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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探究
汪雪玲

（宿迁学院  江苏宿迁 邮编 223800）

摘要：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是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留

得住，用得上”人才的主力军，而师资又是人才培养的最基本

的保障。本文分析地方应用型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师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管理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好校内外

的资源，提升师资队伍的质量，促进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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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大量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责无旁贷地成为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量合格人才的主力军。由于地方应

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多数成立的时间都不长，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制约，师资力量普遍不强，提升师资队伍的质量成为地方本科

院校发展的关键。没有优良师资的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就成为

空中楼阁。

一、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的现状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多数院校的师资

基本能满足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各校立足于自己学校所

处的区情校情条件下，采取了一些积极提升师资质量的措施，比

如通过分批派送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应用实践能力，

支持教师读博，来提升教师的学历等措施，使地方应用技术型本

科院校的师资质量有一定的改善。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在发展的初期，需要大量的师资

来满足教学的要求，引进了大批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补充到师

资队伍中来，这些教师从高校到高校，多数没有企业锻炼的经

历就直接走上讲台，为了站稳讲台，这些年青教师要花大量的

时间研究授课内容，在授课任务较重的条件下，很多老师都把

大量精力花在教学上，科学研究方面精力投入较少，导致科研

能力普遍不强。

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需要大批“双师型”教师

来保障。“双师型”教师的培养，离不开地方高校与地方行业企

业的深度合作。受制于自生实力和影响力有限，地方应用技术型

本科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往往只是高校一头热，没有行业企

业的深度参与，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就受影响，从而影响应

用技术型本科人才的培养。

高校优良师资的形成，需要一整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来保

障，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发展的时间短，要理顺的管理体制

机制较多，能建立起激发教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能力的

体制机制的高校不多，导致高水平教师产生难，即使有，也很难

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

二、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梳理一下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内部管理机制僵化、考核标准单一、缺乏

能真正落地，产生实际效果的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师资人才培养

机制等。

（一）内部管理机制僵化，不利于高水平教师的成长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由

于招生规模也是在短期内增长起来的，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招

进很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来满足教学的需要，他们经过短暂的

培训就走上讲台，长期把大量的精力全投入到教学中来，有的老

师一人一学期要讲授好几门课，科研的精力投入就严重不足，这

批教师在学历的进一步提高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上更是没有时间和

精力。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内部管理机制僵化，没有针对

具体的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来促进教师的成长，只是基本

满足教学需要的一套机制，没有良好机制的保障，哪来优良的师

资队伍？高校的内部管理机制没有围绕优良师资的形成去设计，

只是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目标分解细化到教师个人身上，

部门间条块分割，各自自扫门前雪，这样非常不利于优良师资的

形成。

（二）考核引导教师更好地成长的机制没有形成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师资都有自己的不同情况，高校

对教师教学和科研的考核，通过考核确定教师的考核等级，兑现

教师的绩效奖励。但通过考核，发现教师的不足，并制定帮助教

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的高校不多。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是地

方院校提高人才培养的关键。地方院校在教师的考核上，只注重

教师考核结果，不注重考核后对教师暴露出来的问题通过一套合

理机制去加以解决，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就受影响。一

些高校甚至没有把考核反应出来的问题反馈给老师，教师就没有

通过考核发现自己的不足，形成为考核而考核，这样的考核意义

不大。

（三）内部缺乏学科团队成长的机制，教师特长发挥不足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各系部都积累了

一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但高校内部能够整合这一优势资源，形

成跨学科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不多，没有把教师的特长通过团队方

式发挥到最大化，没有教师通过团队式教学和科研，做到相互借鉴，

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多数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也没有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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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组建服务社会的优势团队，即服务社会，又提高教师自己的能力。

（四）缺乏整合校内外资源的良好机制，没形成校内外对师

资成长的协同力机制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相对那些老牌高校而言，自身高校的

影响力有限，优质的行业企业自愿给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提

供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平台的不多。多数高校自身也没有建立起整

合校内外资源的良好机制来提升教师的能力。尽管一些高校出台

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的政策，由教师自己找挂职的单位，对选挂

职单位的标准有具体要求的不多，导致这样的挂职走过场的多，

产生对教师能力实质提升的少。很多教师的教学任务较重，平时

挤不出时间去企业挂职锻炼，但学校对教师晋升更高一级职称对

到企业挂职锻炼又有严格的要求，教师就只能通过寒暑假假期去

企业挂职锻炼，这么短的时间，更是难产生教师能力提升的实质

效果。

三、改善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质量的措施

抓住提升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师资质量的牛鼻子，地

方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就有保障。建设一支优良的师资队伍，

措施有千万条，但根本的是有一套动静结合的、能激发广大教

师潜力的科学管理机制，能调动一切校内外优势资源，使优秀

教师持续不断产生的一套良好机制。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形成动静结合全面提升师资质量的内部管理机制

地方院校的内部管理机制，从提升师资质量的这个层面来看，

有常规性的关于教师的教学常规方面的制度规定，这方面对老中

青教师要求都一样，可以形成相对静态的管理机制，一旦出台这

样的管理措施，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不变。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

校对于教师成长的内部管理机制，主要从学校层面进行设计，把

学校各部门的资源进行梳理后，制定出有利优良师资成长的内部

管理机制。比如，现教中心如何帮助教师更好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打造高质量的线上线下金课，图书馆如何为教师的科研提供文献

和数字资源支撑，后勤部门怎么为教师在学校舒心的工作提供周

到的服务，财务部门怎么在科研经费的支出上给教师提供便捷的

服务，教务处在教师“双师型”教学上提供平台支撑，科技处在

教师科研的应用研究上提供高质量行业企业的合作平台等。校内

部门间要形成这样的师资成长合力，教师的素质能力提升就有良

好体制机制的保障。

（二）建立有活力的师资成长激励机制

地方高校要发挥教师的特长，就要建立激活教师成长，发挥

教师特长的考核激励机制。各校的教师都有各自特长的老中青年

教师，对于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考核，要设计科学的考核

机制，把各方面优势的教师都考核出来，引导他们发挥他们的最

大优势，而不是一刀切式的考核。比如有的老师特别擅长科研，

那么学校就鼓励这样的老师主要在科研的赛道上去奔跑；有的老

师擅长于教学，就让这样的老师主要发挥他教学的特长，科研的

考核要求可以低一些；有的老师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其他大赛上

有指导优势，就把教学和科研的任务相对的给他们减轻些，加大

他们在优势项目上的权重占比。此外，考核机制要形成一个循环，

即制定科学的考核机制，对教师进行考核，一方面要找出教师的

优势，激励教师发挥出自身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发现教师的不足，

通过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最终提升教师的能力。

（三）建立有利于学科团队成长的科学机制

地方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较弱，

建立跨系部学科团队，组建优势学科团队服务行业企业，即增强

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帮助企业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学校要从

教师的科研项目申报、教师的教学实践、校企合作项目的开展，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等方面做一个制度的细化安排，帮助学科团

队成长，从而促进教师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提升。

（四）建立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的管理机制，促进应用技术

型高校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相对短缺，是应用技术型本科教师成长的瓶颈之一，政

产学研一体化提出多年，但具体落实到学校的具体运作过程，实

实在在产生作用的不多。地方院校要建立顺畅的政产学研一体化

机制，把各自优势资源发挥到最佳。教师的成长，平台的作用是

非常关键的，高校都在争抢人才，平台是高校筑的“巢”，引来

优秀教师的“凤”就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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