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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发展经历了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恢复重建阶段

( 1978—1991 年) 、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内涵建设阶段( 1992—1999 年) 、以均衡优化为重心的开放发展阶段

( 2000—2006 年) 及以高素质、专业化为焦点的繁荣新兴的阶段( 2007 年至今) 。在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高

校教师队伍建设表现出从混沌管理到现代治理、从规模建设走向质量建设、从重点扶持走向协同发展、从学

历为本走向择优遴选等演进逻辑。这启示今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应坚持以一流师资质量制度建设为抓手，

大力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建设一流师资队伍，以德才兼备为选拔要求，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高校

教师质量，重视高等学校师资的均衡配置，促进高校之间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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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

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高校教师则是实现这一要求的主要依靠，没有“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校科

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等目标的实现必将大打折扣。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确立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使我国教师队伍有了极大

的发展和提升。但面对世界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环境，建设更高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已刻

不容缓。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政策演进，分析其演进阶段及特点，

阐明其演进逻辑，对今后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发展与布局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演进阶段及特点

依据我国教师队伍建设重大政策的颁布时间及其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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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重建阶段( 1978—1991 年) 、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内涵建设阶段( 1992—1999 年) 、以均衡优化

为重心的开放发展阶段 ( 2000—2006 年) 及以高素质、专业化为焦点的繁荣新兴的阶段 ( 2007 年至

今) 。

( 一) 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恢复重建阶段( 1978—1991 年)

1978 年至 1984 年间，国家相继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科学大会，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

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1978 年) 、《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 1983 年)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 1985 年)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1986 年)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激发了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活力，推动着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步入了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恢复重建期。这一时期呈现的特点

如下:

1． 多种渠道补充教师数量。高等教育经过了 1966—1971 年长达 5 年的停滞期后，扩充教师规模

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教师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1978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

等学校的报告的通知》中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出具体规划: “从科研、生产部门选调部分专门人才，

到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任专职或兼职教师。有计划地选留高等学校普通班、研究班的优秀毕业生，补充

教师队伍”［2］。到 1985 年，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增加到 253 所，比 1980 年增加了 81 所，在校生 42． 56 万

人，比 1980 年增加了 8． 25 万人，［3］16教育学院由 1978 年的 17 所增加到 1985 年的 216 所。［4］12到 1983

年底，全国高等学校有 13 多万名教师提升和确定了职称。［5］610

2． 加快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1985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大会颁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标志着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教育改

革浪潮的到来。《决定》指出:“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有条件的学校，教学任务较重的副教

授以上的教师今后每 5 年中应有 1 年时间供他们专门用来进修、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改

革教育体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

财力的增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今后每年都要为教师切实地解决些问题”。［6］473坚持选贤任能、建立

有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成为这一时期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制度建设

内容。

3． 全面建立管理制度体系。这一时期的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不仅对全国教师教育工作做出了宏观

把控，而且对高校师资培训工作、职称评定、待遇保障、工作激励等方面建立了相应制度，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高校教师队伍管理制度体系。

( 二) 以重点发展为核心的内涵建设阶段( 1992—1999 年)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入

一个新高潮的同时，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也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

“以加强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为重点，优化教师队伍结构”［7］443 的更高要求。这一时期国家相继出

台了《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关于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深化领导管

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1993 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 199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1998

年) 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志着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发展进入了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内涵建设

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全面提升教师任职条件要求。随着高校教师队伍的恢复与重建，这一阶段党和国家制定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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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育培养培训目标与方式，建立健全了教师继续教育体系，提升了教师教育的专业标准。1993 年颁

布的《教师法》及 1995 年颁布的《教育法》专门对教师的权利义务、社会地位、教师资格、聘任制度、提

高教师素质以及培养培训等方面都做出详尽的阐述，全面推进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内涵式建设。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努力提高

办学效益”，同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制度，强调“评定职称既要重视学术水平，

又要重视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工作、技术推广应用的实绩”。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规定:“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大学本科毕业学历”［7］138。1995 年颁布的《教

师资格证条例》从教师资格认定、教师任职条件、教师资格证书管理等方面详细规定了教师准入门槛。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副高级以上级别的教师除应当具备以上基本任职

条件外，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

著。1998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了以教师质量为导向的激励制度，以竞争选优方

式分批精选骨干教师，并设立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和教学奖励基金，“从 1999 年起每年评选一百名

35 岁以下取得重大科研和教学成果的青年教师，连续 5 年加大支持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力度”［7］170。

1999 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优化师资结构，“拓宽教师来源渠道，引入

竞争机制，完善教师职务聘任制，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7］223。

2． 以学科为龙头引领队伍发展。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学校师资培养、

培训工作要坚持“立足国内、在职为主、加强实践、多种形式并举”的原则，“要充分发挥教学科研力量

较强的高等学校在师资培训中的骨干作用”。［7］131 同年《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

若干意见》也提出了“高等学校要努力建设一支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

伍，造就一大批学术造诣较深、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7］569。1998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青年学术攻坚人才，使高等学

校知识和技术创新基地尽快取得创新成果”［7］171，体现了这一时期以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的

理念。

3． 关注中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差距。随着各级各类教师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党和国家开始

聚焦中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1999 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各

地要制定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大中城市教师到边远、经济落后地区任教或兼职，帮助提高当

地的教师队伍教学质量。［8］289

( 三) 以均衡优化为重心的开放发展阶段( 2000—2006 年)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推动下，针对重点发展阶段出现的东、中、西部高校师资数

量不均、质量不均、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

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 2011 年)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04 年) 、《教育部关于加

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 2006 年) 等政策文件，制定了以强带弱、重点帮扶、支持援建的教师队

伍政策。这一时段的政策呈现如下特点:

1． 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导向。2001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

学校计划”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大学与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等 13 对东西部高校建立对

口支援关系。2001 年 7 月 10 日，时任教育部长的陈至立同志在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重点建设

高等学校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参与对口支援的各高校，要深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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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意义，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9］短短几年间，支援与受援

高校签订了各类协议 170 多份，支援高校派出教师达 520 多人次; 支援高校选派干部到受援高校挂职

锻炼 55 人次，受援高校到支援高校挂职锻炼 88 人次，接受受援高校保送硕士生、博士生 600 余人，进

修、访问学者及短期培训达1 600多人次。［9］这种打破学校界限的开放发展模式，成为以后我国高校教

师建设的主要思路。

2．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国家大力推进“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高等学校

创新团队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高素质教师和管理队伍建设工程”等工作的实施，以培

养和吸引更多高层次、高素质的顶尖人才。2001 年《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高校

重点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和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7］32。《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强调，

“加大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力度，鼓励和支持优秀人才和优秀群体健康成长、建功

立业”，强调“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制定和完善人才建设计划，“探索人才组织新模式，以学科带头

人为核心凝聚学术队伍”，提出要进行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提高聘任教师的学历层次［7］198。

( 四) 以高素质、专业化为重点的繁荣新兴阶段( 2007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富有创造力，且结构稳定、数量充

足的教师队伍，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导向。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2012 年)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2012—2020 年) 》( 2013 年) 、《关于建

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2014 年) 、《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 2016 年)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2018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 年)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 》( 2018 年) 等政策文

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注重师德师风建设。200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学校全体教职

员工中牢固树立育人为本的思想，不断加强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着力建设高水平的辅

导员和班主任队伍”［7］240。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中也提

出，要“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7］250。2012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认定和定期注册绩效考

核、职务( 职称) 聘任和评优奖励的首要依据，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把师德教育渗透到职业培养、

教师准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7］285。同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制

定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强化师德教育。2014 年《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

意见，将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原则和要求予以细化。力求加强师德养成教育，用“四有

好老师”标准、“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和“四个服务”等要求，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以德育德。

2． 促进教育教学能力发展。教师队伍质量自改革开放起一直是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核心主题。

进入新时代，创新教师队伍质量保障体系成为了政策的重要导向。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提出，要“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

队伍”，并且“对教师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以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7］2522012 年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依托高水平大学建立一批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基地。

推动高等学校与企业合作，加强工科专业教师的实践研修”［7］298。2012 年 3 月《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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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动高校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级教师教

学发展示范中心，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教学咨询等，提升中青年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7］296。

2018 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教

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创新型的教师队伍。着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加强院系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建立完善传帮带机制”［10］。

3． 提升教师队伍建设的国际化水平。21 世纪以来，国际交流与国际化程度在各国的文化竞争中

显得愈发重要，大力推动教育的国际化，注重吸收外来优秀人才，培养教师队伍的国际视野，成为高水

平教师队伍建设的趋势。200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教师主持或参

加国际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高水平国际学术领域的合作研究，提升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支持高校引进一批年富力强、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和科技尖子人才”［7］230。2010 年《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在引进国外教材、聘任外籍教师、加强国际交流等问题

上予以进一步强调和细化。2012 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以实施海外

名师项目和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等为牵引，引进一批国际公认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和团队”［7］223，进一步

推动各高校提高聘用外籍教师指标，落实骨干教师海外培训工作。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演进逻辑

政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因而“政策”一词有着行动取向和问

题取向的意义。通过政策演进分析，把握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及其变化过程，是理解政策所要解

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仔细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会对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演进逻辑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

( 一) 从混沌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教育政策制定的动力源于不同相关利益者的博弈。在计划经济时代，教师是从属于政府的“单位

人”，教师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都由政府计划决定［11］，因而缺乏专门针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

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得到政府认

可，教师队伍的数量迅速增加。如何对教师队伍进行科学的管理也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

问题。于是从教师的选拔和任用到教师考核，从教师的奖惩与申诉、仲裁，从教师的专业发展到职前

职后一体化，国家相继建立起了包括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聘用制度、教师考核制度、教师奖惩制度、教

师争议调解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以《教师法》为核心，《教师资格条例》( 1995) 、

《普通高等学校人员编制的试行办法》( 1985)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1986) 、《关于高等学校

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 2007 ) 等大量行政法规、地方规章为配套的较为完整的教师管理制度体

系，标志着我国教师队伍管理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逐步由混沌管理走向现

代治理。

( 二) 从规模建设走向质量提升

民族振兴，系于教育。数量充足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

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从 1980 年的 675 所增加至 1988 年的 1 075 所①。教师数量从 1981 年的 26． 64

① 数据来源于 EPS 全球统计数据 /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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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12］359增加至 1988 年的 99． 4 万人，在校学生从 1981 年的 127． 9 万人［12］355 增加到 1988 年 206． 6

万人。这一阶段教师队伍数量的增加虽然缓解了师资紧缺的情况，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也出现了

教师队伍总体质量不高、中西部高校的不协调、优质教师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提高教师队

伍任职条件、大力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实行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便成为高等教育领域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教师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也成为制定教

师队伍建设政策的关键。实现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均衡发展无疑是引导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价值体系

形成的核心。

( 三) 从重点扶持走向协同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部地区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发地区，严重制约了中西部经济社会发

展。改革开放后，为了能快速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国家通过“985”工程建设、“211 工程”建设

等政策，在经费、师资、学科发展等方面对一部分高校予以优先扶持。这种历史因素的双重叠加，使得

高等教育区域间、区域内的发展差距迅速显现出来，造成了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远快于中西部地

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最为匮乏的格局［13］。为实现全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中西部高等

教育的振兴，国家通过西部大开发、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等政策，开始对西部高等教育予以倾向性扶持。

在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上，通过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援疆学科建设计划”及 2010 年

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学科建设工作，探索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建立东部高校带动西部高校共同

发展的新模式，以破除政策壁垒。加强区域间、区域内教师流动与合作，使得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取得明显成果，学科内涵式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高校服务社会经济的能力更加凸显。同时，加大人

才流动的管理和引导，教育部于 2013 年末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

意见》，禁止“不要人事档案、不要户口、不要流动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违规做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

才。2017 年 8 月，教育部公布的《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高层

次人才流动的规范化管理，“强化高校与人才的契约关系和法治意识，落实聘用合同管理; 坚持正确的

人才流动导向，鼓励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

地区高校引进人才”［14］。因此，坚持统筹兼顾的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取向就成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的首要选择。

( 四) 从学历为本走向择优遴选

什么是优秀的教师? 这是教师队伍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

着不同的标准。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伊始，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是保证有数量充足的教师，

因此具有符合教师资格制度要求的学历就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道制度“安全线”，成为保证教师

质量的首要标准。然而，学历仅仅只能代表一个人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

历，与人的能力、素质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于是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提出，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始明确“高等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1996 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提出“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拓宽教师来源渠道”。随后颁布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

次强调了这些政策。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对教师质量的判断已经由学历合格逐渐转向择优遴选，进而

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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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理性选择

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师资队伍建设在政策推动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也证明已经形成

的政策逻辑是正确可行的。因此，要更好地建设适应新时代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需要按照已经形

成的政策逻辑，用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教育实践、中国教育道路，不断概括出理

论联系实际的话语体系［15］，推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更上一层楼。

( 一) 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我国“建成一

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做出了部署。2018 年出台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

意见》又对当前高校落实“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进行具体指导。一流学校需要一流师资

来支持。建设一流师资队伍仍然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坚持教师资格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完善教师聘

任制度、考核制度、绩效工资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充分激发教师教育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师教育教学

能力，为打造一流高校教师队伍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首先，继续完善教师聘任制度和考核制度。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制推行以来，高校用人形式已经发

生了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多种用人形式，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编制管理和人才评价方式，而且要求在

聘任制度的设计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择优选优”“优胜劣汰”为目标，通过对教师聘任合同的签订、

聘后合同和考核的管理、退出机制以及聘任纠纷的处理等方面作出更为全面详细的规定，确保多劳多

得、优劳优得和奖勤罚懒，提高教师队伍质量。

其次，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绩效工作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促进了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但是由于对绩效本身的认识和高校评价的导向，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

学、重专业轻德育的现象也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因此，通过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充分发挥绩效

工资的导向作用，引导高校教师各展所长，形成合力，使高校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面育人，充

分发挥一流师资队伍在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完善高校教师培训制度。一直以来，教师培训主要针对的是基础教育领域，高校教师培训

鲜有提及。但随着当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校教师的观念、知识及教育教学能力的提

升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2012 年 7 月，教育部首批遴选了 30 个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正说

明了这一点。但是，当前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在内容、方式方法及要求等方面，仍然还处在摸索阶段，因

此从制度设计上增强高校教师培训的教育模块，加强教育教学改革训练和教学学术研究，是完善培训

制度的主要内容。［16］

( 二) 以德才兼备为要求，全面提升高校教师质量

高校教师肩负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历史重任，建设一支高质量的高校教师队伍既是教育发

展的必需，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保障。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重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思

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专业化水平提升、教师管理制度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

2012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教师队伍……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素养、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教师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也

要求教师队伍建设，要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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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是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首要标准。“德为才之帅”，没

有正确的义利观，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行为。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17］这就要求，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

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突出师德要求，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定“四个

自信”，从而扎根中国大地，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做出应有贡献。

教师专业能力是教师为师之本，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应完善教师培训制度，从源头

上解决高质量教师培养，另一方面各高校也要通过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心建设、研修平台搭建、学习

共同体组织和国际交流等途径，为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快速形成，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还应关注教师

需求，重视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加强精神激励，推动教师自我角色期望的满足和自我理想的实现。

( 三) 重视高等学校师资的均衡配置，促进高校之间的协同发展

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促进和深化了人们的经济理性，也给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带来了显著影响。

“孔雀东南飞”一度成为困扰西部高校发展的严重问题。引不来人、留不住人严重制约了中西部高等

教育的发展。为此，国家及时制定了支援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政策，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

区高等学校计划”“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等工程，探索建立东部高校带动西部高校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从 2015 年起教育部实施“985 工程高校定向新疆高校培养博士学历师资计划”，为新疆高校培养优秀

师资力量。这些计划的实施，都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促进

了东部高校与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之间的协同发展，实现了全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成为我

国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经验。因此，继续坚持这一经验，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第一，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计划，通过“送出去、请进来”和建立合作研究等方式，加强东部高校与中

西部高校教师之间的联系，建立定期学术交流机制，拓展弱势高校教师的学术视野，夯实学术能力基

础，实现“输血”和“造血”相结合，为弱势高校优质师资队伍建设奠定人才基础。

第二，对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政策倾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西部高校人事制度、薪酬

制度改革，切实建立健全促进教师发展的激励机制，通过提升待遇、建立团队、支持交流等方式，实现

“平台引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引导弱势高校适应驻地社会经济发展，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为导向，充分发挥高校的功能。

第三，做好教师权益保障，在医疗、住房、子女入托入校等方面解除教师后顾之忧，提升高校教师

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四，坚持正确导向，规范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同时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建立高层次人

才较为统一的人才评选机制和管理机制，树立“人才是国家的人才”观念，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

社会效益［18］，推进全国高等学校整体实现“双一流”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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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Logic of the Policies of Teachers’Team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Peng-wei，LI Ying
( School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team constr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stage，centered on system construction
( 1978-1991)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tage，centered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 1992-1999 ) ，

the open development stage，centered on balanced optimization ( 2000-2006) and the prosperous and emer-
ging stage，focusing on high － quality and specialization ( 2007-present) ． During the course of 40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team has shown the following evolutionary logic: from chaos
management to modern governance，from scale development to quality construction，from key support to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and from diploma-based selection to the best first． This enlightens us that the con-
struction of teachers’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
－ class teachers’quality system，vigorously cultivate high-level innovative talents and build first － class
teachers’teams; take both virtue and talent as the selection requirements，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morality and teaching sty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nd add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a balanced allocation of teachers betwe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teachers; teachers’team construction;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