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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研究
——以 A 大学为例
□	文 / 季伟峰		王	亮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1]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来抓，推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

是青年教师的思想状况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健康、向

上的态势；但也存在部分教师理论功底不扎实，理想

信念不坚定等问题，忽视对教学规律研究等现象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教师思

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

的责任。”[3] 因而，面向高校教师群体开展政治理论学

习，引导高校教师深刻领悟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

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以理论

上的清醒确保高校教师政治上的坚定，是高校教师思

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必然要求。

本研究聚焦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通

过定量研究方法探究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的现

状及影响因素，基于分析结果为提升高校教师政治理

论学习活动效果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设计

1.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首先面向在京 7 所“985 工程”高校和 7 所

“211工程”高校以及京外7 所“985 工程”高校开展

了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情况访谈调研。经调研，A 大学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的

高校，一贯有抓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组织

开展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情况在兄弟院校中有较强

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以 A 大学为例，面向 A 大学

专业课教师群体（不含思政课教师）发放问卷 3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90 份，有效率为 96.67%。问卷调查发

现：高校教师呈现“四高”特征，分别为青年教师占

比高、非党员教师占比高、文化程度高、拥有海外经

历的占比高。

本研究对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现状主要从

四个方面进行描述，包括学习的参与状况、学习的内

容状况、学习的形式状况及学习的效果状况，通过定

摘 要：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攸关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

面。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探究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校

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具有较强认同感，但参与政治理论学习偏向任务主导性，对学习内容

和学习方式有进一步改善的诉求等。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要重点破解“真学难懂”困境、“供

需错配”难题和“工学对立”矛盾，重点从规范性、科学性、针对性上下功夫，健全教师政治理论

学习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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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究方法探究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现

状及影响因素。一是学习的参与状况，分析高校教师

参与学校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的频率和积极性；

二是学习的内容状况，分析高校教师倾向的政治理论

学习内容，高校教师参与政治理论学习的动机，通过

对比探讨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之

间的关系。三是学习的形式状况，分析高校教师倾向

的活动学习形式，对已有学习形式的认同度和学习过程

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四是学习的效果状况，通过问卷

测量的方式描述高校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

总体评价。

2.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影响因素

分析

本研究将系统分析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

影响因素。学习效果表示个体对单位组织活动效果的

认可程度，选项赋值由1至4 表示认同程度越来越高，

研究将此作为因变量。因变量是定序变量，研究采用

Oprobit 模型（有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探究的控制变量是高校教师的基本信息，包括年

龄、政治面貌、学历、学科、职称、海外经历、高层

次人才，已有相关研究也将上述部分变量作为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 [5]。具体的变量区分信息如下：年龄以 35

岁为界限，区分为35 岁及以下和 35 岁以上；政治面貌

区分为党员和非党员；学科区分为理工类和人文社科

类；高校教师学历区分为博士研究生和非博士研究生；

高层次人才区分为是否为高层次人才；海外经历区分为

是否有海外经历；职称构建三个虚拟变量，分别是中

级和初级，副高级和初级，高级和初级。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加入学习频次、

学习时间、学习氛围三个变量，这是本研究重点探究

的自变量信息。这三个变量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获得，

学习频次考察“个体每月参加单位组织教师理论学习的

频次”，研究将参与频次划分为低和高，将小于2 次的

划分为参与频次低，赋值为0；将大于1次划分为参与

频次高，赋值为1。学习时间考察“个体每次参加单位

组织教师理论学习的时长”，研究将参与时间划分为短

和长，研究将1小时以内的归为时间短，赋值为0；将

大于1小时的归为参与时间长，赋值为1。学习氛围考

察“非党员教师是否与党员教师一起参加学习”，积极

参与的赋值为1，不积极参与的赋值为0。关于控制变

量和自变量，具体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

变量 变量描述

因变量 学习活动效果

控制变量

年龄（小于或等于35岁=0/大于35岁 =1）

政治面貌（非党员=0/党员=1）

学历（非博士 =0博士 =1）

学科（人文社科 =0/ 理工=1）

职称（中级 =1/ 初级 =0；副高级 =1/ 初级 =0；高级 =1/
初级 =0）

海外经历年限（无 =0/ 有=1）

高层次人才（否 =0/是 =1）

自变量：
学习参与
情况

学习频次（低 =0/高 =1）

学习时间（短=0/长 =1）

学习氛围（非党员没有积极参与=0/非党员积极参与=1）

		实证结果与讨论

1.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的基本现状

第一，教师的参与度高，但学习的主动性不足。

研究发现：教师对单位组织的理论学习活动的参与度

普遍较高，教师每月至少参加 1次理论学习，将近一

半的教师每月参加 2 次及以上理论学习，并且多于三分

之二的教师学习时间在 1小时以上。参与学习的动机

上，现阶段学习主要是任务驱动型，学校学院对教师

的任务要求是教师参加理论学习的主要原因，教师本

身的主动积极性较弱。

第二，学习内容聚焦主流，但供给和需求存在不

平衡。当前，高校教师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师德师风要求与教书育

人使命为主，较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供给上相对不足。教师选择参加理论学

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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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导学术研究和教学科研工作，可见教师在教学科

研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较为强

烈的需求，但在实际的理论学习中这方面知识的获取

相对较少。

第三，学习形式灵活多样，但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和阻力较大。高校教师主要通过网络或新媒体平台参

加理论学习，其他诸如集体备课、专题培训、社会实

践等学习方式至少有一半的教师表示支持，说明多元

化的学习组织方式为教师开展理论学习提供了多样化

选择。在学习方式的认同度选择上，组织前往红色实

践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参观学习和在网络或新媒

体平台开展学习的认同度最高，教师普遍选择了互动

性较强和自主性较大的学习方式。在调查学习中遇到

的主要困难时发现，大多数教师表示学习时间不足、

与教学科研工作安排冲突，可见现有的学习组织方式

还不能很好满足教师对学习灵活性、自主性的要求。

第四，对学习活动的认同感强，但学习成果转化

为工作实效较难落地。在对单位组织教师开展理论学

习的效果调查中，绝大多数教师对于组织开展理论学

习具有较强的认可度；但在选择学习中依然遇到时间

冲突、学习转化应用困难、学习内容与工作实践结合不

紧密等问题。在调查教师对理论学习的需求和期待方

面，教师普遍表示希望精选学习内容，针对教师的不

同学科专业背景、工作实际需求和岗位身份制定差异

化、精细化的学习内容。可见，面向教师群体组织开

展理论学习，还是要从教师教书育人的实际诉求出发，

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通过精选学习内容、创新

学习方式等途径，让科学理论真正成为指导教师开展

好各项工作的有力武器。

2.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影响因素

研究采用 Oprobit 模型，探究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对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控制变量中，年龄对于学习活动效果有着显著的

负向影响，并在1% 水平上显著，说明年轻教师相较年

长教师对单位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认可程

度更高。学习活动效果在不同年龄段的教师之间具有

显著性差异，年长教师的效果认同度相对较低，是否

说明现有的政治理论学习方式忽视了高年龄教师的群

体特征，在政治理论学习活动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年长

教师的诉求。

自变量中，这三个变量对学习活动效果都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学习频次、学习时长、非党员参与积极

性分别在 10%、1%、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个人的

参与情况确实会有效改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认

可度。单位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的时候，要保障

充足的学习频率和学习时长，鼓励非党员同志的积极

参与，这有助于提升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

表 2 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活动效果

控
制
变
量

年龄
-0.401**

(0.175)

党员（非党员）
0.118

(0.169)

博士（非博士）
0.289

(0.277)

理工（人文社科）
-0.094

(0.184)

中级（初级）
-0.130

(0.354)

副高级（初级）
-0.156

(0.389)

高级（初级）
-0.172

(0.443)

有海外经历（无海外经历）
0.197

(0.207)

高层次人才（非高层次人才）
0.165

(0.261)

自
变
量

每月参与频次
0.265*

(0.164)

每次参与时间
0.486***

(0.168)

学习氛围
（非党员是否参与党员活动）

0.776***

(0.155)

样本量 290

Pseudo R2 0.12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结论和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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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真学难懂”困境及破解路径。调查启示：

我们要着力破解教师理论学习“参与动机”和“理论

壁垒”困境，实现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真学、真懂、真

信。一方面，破解教师“参与动机”的困境，要首先

面向教师群体讲清楚教师政治理论素养与个人成长发

展的关系，讲清楚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与履行好教书育

人使命天职的关系，通过塑造教师积极心理，帮助教

师端正政治理论学习动机。适当增强党内教师政治

理论学习的外部互动性，吸纳非党员教师参与，促进

互动相长。另一方面，客观正视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理

论壁垒”的现实问题，要注重区分不同教师群体的学

科背景、思维习惯，构建对象化、差异化的组织体系；

要结合调查显示的学习偏好，加强多样化学习形式的

设计、多样化学习手段的运用，善用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大思政课”等形式载体，促进抽象理论的具象

化、生动化阐释和解读。

第二，“供需错配”难题及调适方案。调查启示：

我们要强化教师理论学习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深度对接，

从提升优质资源供给能力入手，为高质量推进教师政

治理论学习提供支撑。解决“供需错配”难题，一方面，

要聚焦教师群体特征、突出学习重点，对于要求教师

群体必须掌握的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开展精选化、模

块化、分层次梳理，设置政治理论学习必学和选学内容，

重点组织教师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等重要

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形势政策热点

敏感问题开展学习；另一方面，针对教师的不同学科专

业背景、工作实际需求和岗位身份制定差异化、精细

化的学习内容，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与学科专业发展的

有效结合，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拓展个性化灵活性

学习渠道，通过加强优质内容供给，盘活理论表达形式，

创新话语叙事策略，提高政治理论学习实效。

第三，“工学对立”矛盾及糅合新路。政治理论学

习方面的“工学矛盾”由来已久，但本研究有关数据表

明二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调查数据显示：教师政

治理论学习与业务工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在学

习投入到达一定阈值的时候，二者的对立性会消解而

统一成为主要方面。这启示我们组织开展教师政治理

论学习，要从调解工学矛盾的治本之策入手，在制度机

制上下功夫，将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融入系所建设、教

研室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等业务管理工作中，将政

治理论学习要求适当融入职称评审、评奖评优等重要

环节，有机融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要进一步建立覆

盖广泛、立体多维、运行有效的正向激励体系，着眼 “经

师”和“人师”相统一的要求构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

学习长效机制。

加强和改进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我国高校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党建“基本功”、建强思想

政治工作“生命线”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教师头脑，引导支

持青年教师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认识

和分析问题，为青年教师更好地履行教书育人使命任

务、做到“四个相统一”、当好“四个引领人”奠定坚

实思想基础。北京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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