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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今天，扩大招生直接导致了教师数量的“反应性增长”，大学的学术
生产力和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大学的形象代言人，大学教师的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关键因
素。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普遍以教师专业化为改革取向，把提高大学教师质量作为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的熏要途径。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大学教师专业化、高校教师资格准入制度、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独
立学院师资配置以及地方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模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和解读，探寻蕴藏在大学
教师专业化过程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因素，以期为加快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化建设尽一份绵簿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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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我国普通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的岗位没有一定科学的限额。
在定编基础上，制定高、中、初级教师职务的合理结构比例。
要限制一定的教师职务份额，这是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①合理的结构比例是提高办学效率的基础。
如果一个单位、一个教研室或研究室都是高级职务人员，则会出现因缺少助手而无法工作的现象。
同样，职务比例失调，工作也难以进行。
②合理的结构比例是有计划评聘的基础。
评聘工作中，必须严格掌握限额，不能擅自突破，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骨干控制。
③合理的架构比例是保证质量的基础。
评审过程中严格掌握任职条件，把住质量关，这是教师职务聘任工作的关键。
各级教师职务，在国内国外要有可比性。
科学合理的岗位设置是聘任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而定岗定编是岗位设置的首要环节，是教师人力资
本需求的设计过程。
但不少高校中各院系等单位的教师职务往往依据学校给予的晋升指标来评定，而较少考虑与职务相称
的个体教师政治思想、专业素质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业绩。
在这种以指标来控制教师职务的评聘方式中，校方在指标确定的问题上盲目性大，缺乏有效的科学依
据，这容易导致校内在指标分配上困难重重，争议不断。
不切合学科实际发展要求的指标往往致使定编定岗时“按需设岗”的难度进一步增大，造成部分教师
岗位职责模糊不清，导致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而过多的高职务教师充斥院系学科中，也使得教师岗位的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
人事管理的正常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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