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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等使

命的教师群体，在学校的发展与创新方面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

献。尤其是在高等院校中，教师不仅是高级人才培养质量的把

控者，也是高校声誉的建树者。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

扩大，高校中专任青年女教师占比也越来越大，这一群体已然

成为高等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教育部《教育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普通高等院校专任女教师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

趋势，2020年高校专任女教师人数为938789人，占专任教师总

数的51.22%，占比已过半。不仅如此，其中45 岁以下青年女

教师在全体专任女教师中占比高达74.37%，可见，青年女教师

的队伍越来越年轻化。然而正处于事业发展黄金期的青年女教师

却面对着来自社会多方的矛盾冲突，与青年男教师相比，其在

职业发展上面临着更多更重的压力和阻碍。

1  困局：社会性别视角下青年女性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

表征

1.1传统观念顽固阻碍青年女教师的职业发展

从古至今，女性角色的定位受到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

念掣肘。社会学者田显樟曾在大理调查对于女性事业成功的标准

问题，结果显示：现代男性对于配偶和异性同事的认知模式存

在差异，62%的男性认为判断女人事业成功，前提因素是其在家

庭中扮演“贤妻良母”。此观念在现代高等学校这个具备高度

文明的组织中依然呈现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相夫教子”的女

性形象与现代职业发展的冲突造成了青年女教师角色定位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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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这种角色冲突徒增了青年女教师的生存压力和对未来职业目

标的迷茫，致使大多数女教师在职业上升期“躺平”，将人生

顺利美满的界定标准转变为“家庭幸福”、“孩子出色”，而

非实现个人社会价值。

1.2自我建构模糊阻滞青年女教师的职业发展

自我认知的正确建构是青年教师走上教研岗位、潜心教书育

人、沉心科研求索，实现个人理想、人生追求的基本内涵需

求，也是青年教师“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和最迫切的实际期望”

之一。在面对繁冗的家庭事务、繁重的工作事项和繁杂的教学

事宜时，青年女教师往往被多方利益集合体牵着鼻子走，逐渐

偏离符合自我鉴定的职业发展预期，即便是对于职业生涯中初心

所在的专业发展，也迷失了其最根本的价值判断和正确认识。

随之而来部分青年女教师对自己能力估价过低，时常产生自馁情

绪，特别是在科研上把自身置于依附地位，“等靠要”思想严

重，最终极大地抑制了她们才能的发挥。

1.3评价体系单调窒碍青年女教师的职业发展

我国高校目前实行以绩效型评价制度为主的教师评价管理体

系，以促使青年教师阶段性反思，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和教学能

力。然而，目前高校对青年教师的评议仍有失偏颇。一方面，

高校职称评审中存在的“帕金森定律”，即所谓的排资论辈和

裙带关系现象，招致大多数青年教师默认，进而消极对付科研

教学，这极大阻碍青年教师健康积极发展；另一方面，高校评

价将绩效奉为圭臬，侧重短期成绩，缺乏对青年教师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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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使得青年教师盲目满足于考核指标，仅着眼于完成绩

效中阶段性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缺乏对自我专业水平的职业规

划，针对如何更好地教书育人、科学掌握教学规律，缺乏感性

认识和深刻体会。

与此同时，现行高校评价体系并没有将青年女教师适婚、

适孕的因素考虑在内，陷入了一种性别盲视，对男女在生理和

心理上的差距视若无睹，在科研教学评价体系中以同等、单调

的准则来要求男性和女性，貌似“中立”、“客观”，而实

质仍是以男性经验为准绳建立的理论和实践标准，是在还没有完

全达成性别平等的社会上对女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误导女教师为

寻求职业进步而无辜承担更多的压力与责任。

1.4发展渠道局限妨害青年女教师的职业发展

一直以来，社会对教师职业的期望值偏高，这激活了青年

教师在追求自身业务能力进步方面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本就处

于劣势地位的女教师。表面上看，高等院校对男女教师的入学

机会、职业发展“一视同仁”，学术界戏谑进入高等教育院校

从事科研或教学的女性已经与性别偏见无缘，而据康婷在高校男

女职称占比研究中表明，基于相同人力资本，男教师获得的晋升

机会是女教师的3-4倍；处于同一教研水平，女教师晋升时间要

比男教师多3-5年。这些数据无一不在传达青年女教师在职业发

展道路上面临地位边缘化、上升渠道闭塞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

是，发展渠道不畅通所引发的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问题相较于高

校教育中的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束之高阁，文献梳理结果表明，基

于性别视角对高校青年女教师因上升渠道困境致使职业发展障碍

的研究并不多。长此以往，青年女教师逐渐降低成就期待，职业

发展懈怠甚至停滞现象日渐抬头。

2  解局：青年女性教师职业困境与发展的逻辑机理

2.1价值理念一致性夯牢耦合基础

社会工作是具有强烈理念价值源泉，内含平等、和谐、真

诚、尊重、包容等信条，关注全社会福利的专业性社会服务。主

要蕴含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是以人为本，以更

为人性化、更具同理心的渠道服务案主。社会舆论压迫青年女教

师以“贤妻良母”形象自况显然会阻挠青年女性教师对于自身专

业能力的提升，约束高校师资水平的整体优化，对高等教育质量

造成不利影响，抑制高校人力资源的开发。因此，专业社会工作

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介入和指导高校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的

基本前提。

第二，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社会工作者立足优

势视角实践原则，从建立专业关系入手，多维度评估案主，并检

视可行方案、动员创优能力、建立激励途径，制定个别化的干预

策略。反观案主，不少高等院校青年女教师对自身职业发展低追

求，甚至抱着“中职退休”的心态，以至于各方对她们社会贡献

的期待值降低，从而进一步反作用于其职业发展规划，形成“恶

性”循环。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问题的优势在于：通

过以“助人自助”为内核的灵性视角将青年女教师看作是具有

自我改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需要充分发挥青年女教师的主动

性，为结合具体问题运用专业手法开展相关的工作提供了可能。

2.2目标手段复合性拓宽实现思路

职业发展，据中国职业规划师协会的定义是组织用来帮助员

工获取目前及将来工作所需的技能、知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就

是组织对人力资源进行的知识、能力和技术的发展性培训、教育

等活动。而社会工作从本质上来看，则是在利他主义价值观指导

下，运用专业手段方式，服务帮助对象摆脱困局，适应社会环境，

以改善其生活状态的一种真正的服务过程。不难发现，两者殊途

同归，都是以服务活动为指引解决案主现实诉求，因而两者在目

标职责上具有融通性，这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高校青年女教师职

业发展打通认知壁垒，为后续造就两者底层逻辑嵌套推波助澜。

聚焦高校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不难看出由于教师职业和高

校环境的特殊性，我国迄今为止对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的研究相

对稚嫩，研究的广度、厚度、热度和力度远远不够。追本溯源，一

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代大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仍在建设中；二是青年教师对阶段性职业发展的理解把握仍然较

为浅显，职业发展权意识薄弱，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合理诉求难

以得到充分保证。聚焦社会工作，其创造性链接诸多社会科学的

核心观念，科学性计划多领域服务交互模型，专业性解决现实困

局和满足特定需求，已然形成较为系统的整体架构。因此专业社

会工作在方法手段上能够更好地为当下抱令守律的高校青年女教

师在职业发展方式方法上的裨补缺漏，保障青年教师职业发展权

利，实现有效引导青年教师把个体职业发展与教师队伍集体发展、

学校事业整体发展有机结合。

3  破局：新时代高校青年女性教师职业发展释能的路径

探究

3.1 促进性别文化进步，提高人文关怀，构建健康和谐的

外部舆论氛围

“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化规定早就先入为主地揉进了大众

已有的性别意识中，这对于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

隐性的侵害，但在这样的性别文化里，男性也同样承担着事业“不

成功，便成仁”的危机感。如此不合时宜的性别刻板模式，对两

性的束缚濒临临界值。因而社会工作的功能逐渐凸显。社会工作

承担着为需要群体提供帮助与服务的重要职能，从其社会使命看，

在面对青年女教师这样的“弱势群体”，“扶弱济贫”、加速社会性

别共识的更新以解决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的困境，从而维护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刻不容缓。抛弃传统性别文化内核“男

尊女卑，重男轻女”，培育新的角色规范核心：男女两性平等互补。

平等表现在价值的平等，互补表现在功能的互补。建立这样的新

型两性关系，对于男女双方都是一种社会枷锁的解脱。然而，新

型关系的建立与否并不能直接保证新的角色规范能在实际上成为

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所以在推行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

框架，同步落实监控角色行为的执行机构和相应的社会舆论监督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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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增添自身人力资本，树立科学观念，强调自主人生的

良性精神求索

青年女教师要使自身的职业发展健康稳固，除了依靠外部

条件的托举，自我认质清晰、人力资本充足也能为职业发展添砖

加瓦。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和尊严。

助人自助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最重要的理解就是通过

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以挖掘其自身潜能，最终达到自己能够帮助

自己的目的。就高校青年女教师而谈，过分贬低自我会使自信心

受挫，过分夸大自我会使人生厌致使自己处处碰壁，因此要积极

建立良性自我意象，这是女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石。高校青年

女教师需要认同自己的教师身份、了解自己现阶段的目标构成，

有的放矢，不受社会舆论所影响。职业作为个体自我价值充分实

现的根本途径，与个体的契合度、认同度无一不左右个体的自我

意象。青年女教师需勤奋学习、刻苦奋斗、沉下心钻研，不断提

高自己的综合修养，全身心地投入到热爱的教书育人、科研事业

当中，从中开出灿烂的花，提高职业的满意度。以此为目标，高

校青年女教师要注意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努力从多方面综

合提升自身：获取知识、技能，提高心理素质，锻炼韧劲，开阔

视野、提升格局等；扩展交往面、活动范围，多参与实践活动，

拓宽学术网络，在实践中学思悟践、增长才干，把握并持续提高

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杜绝人力资本贬值发生的可能性，规避失业

风险。

3.3制定职业规划链条，革新考核制度，营造保障性强的内

部微观环境

职称评聘和职务晋升是高校教师个人抱负和社会理想的实现

渠道，其审核标准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蒂和教师职业发展的核心

关注点，尤其对于在其中处于劣势的青年女教师。切实提高评聘

和晋升标准的科学性，完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青年教师成

长特点的高校用人机制，强化重师德、重教学、重育人、重贡献

的考核评价导向至关重要。

首先，结合学校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实际需求完善评聘晋升

标准制定，对青年女教师所处的特殊时期予以人性化考核，强化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增进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和职业发展权的

重视。工会可以通过组织召开民主交流会、学校政策听证会等多

种形式，让青年女教师参与政策制定，加入女性声音的教师绩效

评估体制相对公平，是消除其职业生涯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的

有效途径。

其次，平衡教学科研价值，科学纳入薪资评定。当前高校中

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将科研工作业绩提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其背后是标准制定中教学、科研价值的失衡。这种

紊乱不仅从政策导向层面异化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也削弱了教

师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层次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升。所以急需研究建立教学型、科研型、综合型的分类

管理和评价体系，依据个人工作性格和年龄阶段自行选择赛道，

并在薪资评定、职称评聘及职务晋升标准中明确体现，为学校

深化人才发展改革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最后，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需要多方协作

去达到目标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注重评价和效能实现的过程。

在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评估是服务过程的重要环

节，也是衡量服务成效的关键。服务评估贯穿始终，社会工作

专业评价既注重最终目标的完成情况，也关注在服务过程中服务

对象的渐进式改变。对此，社会工作要及时建立反馈机制，构

建信息交流和沟通平台。

4  结论

高等教育改革再出发优化了教育体系的合理性，但相应地提

升了青年女教师跨越职业发展障碍的难度。社会工作从另一方领

域，站在不同理论方位启迪该问题的治理途径，从中吸取相应

的经验，是青年女教师有效面对瞬息万状的职业环境的路径之

一。将社会工作嵌入到青年女教师职业发展路径中，挖掘高校

女教师发展的理论资源，既可丰富教师发展理论，又可以发展

社会工作内涵。引导当代高校女教师走出其发展困境，以致职

业问题依附的现实土壤荡然无存，提升青年女教师的适配能力，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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