究情况

调查样本中，主持或参加过校级及以上教改项目或公开发表教研论文的教师占 ７４．７％。 表 ２ 分类统计

了调查对象参加教改教研的情况。
表 ２　 调查对象参加教改教研情况

年龄 ／岁 百分率 ／ ％ 教龄 ／ ａ 百分率 ／ ％ 职称 百分率 ／ ％ 学位 百分率 ／ ％ 学科 百分率 ／ ％
＜３０ ６０．０ ＜３ ３１．２５ 初级 ４５．４ 学士 ７１．４ 经管 ７４．３

３０～３９ ７４．４ ３～５ ５９．１ 中级 ６８．９ 硕士 ８２．０ 文学 ７８．６
４０～５０ ７７．１ ６～１０ ７５．６ 副高 ８１．５ 博士 ５９．５ 理工 ７０．４
＞５０ ８０．０ １１～２０ ８４．６ 正高 ９３．３ ／ ／ 法学 ８８．９
／ ／ ＞２０ ８３．８ ／ ／ ／ ／ 艺体 ６８．２

表 ２ 显示，教师参加教改项目或公开发表教研论文的比例随年龄、教龄和职称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参加教改教研的比例明显低于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教师的比例，理工类、艺体类专业教师参
加教改教研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学科门类教师的比例，表明新进博士以及理工类、艺体类教师参加教改教
研的积极性较低。
１．２．４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表 ３ 汇总了调查对象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表 ３ 显示，调查样本中，５９．１％的教师认为专业知识更

新速度快和太快，５３．６％的教师认为自身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能力较低和很低，８２．５％的教师认为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够和很不够，６６．１％的教师认为其承担的教学工作量大和太大，８２．３％的教师认为教学工作与科
研工作冲突和非常冲突，８８．４％的教师认为学校的教学激励措施不够和很不够，表明地方高校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遇到外部困难激励措施（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远远大于内部困难（专业知识、教改
能力）。

表 ３　 调查对象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遇到困难的类型 很困难 困难 无困难

专业知识更新速度 太快 １６．０％ 快 ４３．１％ ４０．９％
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能力 很低 ７．２％ 较低 ４６．４％ ４６．４％

学生学习积极性 很不够 １６．９％ 不够 ６５．６％ １７．５％
教学工作量 太大 ２４．０％ 大 ４２．１％ ３３．９％

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关系 非常冲突 ３４．３％ 一般冲突 ４８．１％ １７．７％
教学激励措施 很不够 ４９．７％ 不够 ３８．７％ １１．６％

１．２．５　 教师在个人职业发展中感到的压力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仅有 ４．０％的教师表示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没有感到压力；６５．３％的教师表示

感到有压力，但可以承受；３０．７％的教师表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承受”，集中在年龄大于 ５０ 岁、中级职称、
艺体类、文学类及理工类教师，表明年龄较大、职称偏低、承担公共基础课的教师感到的压力更大。

５６第 １ 期 方明建，等：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调查分析及应对策略



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压力来源依次是科研任务重（６６．３％）、职称评定（６４．０％）、教学任务重（３２．６％）、
缺乏学术带头人指导（２５．８％）、家庭或社会因素（２１．３％）。 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中年教师将“科研任

务重”排在第一位，而具有中级及以下职称的青年教师以及法学类、艺体类教师将“职称评定”排在第一位，
表明“科研任务重”和“职称评定”已成为地方高校中青年教师和部分学科专业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首要

压力。
１．２．６　 教师认为自身最需要提高的能力

调查显示，教师认为自身最需要提高的能力依次为科研能力（５３．６％）、教学技巧（１８．４％）、利用新技术

进行自我学习的能力（１７．９％）、应用信息化技术组织教学的能力（１０．１％）。 多数教师将“科研能力”作为自
身最需要提高的能力，与前述“科研任务重”已成为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首要压力一致，表明地方高校教师

的科研能力偏弱。 而青年教师、初级职称教师和博士学位教师选择最需要提高“教学技巧”比例较高，表明
青年教师和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迫切需要提高教学能力。
１．２．７　 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和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满意度评价的均值为 ３．９６，接近较好水平；对自身科研能力满意度

评价的均值为 ３．２５，仅为一般水平。 表 ４ 和表 ５ 分类计算了调查对象的满意度评价均值。
表 ４　 调查对象对自身教学效果满意度的评价

年龄 ／岁 均值 教龄 ／ ａ 均值 职称 均值 学位 均值 学科 均值

＜３０ 岁 ３．７３ ＜３ ４．００ 初级 ４．１８ 学士 ４．２１ 经管 ３．８８

３０～３９ ３．８１ ３～５ ３．７２ 中级 ３．７４ 硕士 ３．８３ 文学 ３．９３

４０～５０ ４．１７ ６～１０ ３．７１ 副高 ４．１６ 博士 ３．２２ 理工 ３．９７

＞５０ ４．０７ １１～２０ ３．９８ 正高 ４．２７ ／ ／ 法学 ４．２２

／ ／ ＞２０ ４．３５ ／ ／ ／ ／ 艺体 ４．１４

表 ５　 调查对象对自身科研能力满意度的评价

年龄 ／岁 均值 教龄 ／ ａ 均值 职称 均值 学位 均值 学科 均值

＜３０ ３．４７ ＜３ ３．５６ 初级 ３．５５ 学士 ３．１９ 经管 ３．２７

３０～３９ ３．２０ ３～５ ３．３２ 中级 ２．９９ 硕士 ３．１３ 文学 ２．９５

４０～５０ ３．２９ ６～１０ ３．０９ 副高 ３．３３ 博士 ３．６４ 理工 ３．３９

＞５０ ３．２０ １１～２０ ３．１６ 正高 ３．８０ ／ ／ 法学 ３．２２

／ ／ ＞２０ ３．４３ ／ ／ ／ ／ 艺体 ３．３２

分析表 ４ 可知，多数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的满意度普遍评价较高，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对自身教学效
果的满意度评价最低。 分析表 ５ 可知，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其中，教龄在 ６～１０ 年、中
级职称、具有硕士学位、文学类（主要是大学英语）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价较低，而具有博士学位
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列正高职称教师之后）。

２　 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１　 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问题

（１） 中青年教师成为主力军，但业务水平偏低。 被调查对象中，４５ 岁以下中青年占 ７３．６％，中级及以下

职称教师占 ５４．６％，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 ２２．８％，表明中青年教师已成为地方高校主力军和生力军，但教师
业务水平（职称、学历）偏低。

（２） 多数教师教学能力尚可，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较差。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教师参与教学培训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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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以及参加教改项目和公开发表教研论文的积极性较高。 他们对自身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评价远远高
于对自身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价，达到或接近较好水平，表明地方高校多数教师在教学上投入了较多精力，
其教学能力尚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但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和部分青年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的满

意度评价较低，选择最需要提高“教学技巧”的比例较高，表明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较差。
（３） 多数教师科研意识淡薄，科研创新能力不强。 ８２．３％的教师认为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冲突和非常

冲突。 除正高职称教师和博士学位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外，多数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的
满意度评价为一般，超过半数的教师认为自身最需要提高的能力是“科研能力”，表明地方高校多数教师科

研意识淡漠，科研创新能力不强。
（４） 多数教师在职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和压力。 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面临着学生学习积极性不

高、教学工作量大、教学与科研工作关系冲突、学校教学激励措施不够等困难。 在个人职业发展过程中普遍

感到压力，约 ３０％教师还感到“压力很大，且难以承受”；多数教师认为“科研任务重”和“职称评定”是其个
人职业发展的首要压力，表明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较差，面临的困难多、压力大。
２．２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１） 规模扩张带来教师资源严重不足。 高校教师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教师资源

投入的不足是遏制高校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１］。 从数量来看，高校教师数量增长跟不上高等教育快速增长

的需求。 １９９８ 年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 ４０．７ 万人，２００５ 年增至 ９６．６ 万人，增幅为 １３７％，远低于高校在校生

规模的增幅［２］。 高校生师比过高，不仅导致课程的班级规模过大（本专科生课程的平均规模达 ８３ 人［１］ ），教
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也使教师的教学严重超负。 调查结果显示，６６．１％的教师认为其承担的教学工作量大
和太大。 从质量层面来看，虽然近年来新进青年教师学历层次明显提高，但他们教龄短、教学经验缺乏，教
学效果满意度偏低。

（２） 师资匮乏导致教师培训培养机制缺失。 为填补高校扩招后引起的师资匮乏，一些刚刚毕业的新进

教师在没有经过“助教”阶段的锻炼和磨合下，便匆匆走上讲台［３］，传统的助教制度相继被遗忘。 因为每位

教师都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教研室、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形同虚设，传统的集体备课、新开课和开新

课试讲、优秀教师教学观摩等教研活动很少开展。 教师在职培训类型主要为学历教育，很少有人参加脱产
课程进修、教学艺术方法研修班等培训活动。 教师培训培养机制的缺失，必然导致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偏弱。

（３） 精力、条件和经费不足造成教师科研创新能力不强。 创新能力不足是当前制约地方高校教师科研

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４］。 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地方高校教师因扩招而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
没有精力开展科研工作；由于较少参与科研，教师科研能力不强。 二是由于地方高校科研条件不足、学术地
位和知名度不高等原因，各级各类重要课题申报成功的概率很小，极大地打击了教师申报课题的积极性。
三是教师科研项目少，科研经费不足，从而较少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导致知识老化快，创新能力日渐
薄弱。

（４） 学校发展定位不明确加重了教师的负荷。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各高校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财
政投入，发展定位出现了偏差，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把自身定位为高层次、综合性、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

学，盲目地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不切实际地建立“科研导向型的职称评定办法和量化积分的考核评价机

制” ［５］。 地方高校在发展定位上出现的这种同质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教师的负荷，使他们不得不在教

学科研资源不足的环境中同时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以致 ３０％教师感到“压力过大，且难以承受”。

３　 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

３．１　 内涵发展，科学定位，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师职业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整体步入内涵发展的新历史阶段，地方高校开始进入到“由大变强”新的发展阶

段。 “由大变强”的发展，是质量优先的内涵式发展，是更具特色、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各高校应在
稳定规模、优化结构上下功夫，在发挥优势、彰显特色上下功夫，在科学定位、内生增长上下功夫，健全以内

涵式发展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为教师职业发展创设条件。 在教师队
伍建设方面，既要继续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又要支持青年教师提升学历层次，

７６第 １ 期 方明建，等：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调查分析及应对策略



选送到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和研修；还要加大领军人才和教学科研团队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培
育高水平教师队伍。
３．２　 注重教学能力培养，帮助青年教师站稳讲台

各高校要针对青年教师教龄短、教学经验不足的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他们过好教学关。 首先，应建
立适合本校实际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教学研究、质量评估、咨询服务等工作，有效
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其次，建立青年教师助教制和导师制，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开展“青年教
师教学录像分析与指导”等活动，通过“一对一”指导，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掌握熟悉教学环节，掌握教学基本
技能。 第三，完善教研室、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坚持集体备课和新开课、开新课试讲制度，定期组织优秀
教师教学观摩活动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为青年教师搭建教学基本技能交流平台。 第四，研究制定教师教
学能力标准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探索科学评价教师教学能力的办法，引导“课堂教学优秀奖”、“教学标兵”等
评优活动，培育教学名师。
３．３　 强化科研意识，促进教师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师的两翼。 地方高校应结合本校实际鼓励教师既坚持教学为中心，又重视科研促
教学，“教学中有研究，在研究中教学，促进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 ［３］。 一是要强化教师的科研意识，既鼓励
教师关注教学工作，开展问题导向的教育教学研究，以研促教；也鼓励教师加强对应用基础或应用性科研项
目的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及时反哺教学。 二是要积极搭建科研平台，帮助广大教师尤其是青
年教师自我定位，确定科研领域和研究方向，实现“进平台、入团队、融环境”。 三是要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将
教学研究及其成果纳入其中，设立青年教师科研启动费和各级科研项目配套经费，支持教师积极参与科研
和学术交流活动。 四是要探索建立教师分类管理办法，完善不同类型教师的聘用、考核、晋升、奖惩办法，尤
其是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办法，激发不同类型教师投身科研的热情和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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