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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师是高校办学的主体。
这主要表现在：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学科建设靠教师；教学、科研靠教师；社会服务（指学校利
用学校的资源直接为社会服务）无疑也主要靠教师；学校声誉——学术水平的高低、培养学生质量的
好坏、为社会所作贡献的大小，同样靠教师。
在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中，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将近占教师总数的一半，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他们的成长、发展，不仅关系到学校的现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未来。
因此，研究青年教师，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青年教师，具有重大的意义。
　　张俊超同志的《大学场域的游离部落——大学青年教师发展现状及应对策略》一书是在其博士学
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整整用了5年时间，是用心去做的。
　　科学研究的明确标志就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和解决问题
。
本书在对青年教师发展的研究中，选取了与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适切且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质的研究方
法.质的研究与传统量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
“质的研究是基于将观察者置身于被观察世界之中的研究活动。
它包含一系列可以使被观察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的阐释性的、经验性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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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遵循质的研究方法中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路径，通过深
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等方法，深入高校青年教师的现实生活，通过“深描”，全面呈现青年教师在学术
职业生涯初期的日常工作、生活图景及其复杂的内心世界。
该书创造性地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场域理论，将中国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场域”，研究在这个场
域中青年教师的在场状态。
本书指出：现行的大学场域还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科层场域，其科层场域的运行逻辑扭曲了学术职业的
本质，从而侵蚀了青年教师对学术追求的信念，抑制了青年教师的自由生长和自主发展。
促使大学由科层场域转变为科学场域。
营造一个符合学术职业发展内部逻辑的大学生态环境，是促进青年教师健康成长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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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写道：“在我的周围，我注意到青年教师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压抑在青年教师的
心灵深处，无处释放，默默忍受。
BBS教工版上，弥漫着一股绝望虚无的氛围，泪花里掩饰的轻笑.”“青年教师，本身是人才，又在培
养人才，他们的艰难，最终还是会影响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的。
”“我希望通过此文，能够引起更大的关注，关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境况。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文一发，立即被很多高校的BBS转载，回帖也很多，大多是表示理解、支持和同情的，在一些站点
上还上了当日的BBS“十大”。
①　　在很多人眼里，高校教师应是个众所期盼的职业，近几十年来，高校教师群体似乎从来没有像
当下这样“风光”、“体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
他们或作为专家频频现身各种媒体，就某些事件或社会现象高谈阔论，或光临政府的决策咨询会议为
公共政策出谋划策；作家们纷纷把高校教师特别是教授当做自己笔下的主人公；税务部门把高校教师
与其他垄断行业共同列为高收入的行业和群体⋯⋯几十年间，高校教师经历了从“臭老九”到“穷老
九”，从“穷老九”再到“富翁教授”、“社会精英”的变化过程。
而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青年教师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群体，他们往往拥有高学历（大多具
有博士学位）、年轻而富有创造力，除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具备了一定的教育理论素养外，还受
好奇心、创造欲、上进心等强烈动机的驱使，学习兴趣浓、工作热情高、做事信心足。
他们承担着大量基础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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