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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象牙塔的标尺——激励视角下的高校教师评价研究》运用经济学的信息激励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
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完整地讨论了高校教师评价激励问题。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分析，通过文献回顾，对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性质进行了明确，
结合激励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对于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的激励理论分析，通过对高校教师
评价中的教师选聘、教学科研工作的评价研究以及长期动态的声誉激励等，全面研究高校教师评价机
制设计过程；第三部分则结合清华大学的教师评价案例和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变迁的过程
，总结了高校教师评价作为制度安排变迁的机制、特征和未来的趋势。

《象牙塔的标尺——激励视角下的高校教师评价研究》的读者对象为高等学校人力资源教学、管理和
研究人员。
本书由杨长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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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长青，博士，十年高校人事工作经验，先后承担人才引进、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社会保障、薪酬设
计以及全面人力资源规划等工作。

作为骨干，先后承担“高等学校教师评价体系研究”、“高等学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管理办法”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和“教育系统教师职业年金方案”等项目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教育探索》、《山东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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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1 关于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研究　　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高校教师首先要完成
的工作就是教学，因此，对于教师教学工作的考察考核一直以来都是教师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
教师评价开展的最早、展开最充分的部分，相关文献众多，从高校教师教学开展的层次、运用的方法
、保障体系、甚至不同学科的教学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于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开展层次的研究多集中在本科教学评估上，近年来随着高职高专院校的发
展，对于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学评价的研究也渐渐多了。
卢丽（2006）指出教师教学工作是学校教学质量的核心要素，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价，不仅可以明
确学校对人才培养工作的要求和教师教学工作职责，而且还可以引导、帮助和激励教师改进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对高校提出了“强化教师
教学工作制度，完善教师教学考核机制”的要求，并强调了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
对于一所高校而言，无论管理层的人才培养理念如何先进，只有当教师实践和实现到教学当中，才能
真正起到促进教学工作创新发展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作用。
　　郑蕊（2005）从教学与科研的平衡角度，指出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
但因为考核制度中片面强调科研的重要性，缺乏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方法，很多高校教师对教
学投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的监控已经是高校管理中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教学质量的下
滑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根据当前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方法的现状，提出了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和综
合性，教学质量评价方法的多维性和动态性的观点。
　　陈玉英（2004）、马传普（2000）则从社会经济、科技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论述了对大学教
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的必要性，分析了以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为主要指标评价大学教师教学质量
的难度及负面效应，提出了以教学过程为主兼顾教学效果实施评价的可行性及容易出现的偏差，确立
了规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教师所履行的教学职责，对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评价主体、指标体系、实施程序及结果应用
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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