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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红老师”看高校青年教师突围之路
薛双芬

（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南阳  473061）

当前“网红课”“网红老师”呈现出井喷现象折射出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现状。教学压力大，授课缺乏艺术，不注重仪容和师德，

缺乏体育锻炼，科研任务繁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加大教学在职称的比重，提高授课艺术，加强师德建设，注重仪容仪表，

加强锻炼，注意体型与健康，加强职称改革，降低科研任务等。

网红老师；青年教师；师德；职称改革

2001 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了《百家讲坛》，电视媒
体捧红了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高校教师；从 2017 年开始，
网上开始相继出现大量晒自家大学老师的图片或短视频，从湖
南大学副教授陈少威、28 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导宫勇，29
岁北大博导刘颖、复旦大学老师陈果到《奇葩说》薛兆丰教授、
湖北教授戴建业、“法外狂徒”罗翔教授、“不刷题”的吴姥
姥等。从女神到男神，被称之为“别人家的老师”“网红老师”。
这些男神、女神“颜值担当”，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海外留学
经历，毕业于名校，也就职于名校，高学历高职称，颜值、身
材和才华兼备。他们或在授课时侃侃而谈，将诗词歌赋讲成故
事，或普及法律知识，幽默诙谐，轻松愉悦，如沐春风之感。
从这些“别人家的老师”“网红老师”走红现象也折射当前高
校青年教师生存之路。

1、当前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现状

青年教师一般戏称“青椒”，是高学历集中地，一般是硕
士以上乃至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大多毕业于国内 211、985 高
校或海外名校，科研能力相对较强，是高校未来发展的生力军，
被认为是工作自由、社会地位较高，但其实面临着科研、教学
等生存难题。

1.1  授课压力大，缺乏授课艺术
目前高校教师大都是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拥有高学历，

他们知识渊博，视野开阔。他们从高校毕业到进入高校工作，
社会阅历相对较少，生存压力较大。首先面对的就是授课，想
要成为领导和同事口中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并非人人都是高手。
由于以往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教师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科研层面，
教学水平参差不齐。虽然高校新进教师需要进行岗前培训，但
在很短时间内青年教师难以消化新的专业知识；刚入校的前几
年一直忙于学习新课，经过备课、讲课、再备课，还需要查找
相关研究资料、熟悉新版教材、修订教学大纲，积累教学经验，
能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得到同事和学生的好评，也是相当困难。
教学任务大，责任大，教学经验和水平的提升需要一个长期积
累的过程。

部分教师由于备课不充分，教学语言欠佳，面无表情，目
光游移不定，全程与学生缺少情感交流；或一味照本宣科，从
不抬头看学生；或盯着多媒体讲课，或给不同层次的学生讲艰
涩难懂理论，忽视了学生相应的水平，一人唱独角戏，不懂得
授课是一门艺术。课堂成了填鸭式教学，老师在课堂上挥汗如
雨，声嘶力竭，而学生在课堂上或睡觉、玩手机，或窃窃私语，
对老师讲课置若罔闻；对于提问互动环节，学生无人应答，或

答非所问。一堂课下来，缺席者占大部分，老师缺乏激情，学
生也没有兴趣，两败俱伤。

青年教师一方面要熟悉教学科目和相关的教学内容，适应
新的教学手段，做好备课、说课以及相关的教案准备工作，需
要完成听课与被听课等考核指标体系，还要接受来自学生对其
教学效果的评价 , 学院对青年教师授课互评，这种种情况增加
了部分教师的教学压力。除了专业的学习外，如何调动大学生
学习兴趣，增强互动性也是考验青年教师教学方面的一个重要
能力。

1.2  不注重仪容和师德
教师礼仪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履行职务时

所必须遵守的礼仪规范。也就是说，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教
师如何表现自己应有的气质与丰富。关系到学生对礼仪的认识，
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
民族的文明程度。”[1](p207) 由于教师礼仪具有示范性和深远性
的特点，高校就应该格外重视教师基本礼仪。“别人家的老
师”“网红老师”之所以受到追捧，体现出当前大学生比较喜
欢注重仪容的教师。由于高校教师科研教学任务重，礼仪培训
较少，教师中出现了不注意仪容的情况。教师没有统一的着装
和教师职业的特殊性 , 教师穿衣打扮随心所欲，出现稀奇古怪
的着装。部分老师衣衫不整，穿着拖鞋上堂来；一些女教师穿
着吊带装、超短裙，一身珠光宝气；部分高校教师时间意识太
差，经常上课迟到；正上课时随意接打电话，旁若无人地抽烟。
孔子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教
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校园里、
课堂上等公共场合，要自觉地保持良好的仪容仪表，树立良好
的教师形象。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高校教师作为引人羡慕的职业，
各个高校在引进人才方面，格外看重名校学历、发表论文级
别，很少注重个人德行方面的考核。近年来都出现了男教师
师德失范、女导师压榨男学生情况。主要体现在个别教师缺
乏政治信仰，在课堂上胡言乱语，责任心不够，对学生缺乏
爱心；部分教师学术不端，追求名利，收受贿赂，不注意自
身的行为举止，骚扰乃至性侵学生。这对高校教师形象产生
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3  缺乏体育锻炼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认为：“ 一个信息的传递

=7% 语言 +38% 语音 +55% 形体。”[2](p216) 由此可见 , 形体信
息非常重要。“别人家的老师”都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
教师，除了颜值较高外，他们的身体体型都是不错的，戴建业
和吴姥姥虽然年纪大，但体型都很好，部分老师还热爱健身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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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当前高校的青年教师往往承担着较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
还有养家糊口、月供房贷的压力。很多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外，
必须牺牲个人娱乐时间搞研究；再加上部分教师还承担一定的
行政职务，参加各种会议和应酬，身体素质严重下滑。缺乏体
育锻炼、生存压力过大、焦虑抑郁、熬夜、生活没有规律等，
高校教师身心疲惫，未老先衰，身体体型过于肥胖，患上各种
慢性病。

1.4  科研任务繁重
高学历青年教师之所以能到高校任职，除了名校的光环效

应外，还有在校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来证明自己的
优秀。到高校任职后青年教师首先就会面临着繁重的科研任务
和高级职称之争。他们对工作充满激情，进取心较强。高校高
级职称往往僧多粥少，有名额限制，这些高级科研项目往往与
评高级职称密切挂钩。“双一流”高校都采用了“非升即走”
聘任制度，这也是 2021 年 6 月 7 日引起社会震惊复旦大学青
年教师姜文华持刀捅死学院党委书记案件根源之一。在“优青、
杰青、院士……科研界的‘学术锦标赛制’下，学校排名依赖
于各学科排名，学科排名依赖于学科所有教师的成果产出，高
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作为成果贡献的终端，承载了很大压
力。”[3] 一方面青年教师为了在校立足不得不利用自己的高学
历和专业特长争分夺秒申请省部级乃至国家级课题，屡败屡战，
负重前行；另一方面高校都出台了各类科研项目立项和各类论
文发表的奖惩措施，强烈要求博士研究生青年教师必须申请国
家级别项目，以此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青年教师每
年还必须完成规定的科研积分，规定了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
级别、项目档次，没有完成科研工作量的，工资会被无情扣
除，甚至会出现从副教授待遇降档到讲师待遇。青年教师撰写
完论文后，发表学术期刊也遭遇一定的困境。由于任职学校为
非 985 和 211 高校，学校名称没有大学两字，再加上职称较低，
往往第一眼就会被编辑部无情拒绝，出现发表核心期刊论文难
的问题。

2、成为“网红教师”的合理建议

2.1  加大教学在职称中的比重，提高授课艺术
改革职称中重科研轻教学倾向。以往职称评选多以科研条

件为硬性标准往往忽视了教学水平的评比或者比重太小，无法
激发青年教师的教学热情，一股脑投入到科研大军忽视提升自
己的教学水平。这就要求提升教学相关的项目、课程思政大赛、
双一流专业比赛、教学水平在高级职称中的比重，激励青年教
师提升教学水平，通过各种途径参加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水平
大赛为职称评比添砖加瓦来获得成就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
关键是教师，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课堂的教学效果。
教师应依靠渊博的学识、真诚的微笑、精湛的教学艺术赢得学
生的敬佩，在课堂上听课如浴春风之感。青年教师需要在教学
中获得学生和同行的认可。罗翔多次获得本科生最受欢迎的十
大教师之一，本来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网红”，入驻 B 站后粉
丝呈现井喷，主要还在于授课灵活、有趣，结合当下热点话题，
通俗易懂。

如何提升高校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呢？高校应该对新进教
师进行岗前培训，认真试讲，通过考核后才能当教师；在传帮
带方面，老带新，做好教学关；定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进行考
核，组织全校公开课；观摩省级优秀教师和校级优秀教师的比
赛，将之与教师评先评优、职称评定结合起来，提高青年教学
水平，专门打造金课，上好、上透，鼓励参加学校和省部级教

学技能大赛；教师需要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与时俱进，
打磨教学内容，尽量采用学生喜欢幽默风趣的语言或讲课方式，
饱含激情，做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枯燥为精彩，形成“寓
教于乐”；结合新媒体技术，课前提供一些讨论性的话题，学
生自己上网查找相关资料，课堂上进行互动交流，课下再进行
讨论，形成线下线上自主学习，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
丰富教学内容。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推出“大国方略”“中国
系列”网红课，学生们用说唱《马克思是个 90 后》介绍“心
目中的马克思”，戴上 VR 眼镜体验长征，“更深刻地理解长
征精神，学习红军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4]

课程设置要符合市场需求，关注学生所需，抓住学生的胃；罗
翔教授将法律知识与当前热点相结合，吸引了众多粉丝；“不
刷题”的吴姥姥吴於人科普物理视频广受欢迎，突破百万粉丝，
将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通过妙趣横生的演示和通俗易懂的讲
解，变得清晰又有趣。是一场老师与学生的双向奔赴。教学手
段和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授课风格不同，越来越多的老师授课
艺术得到提升，成为“网红课”中的“网红老师”，获得了教
学中的成就感。

2.2  加强师德建设，注重仪容仪表
教育部门多次出台《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

意见》等相关规定，要求高校重视与落实师德师风建设，划
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
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建立问
责机制；定期评选师德先进个人和师德标兵，采用物质与精
神奖励相结合，大力宣传与表彰优秀教师，坚持以德立身、
以德施教，树立高校教师良好的形象。改革考核机制，对高
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实行“一票否决”。高校教师违反师德
行为情节较轻的，取消其在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
等方面的资格。情节较重的，撤职、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通过奖惩机制清除高校队伍中的师德失范之人，树
立起高校教师良好的形象。

注重仪容仪表不仅使自己自信，还能给别人带来愉悦，
赢得学生的好感与他人的尊重。高校相关部门应经常举办各
种形式的礼仪培训，让老师们学习礼仪，加强对教师的常规
管理，注重对教师化妆、穿着、言行的教育与监督，将文明
礼仪落实到教育教学管理当中，将其作为教师考核的一个重
要内容。学校是文明场所，教师要穿戴要整洁得体、端庄大方，
既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也体现教师的修养，更代表了学校
的形象。

2.3  加强锻炼，注意体型与健康
高校青年生活压力大，既要承担备课上课任务，又要完成

科研工作量，还有评先评优、晋升职称等方面的压力，这些因
素导致青年教师身体素质严重下滑，大肚子教师较多，心理失
衡出现抑郁，部分名校甚至出现青年教师猝死现象。这就需要
根据个人情况，尽量减少超时工作，合理安排时间，注重劳逸
结合，放缓生活节奏，保持乐观健康的心理状态。高校相关部
门定期安排教职工进行体检， 关注高校教师的身体素质状况 , 
改善教师的工资收入、住房、医疗等物质待遇，增加在体育健
身场地、器材等方面的投入，经常开展各种有益的体育活动，
如教职工运动会，教职工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以及广
播操比赛、提高高校教师的运动质量和水平。在生活重压之下，
仍然需要保持合理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平衡膳食、均衡营养，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高校可引导教师跑步、瑜伽、舞蹈、太极、
武术等多种日常的锻炼方式，组建教职工的健身协会和心理健
康协会，使教师掌握更多的体育锻炼知识，提高练习者的心肺
功能，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形成积极乐观平和心态，达到心理



2021【3】12  3 卷 12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223 •

平衡，同时也能保持身材。

2.4  加强职称改革，降低科研任务
加强职称改革，提高青年教师待遇，分工细化，更人情味些。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各有所长，青年教师需要找到自
己的特长，选择好自己的岗位，扬长避短。部分青年教师如果
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中，成为网红教师，可以在抖音等短视
频平台中发热发光，学校要给予鼓励与支持，使其获得相应经
济收入和成就感，在高级职称评比中也得到相应的权益保障，
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自然就应该降低科研任务，不需
要强加科研工作量。若部分青年教师擅长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学
术研究，注重学术积累，爱坐冷板凳，学校应鼓励其对学校在
国家级项目的贡献，青年教师获得了成就感，自然也会降低教

学方面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少上课或不上课均可。重视青年才
俊，实施青年教师能力提升工程，争当千人计划，拓宽上升通道。

综上所述，从“网红老师”可以看出，当前高校教师队伍
中存在讲授缺乏艺术、不注意仪容仪表、缺乏体育锻炼、科研
任务繁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加大教学在职称中的比
重，提高授课艺术，注重仪容仪表，加强师德建设和体育锻炼，
注意体型与健康，职称改革加大力度，降低科研任务等。虽然
每个教师的授课风格不同，但还是希望老师从各个方面尤其授
课艺术方面提升自己，使每位教师都能成为“网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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