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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骨干是高校学科建设团队中的骨干力量，是学科实力提升和优势特色形成的关键因素。学术骨干作为学科团队

中的引领人，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导力，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

前，在学科建设中，学术骨干在学科引领中存在领导力观念滞后、学科内部体制机制不健全、学术骨干能力素质有待加强、学科团

队文化建设薄弱等问题。为了提升高校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导力，实现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应在加强领导力理论

基础、健全学科内部治理体制机制、提升学术骨干自身能力、重视学科团队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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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是高校的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

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关键靠学科团队中的成员，

特别是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术骨干。学术骨

干作为学科团队中的核心，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

要力量，是学科实力提升和优势形成的关键因

素。好的学术骨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

交流能力，能够把握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前沿，有

能力引领和带动本学科成员共同发展学科，具有

较强凝聚力。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发挥，直接制约

着学科建设的成效，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发展起

着重大作用。

因此，高校要牢固树立人才为本、人才强校的

观念，充分认识学术骨干人才在学科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发挥学术骨干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带动学

科成员共同发展学科，凝聚科学研究力量，加强学

术骨干队伍建设，促进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一）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内涵

许多学者对学术骨干领导力给出了定义。孙

京新等指出，领导力是一种建立在领导体系等多

元基础之上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领导者与

被领导者及其他成员实现共同目标和愿望［1］。潘

骏认为，领导力的质量是决定学校效能和学生学

业水平的关键因素［2］。笔者将学术骨干领导力归

纳为由学术骨干的学术性、专业性及人格魅力等对

学科或学科团队成员产生的影响，是一种为了实现

共同学科规划目标和愿望的综合影响力。

（二）学术骨干领导力的现实意义

学术骨干是学科团队的中心，也是学科建设

的后备力量。提升学术骨干的领导力对于学术骨

干高质量地履行其岗位职责具有重要意义。其一，

提升学术骨干领导力是学科建设发展的必然要

求。学科建设发展需要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队伍建设、国际交流等环节体现出来。学术骨干

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实施者，学术骨干领导力及发

挥程度对学科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提

高教学质量、培养高质量人才、助推学科治理完善

等。具有领导力的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过程中，

能够利用个人的专业权威及人格魅力等引领学科

团队成员共同发展建设学科［3］，形成凝聚力，从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队伍建设等多方面

促进学科建设发展。其二，提升学术骨干领导力

是学术骨干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领导力的学术

骨干，在团队活动中通过资源共享、参与合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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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能够不断地反思和改进学科建设中的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等，促进自身专业技能的提升。同时，

提升领导力对学术骨干的身心健康也会产生积极

影响。通过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培养，加强学科团

队成员间的沟通与合作，提升学术骨干的自我效

能感，促进其专业发展。其三，提升学术骨干领导

力是提高学科建设管理效能的内在需求。对于高

校来说，学科建设管理效能固然离不开行政管理

人员的有效领导，但与学科团队成员，尤其是学术

骨干密不可分。开发学术骨干的领导力能够提高

他们的工作能力、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并且在学

科团队中，学术骨干凭借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较

高的情绪智力、沟通协作能力，能有效地解决学科

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些都有利于提高整个学科

团队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学术骨干的组

织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二、学术骨干领导力存在的问题

（一）学术骨干的领导力观念滞后

受传统科层式领导理念的影响，领导通常被

看作与职位权力相关联的概念。对高校来说，学

术骨干领导力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领导力

开发实践中，更多地强调校长领导力和学科带头

人领导力的培养，忽视对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开发。

一方面，学科建设过程中学术骨干领导力的观念

传播滞后。多数学术骨干认为，学科建设的管理

和领导主要由学科带头人负责，因自身没有具体

职务，故管理及领导工作与自己无关。另一方面，

即使有些学术骨干教师意识到领导力对其履行岗

位职责的重要意义，但由于领导意愿不强、个人能

力制约、沉重的工作及生活压力等多重因素，学术

骨干在参与学科建设的各项事务中缺乏积极性和

自主性，很难在学科团队中发挥自身的领导力，领

导力观念落后。

（二）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学术骨干角色缺位

在当前学科的管理体制中，由于学科内部组

织结构不健全，缺乏明确的分工，学科团队中学术

骨干及成员职责边界不明晰，定位模糊，使得学术

骨干在学科建设活动中顾虑较多、束手束脚，很难

实现对学科团队的影响和带动。这造成职责关系

混乱，难以形成合力，学科组织体系过于松散，致

使学科建设成效不高。

同时，由于学科建设配套的制度、管理办

法、举措不完善，学科团队整合难、资源共享难、

重大科研成果产生难，学科发展统筹协调能力

整体不强。

（三）学术骨干的能力素质有待加强

学术骨干领导力主要来源于个人的影响力，

即人格魅力、专业权威等［4］。学科团队中的学术

骨干肩负建设学科、发展学科的重任，虽然在学科

领域内其科学研究能力较强、对学科发展趋势有

一定的了解，但按其肩负重任的要求，无论是从思

想素质还是学术素质，学术骨干的能力素质同新

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很大程度制约了学

科建设发展的进程。具体表现为：学术骨干的知

识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及创新意识不强、学科团

队组织协调能力较差、社会活动能力较弱、学术视

野不够开阔、学术权威容易受到学科团队成员的

质疑、信息的获取及加工能力不足等。

（四）合作模式的学科团队文化建设薄弱

目前，学科团队文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在于

学科团队的价值理念相对薄弱，团队成员缺乏对

团队的社会认同，学术思想及学科建设工作中的

分离现象不仅对学术骨干领导力的培养带来消极

影响，而且对学科团队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影响。

具体表现为：发挥引领、示范、凝聚和辐射作用的

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缺乏；学科团队深层次的

和谐理念薄弱，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及成员在多

数情况下迫于个人的工作压力，往往只关注自己

的工作任务，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不够顺畅，很难

在学科团队中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影响了团队

的凝聚力，导致学科发展水平不高，相互之间的影

响力不大。

此外，学科团队内部鼓励知识共享、创新的氛

围不够浓厚，学术骨干与学科团队成员在集体讨

论时存在习惯性的自我防卫，导致深度会谈无法

进行下去，阻碍了学科团队智慧的发挥。

三、如何提升高校学科团队中学术骨干的领

导力

（一）转变思维方式，加强学术骨干的领导力

理论基础

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学校领导理论的

发展，建立一种扁平化、民主化、人性化的学习型

组织显得尤为重要。领导力不再意味着地位和权

力，更多的是建立在专业权威和人格魅力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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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学科团队应该打破制度束缚障碍，树立新型

领导力发展理念，加强学术骨干领导力理论的宣

传和教育，唤醒学术骨干的自我意识，帮助学术骨

干培养领导力，提升他们的个人领导意愿。

作为学术骨干，应从思想上正确认识领导力，

树立大局意识，重塑分布式领导理论视角下的领

导力思想。只有树立与学科发展定位相适应的思

想，为自身领导力的培养制定目标，进一步加强领

导力理论的学习，更新观念，夯实理论基础，培养

战略思维，有效地提高领导力，才能更好地引领学

科发展和建设。学术骨干还需要有自主发展的内

源性动力，激发和强化自身的学术信念与意识，形

成内驱力，进而增强自我效能感，以重大学术成果

促进学科发展。

（二）建立健全学科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为学

术骨干领导力的发展提供保障

学科内部规章制度是学术骨干领导力发挥的

根本保障。为此，高校应加强学科内部领导力制

度化建设，完善学科组织建制［5］，确立学科基本框

架，理顺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学科成员之间的

关系，确保领导力运行。构建学科带头人—学术

骨干—学科成员完整的成员梯队，形成知识结构

互补、年龄结构合理的学科团队，从而有效地提

升学科的组织化水平；学术骨干的定位不能局

限为一种学术称号，而应该定位为在学科建设与

发展中激发他们的人格魅力，在学科领域中带头

统领、组织协调，确保学科管理效能得到提升。

在学科带头人学术导向下，构建定位明确、层

次清晰、衔接紧密的学科发展规划，明细职责与权

力边界，坚持以绩效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为导向，

让学术骨干明确学科建设的目标任务，为学术骨

干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激发学术骨干的内生动

力，增强学术骨干对学科的贡献度，参与学科建设

各项任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中发

挥骨干作用，争取产生更多高质量学术成果，形成

合力，促进学科建设发展。

（三）重视学术骨干能力提升

学科建设工作的创新性强，不是任何人都可

以担当学术骨干，缺乏学术水平、学术素养与学

术道德的教师是难以胜任的。任何学科的学术

骨干只有良好的思想素质是不行的，他们还必

须具备优良的业务素质，即扎实的专业知识基

础、合理的知识结构、了解国际学术动态等。可

见，学术骨干的能力素质是领导力生成的内部影

响因素，要重视学术骨干能力素质对其团队成员

的影响力。

为此，学术骨干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学术信念及学科意识，提升人格魅力；其次，要以

学术研究为抓手，夯实自身的专业理论基础，关注

学科前沿与发展动态，更新学科知识储备，扩展自

己的学术视野，分析和思考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

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团队成员中学科共同体的建

设，协助其他教师完成教学、科研等任务，有意识

地积极发挥自己的领导力作用［6，7］。最后，进一步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参加与学科相关的国际学术

会议，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研究等，不断拓宽学科

团队的国际视野，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增强前

瞻力。

（四）重视学科团队文化建设，引领团队可持

续发展

学科团队内部要形成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

团队协作精神。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科团队文化建

设，在学科组织内营造“领导理念”的文化氛围［8］，

促进学术骨干从思想、行为上激发领导力潜能。

结束学科团队内“单打独斗”的局面，建立“抱团

取暖”的团队合作模式，进一步明晰学术骨干在学

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学术骨干对学

科建设工作的价值引领、示范引领。

作为学术骨干，要注重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

引领团队成员拧成一股绳，团结合作、优势互补，

让这种合力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首先，要

在团队中形成学术知识共享、开放协作的交流氛

围，带领团队成员进行思想交流，形成思想碰撞。

其次，学术骨干要在学科团队内营造积极向上、和

谐奋进、相互促进的学术氛围。

另外，学术骨干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应该积极

参与到学科治理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充

分发挥其在学科治理过程中的才能，这是高校学

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提升学科治理的

科学性、有效性、合理性，还有助于解决学科建设

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从而确保学科治理的科学性、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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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backbone is the backbone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discipline strength and the formation of advantageous characteristics. As 

the leader of discipline team, academic backbo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eadership of technical backbone in the tea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i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academic backbone has some problems in the 

discipline guidance, such as the lagging concept of leadership, the imperfect inter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discipline, the poor ability and quality of academic backbone, and the weak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eam 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academic backbones in the discipline tea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eadership, improving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discipline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academic backbon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ea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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