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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切实落实教育部在高校开展“唯论文、

唯帽子、唯职称、唯奖项”的清理工作的具体要求，使得教育评价回归教育的初心，让立德树人成为高校

教书育人的首要任务，本文对探索高职院校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管理体系的现状和需求进

行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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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部的政策指导和黑龙江省高职院校的教育

科研管理改革需求，本课题组于 2021 年 3 月至 4 月开展

了关于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现状和需求调查。本次调研

主体采用问卷星软件制作问卷、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通

过对问卷星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当前高职院校教育科学

研究的现状和需求。 

1  调研的主要内容 

问卷共设 20 个问题，主要从高职院校教育科研现状

和发展需求两个层面设置问题。对高职院校科研现状的调

查共设置 13 个问题，分别从职务、职称、主持或参与教

育科研课题的目的、与实践单位科研合作情况、教育科研

成果形式及影响成果应用的因素、学校科研鼓励和评价重

点、评价方法、评价参与人员、评价分类情况及评价组织

部门等方面设计问题。对教育科研需求的调查，主要围绕

教师自身科研能力提升需求、对学校科研指导和支持的需

求、对科研贡献和质量的认识、对科研考核和激励政策的

期望等方面共设置了 7 个问题。 

2  调研途径和对象 

本次调研主要通过微信好友、黑龙江省职业教育科研

管理人员工作群、全国职业教育资源群、微信订阅号“教

育科研资讯”转发、转载的方式发放问卷。 
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 315 份，初步统计黑龙江省有 27

所院校的 275 位教师参与本次问卷调查，黑龙江以外各省

回收 40 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的数量和广度对数据结果

的分析具有有效的支撑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黑龙江省

高职院校教育科研现状和发展需求进行科学的分析。 

3  调研数据分析 

3.1  参与调研人员区域分布和人数分析 
黑龙江地区参与问卷调研的数量为 275 人，占比

87.3%，来自江苏、北京、四川等地问卷数量分别为 5 人、

4 人、3 人，占比分别为 1.59%、1.27%、0.95%，总体来

看，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黑龙江省院校和人数居多，占比

最大。（如图 1） 

 

图 1  参与调研人员区域分布和人数占比 

3.2  现状分析 

3.2.1  不同职务参与课题目的分析 
从统计数据得知，专任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目的为评

职评优的有 109 人，占比 45.80%，目的为提高教学质量的

有 117 人，占比 49.16%，其中对于服务社会需求和成果应

用及推广仅有 5 人和 7 人，占比仅有 2.10%和 2.94%。 
参与本次问卷的行政人员共 37 人，其中行政人员参

与课题的目的为了评职评优的有 15 人，占比 40.54%，为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有 13 人，占比 35.14%，对于服务社

会需求及成果应用及推广人数较少，分别为 5 人和 4 人，

占比 13.51%和 10.81%。 
兼任教师职务参与人数为 24 人，为了评职评优和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各有 11 人，占比 45.83%，对于服务社

会需求及成果应用和推广的都仅占 1 人，占比 4.17%。 
参与本次问卷的科研管理人员共 16 人，参与课题的

目的为职称评优的有 4 人，占比 25%，为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的有 8 人，占比 50%，对于服务社会需求及成果应用和

推广各 2 人，占比分别为 12.5%。 
由此可见，高校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目的更倾向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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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评优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对于社会需求及科研成果的 推广倾向性不强。（见表 1） 
表 1  不同职务参与课题目的分析 

X/Y A.评职评优 B.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C.服务社会需求 D.成果应用和推广 小计 
A.专任教师 109（45.80%） 117（49.16%） 5（2.10%） 7（2.94%） 238 
B.行政人员 15（40.54%） 13（35.14%） 5（13.51%） 4（10.81%） 37 
C.兼任教师 11（45.83%） 11（45.83%） 1（4.17%） 1（4.17%） 24 

D.科研管理人员 4（25%） 8（50%） 2（12.5%） 2（12.5%） 16 

3.2.2  教育科研课题的成果形式的现状 
在教育科研课题的成果形式现状分析中，参与本次问

卷的正高职人员中，课题成果为学术论文有 25 人，占比

96.15%，著作教材 18 人，占比 69.23%，研究报告 22 人，

占比 84.62%，成果形式为教学案例等实践成果和改革方案

或制度汇编只有 12 人和 6 人，分别占比 46.15%和 23.08%。 
参与问卷的副高职人员 102 人，其中课题成果为论文

有 95 人，占比 93.14%，著作教材 69 人，占比 67.65%，

研究报告 71 人，占比 69.61%，对于教学案例等实践成果

及改革方案或制度汇编有 43 人和 11 人，占比 42.16%和

10.78%。 
参与问卷的中级人员为 127 人，其中课题成果为学术

论文有 117 人，占比 92.13%，著作教材和研究报告各为

65 人，占比 51.18%，对于教学案例等实践成果及改革方

案或制度汇编分别为 54 人和 15 人，占比 42.52%和

11.81%。 
参与本次问卷初级职称人数为 60 人，课题成果为学

术论文为 48 人，占比 80%，著作教材 21 人，占比 35%，

教学案例等实践成果 19 人，占比 31.67%，对于研究报告

及改革方案或制度汇编分别为 16 人和 2 人，占比 26.67%
和 3.33%。 

由此可见，高校教师的教育科研课题的成果为学术论

文占比最大，成果为教学案例等实践成果占比最少。（见

表 2） 
表 2  教育科研课题的成果形式现状分析 

X/Y A.学术论文 B.著作教材 C.研究报告 D.教学案例等实践成果 E.改革方案或制度汇编 小计 
A.正高（教授） 25（96.15%） 18（69.23%） 22（84.62%） 12（46.15%） 6（23.08%） 26 
B.副高（副教授） 95（93.14%） 69（67.65%） 71（69.61%） 43（42.16%） 11（10.78%） 102 
C.中级（讲师） 117（92.13%） 65（51.18%） 65（51.18%） 54（42.52%） 15（11.81%） 127 
D.初级（助教） 48（80%） 21（35%） 16（26.67%） 19（31.67%） 2（3.33%） 60 

3.2.3  科研评价工作归属的管理部门调研结果 

 

图 2  科研评价工作归属的管理部门调研结果 

通过对所在单位科研评价工作归属的管理部门调研

可知，由科研处直接管理占比 43.17%，其由非科研处管

理总共占比 56.83%。由此可见，大部分高校没有独立的

科研部门组织科研评价工作。（如图 2） 
3.2.4  高职院校科研奖励现状 
通过调研可知，有超过 1/3 高校无科研奖励，有科研

奖励的高校过于注重荣誉奖励，占比 45.71%，而对于物

质奖励占比较少，仅占有 16.83%，说明目前高校科研激

励政策不完善，而且高校教师对于科研奖励更偏向于物质

奖励，包括科研奖金和提高科研经费，分别占比 66.35%
和 56.51%，所以，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科研奖励机制不能

够充分调动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见表 3、表 4、
表 5） 

表 3  您现在所受到的科研奖励类型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A.物质奖励 53 16.83% 
B.荣誉奖励 144 45.71% 
C.进修培训 64 20.32% 
D.职务晋升 59 18.73% 

E.无奖励 120 3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表 4  您希望学校在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时更偏向哪种科研激励？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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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科研奖金 209 66.35% 
B.进修培训 137 43.49% 

C.提高科研经费 178 56.51% 
D.荣誉表彰 70 22.22% 
E.职位晋升 104 33.02% 

F.职称评比优势 130 41.2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表 5  您认为学校目前科研激励机制是否能够充分调动科研积极性？ 
选项 小计 比例 
A.能 93 29.52% 

B.不能 92 29.21% 
C.一般 130 41.2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3.2.5  高职院校现行科研评价方法 
目前，高职院校对于科研评价方法中，倾向于指标量

化评价及同行评价，而参与科研成果评价的人员中，同行

参与比重较大，占比 87.94%。（见表 6、表 7） 
表 6  您所在单位科研评价采用了哪些方法？ 

选项 小计 比例 
A.行政评价 115 36.51% 
B.同行评价 122 38.73% 

C.指标量化评价 196 62.22% 
D.计量评价 78 24.76% 

E.其他 18 5.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表 7  您所在单位科研成果评价中有以下哪些人员参加？ 
选项 小计 比例 

A.学生 71 22.54% 
B.家长 20 6.35% 

C.社会人士 105 33.33% 
D.同行 277 87.94% 
E.其他 25 7.9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在对高校进行科研评价的过程中，是否采用不同的评

价标准或方式的调研中，发现有超过 1/4 的高校尚未采用

不同标准或方式进行科研评价，说明科研管理评价方式有

所欠缺。（见表 8） 
3.3  教育科研发展需求分析 
1.教师对于自身科研能力提高和对学校科研指导的需

求情况 
教师对提高自身科研能力的认识比较全面，他们认为

对科研基本方法的掌握、理论水平的提高、实践经验的积

累和对教育政策和专业前沿知识的获得同等重要。（见表

9） 

表 9  您认为教师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应从哪些方面努力？ 
选项 小计 比例 

A.学习教育科研基本方法 227 72.06% 
B.提高理论知识水平 224 71.11% 

C.丰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230 73.02% 
D.关注和学习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 227 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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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2.对团队建设和立项申报指导及科研经费支持的期望

值比较高 
通过对以下问题调研，发现目前高校教师对于开展科

研工作倾向于团队建设的重要性。（见表 10、表 11） 
表 10  您认为科研管理部门应从哪些方面加强指导？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A.团队建设指导 3.43 
B.课题申报指导 3.31 

C.课题研究过程指导 2.71 
D.课题结题指导 1.6 

E.成果的应用指导 1.43 

表 11  您认为学校促进教师开展科研工作应采取哪些措施？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A.组建科研团队 3.2 
B.搭建科研平台 3.14 
C.提供经费资助 2.94 

D.建立激励制度和保障措施 2.47 
E.科研讲座、交流、研讨 1.31 

3.教师科研成果贡献情况 
教师对科研工作的贡献应围绕在有代表性的、质量高

的科研成果及成果是否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并且能够

产生一定量影响的评价。而科研成果对教育教学的贡献应

从有明显的课堂教学改革效果、指导学生获得技能大赛等

奖项、专业建设有了明确方向并取得一定成效、教师取得

教学成果奖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见表 12、表 13、表 14） 

表 12  您认为评价教师对科研工作的贡献应包括哪些方面？ 
选项 小计 比例 

A.科研成果的数量多 116 36.83% 
B.科研成果质量高，有代表性成果 263 83.49% 

C.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不间断 153 48.57% 
D.成果是否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并具有一定影响 243 77.14% 

E.能够有引领青年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科研团队建设成果显著 184 58.4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表 13  您认为对教师个人科研考核应在哪些方面改进？ 
选项 小计 比例 

A.用制度规范考核，确保客观准确的评价判断 195 61.9% 
B.重视个人和成果对科研工作的贡献力 223 70.79% 

C.重视成果的社会效益和影响 197 62.54% 
D.改变科研评价以纵向项目和论文为主的现状 172 54.6% 

E.分学科、分类型考核 138 43.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表 14  您认为科研成果对教育教学的贡献应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价？ 
选项 小计 比例 

A.获得教学成果奖 187 59.37% 
B.指导学生获得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奖项 203 64.44% 

C.课堂教学改革效果明显 213 67.62% 
D.专业建设有了明确的方向，取得一定成效 195 61.9% 

E.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多 73 23.17% 
F.成果为本校或地方教育发展提出有效建议 152 48.25% 

G.科研项目的数量与经费的额度 42 13.33% 
H.获得科研成果奖 72 22.8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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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研结论及建议 

4.1  调研结论 
通过对高职院校科研管理的现状和需求分析可知，无

论任何职务，参与课题的目的为评职评优及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占比最大，对于服务社会需求及成果应用推广占比较

小；对于课题成果体现这一方面，学术论文占比最大，其

次是著作教材及研究报告，占比最小的是教学案例等实践

教学成果及改革方案或制度汇编；对于高校管理科研工作

层面来讲，大部分高校没有独立的科研管理部门，同时，

对于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奖励机制及科研成果的评价方

式存在缺陷，由此可知，高校教师参与课题更倾向于评职

评优及提高教学质量，其成果体现多数倾向于学术论文、

研究报告及著作教材，与此同时，科研团队的建设亟待加

强。 
4.2  建议 

目前高职院校对教育科研评价重点是围绕成果的数

量进行评价，但是，科研成果质量和水平更为重要，对教

育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

外，有效地考核激励机制、资金投入、成果转化意识也是

影响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调整和改革： 

⑴带动和帮助教师积极学习教育科研基本方法、提高

理论知识水平、丰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关注和学习最新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 
⑵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充分发挥团队的带动力量和建

立健全科研团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支持。 
⑶提高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质量和水平、增强成果转化

意识、加大资金投入、制定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重视教

师个人和成果对科研工作的贡献力、重视成果的社会效益

和影响、用制度规范考核，确保客观准确的评价判断。 
⑷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的同时，需要良好的科研

制度进行支撑，有着良好的科研管理体系，促进教师积极

参与科研，服务教学与社会，促进教育教学发展起着助推

的作用。 
⑸探索多元化的研究成果形式，将研究工作融入教学

育人过程中，注重教学案例、公开课等实践成果及改革方

案或制度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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