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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及对策

刘姝妤

三亚学院　海南三亚　57200

摘　要：早在2021年1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就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

对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进行了系统化部署，《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强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支持，旨在完善高校青年教

师评价体系，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创新型师资队伍。除了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培养青年教师外，我国对于高校青年教

师的职业幸福感的关注也在日益增加，本文将从多方面入手分析影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并详细阐述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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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青年教师是我国高等教育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高校内的新鲜血液，也是中坚力量，青年教师队伍承担着

培养未来人才的重任。影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

是多元化的，包括工作环境、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待遇等等。

青年教师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新鲜力量，在高校中所面临

的职业困境不只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造成阻力，更可能会

对教师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成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1. 高校青年教师的幸福感现状

多数高校青年教师的对于高校教师的工作都是具有一

定幸福感的，高校教师在职业层面一直以来都受人尊重，教

书育人的过程也能给青年教师们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但高校

青年教师在职业幸福感上存在一定差异性，广东科技学院外

国语学院陈有博士曾对 120 名高校青年教师进行匿名问卷调

研，参与问卷的 120 人中男女年龄比例近 1：1，年龄分布

在 25 到 40 岁，其中男性青年教师的幸福感指数低于女性青

年教师，高职称教师幸福感高于低职称教师，120 人样本中

有 15 人认为高校教师职业不幸福，呈群体化趋势而非个体

现象。

多数高校青年教师的对于高校教师的工作都是具有一

定幸福感的，高校教师在职业层面一直以来都受人尊重，教

书育人的过程也能给青年教师们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但高校

青年教师在职业幸福感上存在一定差异性，广东科技学院外

国语学院陈有博士曾对 120 名高校青年教师进行匿名问卷调

研，参与问卷的 120 人中男女年龄比例近 1：1，年龄分布

在 25 到 40 岁，其中男性青年教师的幸福感指数低于女性青

年教师，高职称教师幸福感高于低职称教师，120 人样本中

有 15 人认为高校教师职业不幸福，呈群体化趋势而非个体

现象。

2. 高校青年教师所面临困境

2.1 缺乏相关教学经验

1. 高校青年教师主要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院校毕业，

师范类院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普遍具备相关教学经历，具有一

定教学经验；另一部分非师范院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或许在学

历方面有足够的资格担任高校教师，但此类青年教师由于缺

少相关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不自信的情况，

尤其在紧急事件发生时缺乏应对方法，更容易打击教师的教

学信心。

2. 对于部分青年教师来说毕业即入高校工作，可能存

在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从学生到教师这样的身份转变。学生

身份和教师身份截然不同，考虑的方式方面也有所不同，由

于身份突然转变，思考方式的变化让人不不能很快接受，教

师的“过度共情”可能会导致青年教师上课期间课堂纪律松

散、评分标准不稳定、作业量不够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巩固

所学知识等情况，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进而影响

教师的口碑和风评。

3. 部分青年教师仅在研究生期间对本专业进行了相关研

究，缺乏相关知识的储备，对于专业更深入的知识无法深入，

或者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不能很好的有机转化成授课内容，影

响授课质量，造成授课内容不足、授课质量不尽人意等现象。

2.2 工作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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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不论是倾向于应用型还是科研型，高校教师

都面临了一定的压力，如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可能相对

少，但相应的教学压力高，且选课自主权不高，需要处理的

教学方面的事务多，如 : 一位教师需要在不同的班级教授同

一节课，出于为学生负责的态度，也需要根据班级进度、班

级特点或将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导致“隐形工作量”的出现。

高校青年教师在职场中所面临的问题除了本职需要承担的

教学任务以外，还要处理好其余工作问题，比如有些教师“身

兼数职”，除授课、科研工作以外还需处理管理工作或行政

工作，亦或者是处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等问题，久而久之青年教师的工作重心会慢慢偏离教学和科

研，直接或间接导致教师工作压力大，影响职业幸福感。

2.3 晋升困难

职业发展机会是影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职业发展机会与青年教师能否评职、能否提升职位、

能否提高薪资待遇等多方面相关。多数高校青年教师期望在

高校的工作中用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希望高校中可以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希望能够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机会。

拥有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在工作中感

受到成就感和职业认同感，让教师认为工作可以实现自我价

值等都是实现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但目前来

说，部分高校青年教师无太多科研经历，无太多教学经验等，

需要“熬资历”才能实现晋升。

2.4 薪资待遇水平

高校教师薪资待遇问题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高

校教师的薪资待遇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比如高校类型、高

校所在地区、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教师的资历、职称、

工作年限等。高校青年教师入职时间不长，资历、职称都并

不高，在薪资待遇上可能与期望有所不符，而薪资待遇和职

业幸福感是不能分开议论的，如果薪资待遇无法满足与其，

或者不能满足教师的基本生活需求，可能会极大程度的影响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教师虽可以从传道授业解惑中获得成就

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但物质条件是一切现实生活的基础，

因此，对于影响青年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因素来说，薪资待遇

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2.5 学校教学科研设备、资源与平台不足

工作时的教学设备、教学资源与平台等硬性条件都影

响着青年教师们的职业幸福感。充足的教学条件和丰富的资

源可以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其中教学设施的完善与

先进可以帮助教师们减轻一定的授课压力。以计算机专业课

程为例，在学校计算机设备、应用程序及软件老旧的前提下，

想在课堂上展示并让学生及时操演新的技术内容是极困难

的，此种情况即使是教师会教，也会由于硬件设施不齐全而

教不了。若教师想要寻求解决方法，则须通过在课后利用私

人设备操作录屏，再在课上给学生们播放讲解，或是在课上

直接开腾讯会议，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学生们演示操作方法，

但这无疑实在把学校的问题交给教师处理，给教师增加授课

难度和授课压力，同时可能会影响学生们的听课效率。教学

设备的不足也很难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激情和创造力，对于

提高职业幸福感有一定难度。

3. 解决方法

（1）由青年教师和资历较深的老师“结对子”，组成“老

带新”小组，可以对青年教师进行一对一帮扶，或是又专业

内组织集体备课，常举办课程交流会，让青年教师们在交流

中吸取授课方法和经验。结对子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年轻教师

观摩老教师的授课模式，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革和创新再加以

运用在自己的课堂上。方式可以更加的多样，比如在一对一

帮扶的模式中可以让新老教师互相听课撰写课程评价，青年

教师可以沉浸式体验学习老教师的授课方法，老教师可以听

青年教师的课给予更多的课程反馈和意见，有助于青年教师

的提高。

（2）让教师们的任务主线回到教学和科研上。学校可

不断完善校内的制度和结构，专人专岗，尽可能减少让教师

们“身兼数职”的状况。让专门岗位处理专门的工作，如让

教学岗的教师们可以安心进行教学，解决教师们将工作重心

偏离本职工作的问题。

（3）关于晋升、评职称困难的问题，教育部于 2020 年

针对职称评定改革的相关提议和政策：“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

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开展了清理“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从破除 SCI 至上的人才评定

模式开始，以往的人才评价方式得到了有效突破，采用更多

元化的评定方式也为高校青年教师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部分存在薪资不合理的高校可适当提高教师薪

资，同时提高五险一金的基数，让青年教师们在基本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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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方面得到有效保障，保证了教师的薪资也可以降低教师

的流动性。同时可以适当优化奖金制度，给予青年教师更多

激励，满足青年教师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4. 结语

综上所述，影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多种

多样，其中包括教学经验、个人职业发展、工作环境、薪资

水平等。想要进一步提升高校办学质量就需从各方面出台政

策，提升教师们的幸福感，让教师们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而提升学校整体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陈有 .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分析及应对

策略 [J].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36).

[2] 陈璐瑶 . 民办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及

对策探讨 [J]. 大学 ,2022(19).

[3] 徐春光 , 董云宁 . 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

径研究 [J]. 教育信息坛 ,2022,(03).

[4] 袁岩凤 , 黄铁枝 , 陈春梅 . 民办高职院校薪资保障体

系研究 [J].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 ,2020,(05).

[5] 俞曼悦 .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2277 号建

议的答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部 ,2021.http://www.moe.gov.cn/

jyb_xxgk/xxgk_jyta/jyta_jiaoshisi/202209/t20220923_663979.

html

[6] 谢沂楠 . 破除高等学校论文“SCI 至上”树立正确评

价导向——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就《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答记者

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http://www.moe.gov.cn/jyb_

xwfb/s271/202002/t20200223_4233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