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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兼职教师管理的比较研究  
◆朱波纹 

（江苏省高港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兼职教师是中外教育教学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师群体，在补

充教师队伍、优化教学质量等层面上具有重要作用，而由于社会环境、

教育制度等诸多层面上的差异，中外兼职教师在包括管理等领域存在较
大的区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兼职教师的管理机制进行中外空间

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切实优化我国兼职教师管

理机制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兼职教师管理机制这一特定命题，着力于
中外空间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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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师是当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特殊教师群体，特指学校为
了实际教学需要而聘请担任学校专业课和实践课教学和指导的
相应校外人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兼职教师在各国整体教育教学
体系中普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兼职教师在推
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补充教师队伍以及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
学质量等系列层面上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上述这样的语境
下，持续优化兼职教师队伍的管理机制逐渐成为最为核心的命
题，直接关系到兼职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而事实上由于在政治
制度、社会环境以及即有教育教学实际情况等一系列层面上的巨
大差异性，各国兼职教师的管理机制存在较大的区别，各国都在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划和运行具体的兼职教师管理机制。本文
以下立足于兼职教师的管理机制这一即定命题，主要围绕我国和
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管理机制层面上的比较研究。 

1、中外国家对于兼职教师都有具体成文化的管理机制，但
中外兼职教师在诸多层面上的差异性表现地较为明显。 

就兼职教师这一主题而言，中外国家实际上存在诸多共同
点，如兼职教师数量持续增多、流动性大等，但应该说中外兼职
教师一定意义上都是自身社会经济的产物，与具体社会环境具有
紧密的关系，因此也就意味着兼职教师和相应的管理机制层面上
普遍差异性的存在。我国的兼职教师主要集中在各类职业教育领
域，基础教育教学阶段兼职教师的数量十分有限，甚至可以忽略
不计，因此相应的兼职教师管理机制主要是针对职业院校的。随
着我国职业教育的持续蓬勃发展，职业院校即有教师队伍的知识
能力结构无法满足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需求，因此很多职业院校
在校企合作的大背景下通过引进企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
以兼职教师的形式进入到学校的教学岗位上，以此弥补即有教师
队伍的现实问题，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而包括国家
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大院校都制定了相对系统的兼职教师管理
制度，以此督促兼职教师高标准地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但我国
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实际上较为突出；而以美国为例，其兼
职教师的分布范围较广，较为广泛地存在于基础教育教学阶段，
美国最为引人注目的社区学校自 19 世纪末创办伊始就大量聘请
校外兼职教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兼职教师占到了整体
教师数量的三分之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构建了一整套较为科学和高效的兼职教师管理机制，这
为保障兼职教师队伍的良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在兼职教师的管理制度上缺乏系
统性。 

众所周知，教师是专业进行教育和培养人这项伟大事业的人
员，需要相应的准入门槛，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监管机制以保障兼
职教师的具体教学行为。而整体上而言，较之于美国等西方发达
国家，我国在兼职教师的管理机制层面上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
计，尽管国家也有相应的制度设定，但实践操作层面上各个学校
在选人用人、考核评价等一系列层面上的随意性较大，如就兼职
教师的人员选聘这一环节而言，基本上没有较为正规的公示招聘
资料、组织相应的考试等基础性的环节，很多情况下都是靠熟人
介绍等途径进行的岗位设定，而以美国为例，实际上尽管美国各
个州之间的产异性较大，但整体而言美国即有的兼职教师管理机
制是相对完善和科学的，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兼职教
师的职责范围较为明晰，这是我国在新时期要持续强化的领域。 

3、我国在兼职教师的管理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同
时企业、学校以及兼职教师三者之间的协调性有持续提高的空
间。 

从当下美国等国家的兼职教师管理机制而言，拥有较为系统
和科学的兼职教师激励机制，从教师的工资收入以及学校福利等
诸多层面上给予兼职教师以充分的尊重，优秀兼职教师的积极性
能够很好地得到保障，兼职教师的教学效果有一定的保障。而我
国目前职业教育阶段的兼职教师实际上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学
校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尚没有做到系统化和科学化，教师的教学
效果无法得到及时的追踪和考核，教学积极性不足，同时更为重
要的是我国目前在兼职教师的管理过程中实际上还没有理顺企
业、学校以及兼职教师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出于自身利
益不愿意更多的优秀人才成为学校的兼职教师，而同时兼职教师
无法在学校充分发挥其在实际操作经验层面上的优势，学校基于
兼职教师的人文关怀较为缺乏，兼职教师实际上无法真正融入职
业院校的内部氛围之中，职业归属感不够突出，教学积极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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