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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社会和企业对高等教育质量

水平的呼声也越来越大，青年教师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高校青年教师自身能力直接关系学生专业能力以及高校综

合竞争力的高低[1-3]。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意见强调了国家级教

师教学发展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关键性作用，并要求高校根据自

身教学目标和教学理念的特点，对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困境和问题

进行充分剖析，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问题进行解决，从而

促进高校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4-6]。

在对H高校青年教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高

校青年教师自身层面存在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技能等问题，并基于

上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教师层面和高校层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对于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青年教师的年龄、职称情况如下：

1.1年龄

针对青年教师，本课题共投放了500份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反馈数量为465份。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有67名新入职的青年教

师（约占14.4%），岁数区间为26岁~29岁；有109名青年教师的

岁数区间为30岁~34岁，约占23.4%；占比最大的青年教师岁数

区间为35岁~39岁，共151名占比32.5%；其余138名青年教师占

29.7%，岁数区间为41岁~45岁。

1.2职称

该校讲师职称人数最多，共197名，占42.4%；副教授人数次

之，共147人，占31.6%；助教职称的青年教师合计为89名，占

19.1%，多为刚入职的新教师；其余32名青年教师为教授职称，占

6.9%。

2  教学困境

通过对H大学青年教师问卷调查发现，目前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主要归纳为自身专业技能不过关、高校教师

评价体系不健全以及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方面。

2.1教师层面：专业技能不过关

教学理论方面：根据教师专业培训次数调查可知，有63名（约

13.5%）高校青年教师参加教师专业培训次数不超过1次，参加2

次、3次、4次的人数分别为162名、95名、79名，仅有66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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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参加培训的次数多于5次。高校青年教师多数毕业于国内

外著名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其中也不乏博士后人员，

其主要优势为学历高、专业知识扎实，然而其缺乏较为系统的教

师专业背景培训。同时，由于青年教师教育经历导致其进入高校

后多侧重于科学研究，而忽视教学质量和教学素养，从而引起青

年教师科研成果丰厚而教学理论相对薄弱的不平衡窘境。

教学技能方面：根据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掌握程度调查可

知，115名青年教师（约24.7%）对于教学技能很不熟练，不能够

通过教学技能很好地进行知识传授，能够熟练、较熟练地运用教

学技能的人数仅为116名。目前国内高校青年教师普遍缺乏充分

而完善的教学培训，其虽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和知识背景，然而缺

乏在课堂上能讲其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教学技能，导致学生不能够

充分吸收知识精髓掌握知识要领，这些教学技能的缺失直接影响

着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以及高校综合竞争力的增强。

2.2高校层面：评价体系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完善

青年教师教学困境在高校层面主要体现在评价体系不健全、

激励机制不完善两方面。目前高校不健全的评价体系和不完善的

激励机制使得教师发表的期刊数量、参与的科研课题以及获奖级

别和数量作为评价青年教师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而对于教师应

该具备的教书育人激情、态度等考察的却较少，目前这种评价体

系严重制约着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积极主动性。同时，对于青

年教师而言，高校关于青年教师激励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

致自身缺乏竞争力和动力、失去了年轻人应该有的活力和激情，

不利于个人和集体的长远发展。

3  对策研究

3.1教师层面

3.1.1增强教学意识：

作为教书育人、传授学生专业知识的教师，应该有对这一份

职业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明确自己承担的责任，从内心深处严格

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质量。同时，根据自身具

体条件和周围环境的具体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自己的职业发展

规划，把自己的发展与学校、祖国的发展紧密结合，在日常生活

中促进自身教学水平。

3.1.2提升教学水平

高校青年教师在加强对自身专业领域的研究外，还应加强对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协调教学和科研关系，将自身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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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完美结合。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

学，通过开展科研活动丰富教学内容，同时通过教学活动为相

关科研提供不懈动力，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3.2高校层面

3.2.1完善评价体系

高校青年教师在单位中在完成教学、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要通过不断地课题研究推动高校科研水平，起到了多重作用。

因此高校应该通过制定完善的、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并结合定性

评估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

力以及科研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同时为教师待遇、晋升和后期定

期培养提供参考。

3.2.2健全激励机制

青年教师多为刚毕业或毕业时间较短、职称较低且收入水平

普遍偏低，因此健全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激发广大青年教师在教

育教学和科研课题的激情和热情，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新性。

因此高校应从青年教师工作、生活和思想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

青年教师的建议和意见来建立、健全高校激励机制，让青年教师

对生活、对单位充满希冀和感恩之情。

3.2.3加大师资投入

高校青年教师科研环境的好坏与高校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密

不可分，尤其对于工科院校来说更加明显。因此，高校应加大师

资投入，提高科研经费，并通过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的方式来鼓

励广大青年教师在完成自身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要积极探索未知、

全心科研，同时也要加强学风建设和学术诚信教育避免出现学术

腐败。

4  结论

高校青年教师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自身科

研能力和教学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学生专业能力以及高校综合

竞争力的高低。本文在对H高校青年教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深

入分析了高校青年教师自身层面存在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技能等问

题，以及高校层面青年教师面对的评价体系不健全、激励机制不

完善等现实困境，并基于上述问题提出了高校青年教师自身增强

教学意识、扎实专业能力、提升教学水平等解决对策。该研究对

于推进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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