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期

收稿日期：2008-09-06
作者简介：卢 佳（1967- ），女，四川广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学、教育学教学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很快，取得

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

平不断提高，但是，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

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们的高等

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具

有竞争力，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质量意识。

而要提高教育的质量，教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高校教师评价作为检查教师履行职责、形成激

励机制的一种手段，对于挖掘教师的潜力、实现教

师队伍的优化组合、提高高校教育质量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存

在一些弊端，直接影响了教师教学的投入度，当然

也就直接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本文分析了我

国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弊端，并提出了改革的一些

思考和建议。

一 我国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弊端
（一）片面地强调科研，忽略教学与人才的培养

无论是研究型高校，还是教学型的高校，其使

命都是双重的：一是科学研究；二是通过教学等途

径培养人才。并在完成这双重使命的同时达到科

研与教学的互动。既然都是学校，那么其使命之一

就是要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立

校之本。对教学的不重视，将严重影响大学功能的

实现。但是，我国高校把科研与教师的物质利益和

职称评定直接挂钩，特别是在职称的评定中，虽然

在业绩考核中有业务工作、进修学习、教学工作等

方面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决定职称晋升成败的

因素还是发表论文多少篇、著作多少本、多少论文

上了SCI等（而实际上，SCI在国外只是图书馆所编

的索引目录，是便于学者查找资料的工具书。美国

在进行学术成就评价、评估、人才选拔的过程中没

有使用过SCI这一概念），片面强调科研，这是我们

都非常清楚的。何况论文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

一个教师科研水平的高低。当功利性、实用性的价

值取向成为教师评价的最有效的价值导向时，第

一，它会导致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极大

污染了学术氛围，破坏了扎扎实实搞研究、默默无

闻潜心治学的学术环境，会形成对学术道德的冲

击。在大学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坚守学术底线，保持

学者操守的人，从眼下看，他们很吃亏，但他们才是

这个时代真正的大学精神的传承者。第二，会导致

教师脱离实践单纯做论文，盲目追求论文数量，而

忽视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第三，会误导教师片面

追求科研成果，而对教师所完成的教学工作量多

少、实际教学工作能力的高低、教学效果的优劣以

及教书育人工作做得如何不予重视，致使教师忽略

了道德修养、教学水平的提高与人才的培养，不能

全面地履行职责。在不少大学里，“教不成教授，教

授不教”的现象并不少见。教书只能成为“教书

匠”，没有科研，没有论文，评教授几乎没有可能。

而一旦成为教授，也就越来越远离讲台和不重视教

学了。

如果一名教师上课十分优秀，但科研成果较

少，他能不能由此聘为教授？如果学校能以坚定的

态度，回答一个“能”字，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将迎

刃而解。在教学与科研问题上，很多教师也把精力

更多地投向科研而轻视教学。晋升职称考核的重

点是论文，因此每个教师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出论

文，而考核的指标也是论文，教师们当然不会对教

学产生多大兴趣。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教师

对教学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么高校教学质量的

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二）评价体系中太重视统一，缺乏不同类型学校之

间的差异性评价

在教师评价中，不能用精英教育或研究型大学

统一的尺度来要求所有高等学校的教师，不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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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类型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中绩效指标的各项权

重或分值应有不同侧重，如教学型高校可适当增加

教学指标方面的权重。因此，创建研究、教学、社会

服务三位一体的考核奖励体系已是势在必行。

（三）片面地强调文凭，忽略教学与科研的实际能力

教师所获的文凭当然是衡量其能力的重要指

标，重视教师的文凭对于教师与学校的发展也有积

极作用。但是现行的教师评价体系过分地强调文

凭。实际上，文凭并不能代表其科研水平与教学水

平的高低。重视学历可以，但更要重能力；不要过

度放大文凭在评价、考核一个人中的作用，必须尽

快实现从重学历到重能力的转变。片面地强调文

凭，容易导致扼杀创新，不利于教师的成长。

（四）不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他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科学文化知

识，而且塑造了学生的思想道德。因此，教师的思

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决定着教

育发展水平和质量。2000年3月，教育部明确指出，

要以师德、师风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

建设一支面向新世纪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其核心是

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也就是师

德。师德作为教师素质的灵魂，直接关系到教育的

质量，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科教兴国战

略的实施，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师德修养不仅直接

关系到教师队伍的建设，而且直接影响受教育者，

影响全社会。有了良好的师德师风，才能树立为教

育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精神；有了良好的师

德师风，才会有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师资

队伍建设的根本。教师是大学的形象代言。但是

在现行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中几乎没有教师职业

道德的评价指标，导致了在一些高校重才不重德。

没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教师当然就不能履行教师的

职责。

二 改革高校评价评价体系的思考
（一）在评价体系中建立系统的教学评价标准

在现行的教师评价体系中有比较成熟的科研

评价标准，我们在此姑且不去讨论它的科学性、可

行性。但是在教师评价体系中关于教学评价却非

常的不成熟，仅仅停留在一些量化的指标上，如：开

设课程的门数、学时数、培养人才的人数等等。而

教学评价有它的特殊性，仅仅量化的描述是非常不

科学的，甚至是非常幼稚的。所以，改革现行的教

师评价体系首先必须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二）加大对教学质量检查和评估的力度

上面的叙述提到过，尽管我国现在的高校的性

质不完全相同，但是通过教学等途径培养人才都是

其要完成的任务。要科学地评价教师的教学，就必

须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检查和评估制度，并落到实

处。那么在教师评价体系的具体实施中才具可行

性。

（三）重视评价的体系的共性与个性

在教师评价中，所有的学校有它的共性，有共

同的规律。但也不能用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评价所

有类型的学校。应考虑各类学校的个性。不能用

精英教育或研究型大学统一的尺度来要求所有高

等学校的教师，不同水平、类型的高校教师评价体

系中绩效指标的各项权重或分值应有不同侧重，如

教学型高校可适当增加教学指标方面的权重。因

此，创建研究、教学、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考核奖励

体系已是势在必行。

（四）构建全面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

科学地评价教师，我们就应该既看教师的科

研，还应看到教师的教学、师德、个体的素质，还要

看其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能力、体力、智力的提

高，还包括独立学习的能力、为人处事的能力、个人

特长的开发等诸多方面。只有学生的全面发展，才

会有大学教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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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has made a strategic plan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new and great project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t has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clear direction and ro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or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but also raise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more effectively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wor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to better the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m, this paper has made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wor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its main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elaborated the new
thought of carrying out the work and pointed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task at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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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ore and more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higher
educagion. So the universities have to deepen further reform, 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qua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eachers are the first factor to consider.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China's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are direct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qua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China's evaluation system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give some effective reform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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