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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双高计划”建设，教师是第一资源和关键性建设主体，其中青年教师队伍直接关乎“双高计划”建设的长
远发展。在“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坚持思想铸魂，注重人
文关怀，建立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思路，坚持党建引领，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对高职青年教师专业能力提出的
新要求，聚焦职业品质、专业素养、教育素养、服务素养四个专业核心素养，推动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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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职业教育

“双高计划”就是继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双一流”后，职业教育领

域的一次重要制度设计。高水平学校建设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中，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战略资源。推进“双高计划”建设，教师是

第一资源，青年教师是关键性建设主体，直接关乎“双高计划”建

设的进度和效度，因此，必须造就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青年教师队伍。高职院校青年教师面临着来自方方

面面的压力，如职业品质、专业素养、教育素养、服务素养四个

专业核心素养的提升，以及职称职务的晋升、家庭子女教育等，

上述诸多问题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形成了严峻的

挑战。

一、“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思想现状

“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有的高职院校对青年教师工作重

视不够，在教育事业发展中重硬件轻软件、重外延轻内涵的现象

还比较突出，因此对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必须加大。青

年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强化，在专业发展、职称晋升和岗位聘

用等方面需大力支持。青年教师素质能力难以适应“双高计划”

建设人才培养需要，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需要提升，专业化

水平需要提高。青年教师学科知识、专业能力、教育情怀等方面

还不能满足“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高素质复合型教师队伍要

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功利享乐，轻职业理想

在市场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冲击下，一些青年教师的价值取

向发生了明显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一定范

围仍滋长蔓延，有的崇尚活在当下：无抱负却常有抱怨、无情怀却

常有情绪、无冲劲却常有冲动。由于青年教师在年龄、心理上与

大学生相近，工作阅历较浅，收入普遍较低，且面临着严峻的生

存压力，尤其是在成家以后面临着家庭负担重等诸多新问题，

思想上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后顾之忧，客观上强化了这种扭曲的

倾向。

（二）重个人利益，轻政治修养

部分青年教师仅将教师工作视为就业岗位和谋生手段，过于

追逐眼前实惠和个人利益，对师德修养重视程度不够，将主要精

力投入到撰写学术论文、开发科研项目等方面。不重视政治理论

学习，不追求思想的高境界，政治信念淡化，思想素质较低；不能

正确评价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缺乏反躬自省的态度与习惯；不

注意自身的师表形象，职业行为失准。这些都有悖于青年教师的

师德修养，会给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三）重教学完成，轻德育培养

在教学实践中，部分青年教师缺乏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只

满足于完成自身的教学任务，片面将教师的职责理解为“教书”，

而非“育人”。他们认为素质教育、德育培养只是领导、专职辅导

员的事，与己无关，对学生思想引导的力度、深度和效度都存在差

距，不注重结合教学内容与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没有做到有的

放矢地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和思想引领。

（四）重成果数量，轻治学态度

部分青年教师为了满足晋级、评职的需要，片面追求科研成

果的数量，大量撰写学术论文、专著、科研课题等，为评职准备硬

件，本无可厚非，但是，若只是一味地追求实现自我理想，没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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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职院校学生特点去研究教学方法，面向现代服务业、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样的青年教师从态

度到行为都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

价值观扭曲、学术浮躁等不良因素的影响，部分青年教师缺乏科

学务实的态度和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与作为教师应具备较高

的思想政治理论修养的要求相去甚远。

（五）重具体业务，轻政治学习

绝大多数青年教师能够从思想和主观意识形态上与党中央

保持一致，但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仍存在认识模糊的现象。少数青

年教师则认为只要使自己的教学业务精进即可，刻意躲避党组

织的思想政治理论培养和学习，甚至“敬而远之”，采取轻视的态

度。他们中有的认为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正确，理论水平较高，

根本无须进行形式上的学习，时常逃避或敷衍塞责，藐视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

二、“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

治工作的对策建议

高职院校要将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与教学、科

研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快构建高

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体制机制，提升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坚持思想铸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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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

始终是思想政治工作永恒的主题。政治上、信仰上的坚定，离不

开理论上的清醒。要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青年教师，使之成为引领前进的思想之旗、精神之

魂。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引导广大青年教师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分析并认清当前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及自身肩

负的历史重任，自觉用“四个意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用

“两个维护”铸魂，逐步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和师德修养，增进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二）注重人文关怀，为青年教师成长提供土壤

在当今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高职院校

也应按照人文关怀的思路进行人性化管理，重新思考思想政治

建设的途径。营造良好氛围，关注青年教师的成长，由于名额、职

称或经费限制，一些社会实践、科研项目或培训机会往往被中老

年教师占用，留给青年教师的机会相对较少，进而影响其涉猎学

科前沿的知识领域，势必造成他们的业务素养与高职教育的要

求相左。因此，各级领导班子要将关注青年教师成长摆上重要的

议事日程，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对高职教师专业能力提出的新

要求，聚焦职业品质、专业素养、教育素养、服务素养四个专业核

心素养与能力模块，推动教师专业能力全面发展。

（三）建立制度机制，将思想政治建设贯穿于青年教师队伍

建设的始终

建立政令畅通的制度机制，体现各级部门对青年教师的体

恤与关注。凡涉及青年教师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时，要采用会议

及旁听机制，利用各类平台向其宣讲实施缘由、办法，并要讲清、

讲透，尽量减少青年教师对学校制度的误会及不满，力求使各项

工作在青年教师中顺利开展，健全教书育人楷模、模范教师、优

秀教师等多元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对于各方面评价优秀的青

年教师应树其为先进典型，也可适当运用经济杠杆，用榜样的力

量去影响和带动其他人。无论以何种方式培树典型，都有利于青

年教师的思想政治修养向好转化，从而督促教师欲教书先立德。

如有严重失德行为或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教师，必须严惩不贷，

严重者撤销其教师资格证并解除聘任。

（四）创新工作思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和说服力

首先，摆脱原本“形而上”的老传统、老办法，摒弃旧有的“家

长说教式”教育方式，从关注青年教师的心理诉求入手，坚持人

本位的思维模式，把尊重、理解和关心青年教师放在首要位置，

将摆事实、讲道理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始终。其次，要进一步

探寻对青年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通道。高职院校各级

党政组织应探索青年教师的关注焦点，采用其喜闻乐见的方式，

如互联网、微信、微博、微课等表现手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趣

味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促使广大青年教师积极主动参与到思

想政治理论学习中，进而提升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说服力。

（五）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和青年教师党员

的作用

开展高职院校党委教师工作部设置与运行情况调研，对教

师工作部主要职责、运行机制提出规范化要求。深化高校“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使教

师党支部成为涵养师德师风的重要平台。重视在优秀青年教师

中发展党员工作，完善学校领导干部联系教师入党积极分子等

制度。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教师是教师队伍的后

备军，也是高职院校未来发展的不竭动力。“双高计划”建设背景

下的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发

展过程。高职院校要不断洞察新问题、制定新机制、适应新形势，

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对高职青年教师专业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聚焦职业品质、专业素养、教育素养、服务素养四个专业核心素

养，推动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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