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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的冲突与共生 ①

———基于教学研究型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研究

王欢芳，张幸，宾厚，李密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青年教师是高校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很多教学研究型高校中的青年教师正遭遇着教学与科研冲突的窘
境。通过对某省６所教学研究型高校中５００位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抽选５０位青年教师进行面谈，发现教学研究
型高校中的青年教师普遍存在理念和现实有较大冲突、教学和科研严重脱钩、缺少学术团队和职业幸福感不强等问题，

可通过理顺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注重二者的内在结合、打造稳定高效的学术团队和拓宽青年教师职业发展通道来实

现教学与科研二者间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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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冲突问题由来已久，而且
近年愈演愈烈，这个矛盾在青年教师这个群体身

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不同类型的高校教学和科研

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地位有所区别。教学研究型高

校应该是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的一类高校，其主

要承担着培养高级创新应用型人才的使命，其开

展科研的主要目的是为改革教育方法，深化教学

内容，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但是随着我国现有的

以“科研”为主导的国家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和高

校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行，我国各类大学包括教学

研究型高校均高度重视科研，对高校教师的评定

都以科研成果为主要依据［１］。

１　调查设计及结果统计
１．１　调查设计及基本信息

为真实具体地了解我国现有教学研究型高校

中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冲突现状，课题组对某

省６所教学研究型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
谈，问卷调查为实地发放问卷和在线调查相结合。

鉴于我国有些课题对青年教师的年龄放宽到４０
岁，此次调研对象为４０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此次
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份，回收 ５００份，有效问卷 ４９８
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９．６％。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统计见表１。从表中可知３６～４０岁的青年教师
在问卷调查占到了５０％以上的比重，尤其是网络
调查中该年龄阶段的青年教师更为积极，占到了

６０％以上。另外，从事理工类的青年教师占
３６３２％，文科类的青年教师占６３．６８％。
１．２　关于教学看法的调查结果统计

此次调查问卷的第一模块是关于教学看法的

问题，具体的调查结果见表２。其中７５％以上的
青年教师认为大学老师应该将教学排第一位，

８５％以上的青年教师表示喜欢教学，同时有７０％
以上的青年教师认为相比科研，自己更适合教学，

愿意花大量时间备课，愿意课后辅导学生，也会自

主学习新的教学方法，认为自己的教学效果和方

法紧跟时代发展，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满意。但课

后会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的青年教师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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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８％，会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的只有
３８．５９％。
１．３　关于科研看法的调查结果统计

此次调查问卷的第二模块是关于科研看法的

问题，具体的调查结果见表３。有近３６％的青年
教师表示喜欢科研并认为大学老师应该将科研工

作排第一位，仅有２３％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更胜
任科研，５０％多的青年教师认为所在的学校科研
任务重，自身要花大量时间来做科研，会将科研成

果运用于教学。４３．８５％的青年教师的科研与教
学的方向一致，仅有４０％多的青年教师从事科学
研究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有７０％左右的
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职称晋升和岗

位定级。有２７．２％的青年教师认为自身的科研
成果产生了实际效益，仅有１４％的青年教师有属

于自身的学术团队。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６．１４

３１～３５岁 ４３．３３

３６～４０岁 ５０．５

性别
男 ３５．０９

女 ６４．９１

从事的专业大类
理工类 ３６．３２

文科类 ６３．６８

最高学历

学士 １．７５

硕士 ５６．１４

博士及以上 ４２．１１

任教时间

５年以下 ２８．０７

６～１０年 ３１．０５

１０年以上 ４０．８８

表２　关于教学看法的调查结果 ％

题目＼选项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比较符合 很符合

Ａ１我认为大学老师教学工作是排第一位的 ０．８８ ５．２６ １８．４２ ３７．７２ ３７．７２

Ａ２我喜欢教学 ０．８８ ０ １３．１６ ５０ ３５．９６

Ａ３相比科研，我认为自己更擅长教学 ０ ６．１４ ２６．３２ ３１．５８ ３５．９６

Ａ４我经常会自主地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０ ２．６３ ２４．５６ ３６．８４ ３５．９６

Ａ５我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满意 ０ ０．８８ ２５．４４ ５３．５１ ２０．１８

Ａ６我的课堂学生到课率好 ０ ０ ２２．８１ ５３．５１ ２３．６８

Ａ７我所在的学校教学任务重 １．７５ ６．１４ ３７．７２ ３５．０９ １９．３

Ａ８我常常花大量时间备课 ０ １．７５ １７．５４ ４６．４９ ３４．２１

Ａ９我愿意课后辅导学生，和学生交流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７．５４ ４７．３７ ３１．５８

Ａ１０我常指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 ４．３９ １７．５４ ３５．０９ ３０．７ １２．２８

Ａ１１我常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比赛 ０ ２１．９３ ３９．４７ ２９．８２ ８．７７

Ａ１２我的教学方法或内容会紧跟时代发展 ０ ０．８８ １４．９１ ５９．６５ ２４．５６

１．４　关于职业发展的调研结果
此次调查问卷的第三模块是关于职业发展的

问题，具体的调查结果见表４。对自己工作现状
特别满意的青年教师仅有 ５．２６％，比较满意的
３５．０９％；有７０％多的青年教师感觉自身的工作
压力大，而且有５０％多的青年教师没有找到适合
自己排遣压力的方式；仅有３６％的青年教师表示
有外出学习机会，有近９０％的青年教师希望学校
能提供更多外出学习的机会；７０％多的青年教师
对现有的教学科研考核体系没有满意，且希望学

校能更注重对教学的评价，或者将教学和科研能

完全打通，这群人由于职称晋升压力过大，对未来

缺乏信心。

２　调查结果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教学研究型高校中青年教师对

教学和科研二者关系更为具体的看法，本课题组

针对这６所高校中选择了５０位青年教师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访谈，结合问卷和访谈的结果，总结当

前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如下：

２．１　理念和现实冲突较大
在教学研究型高校中，大部分青年教师认为

大学教师应该首先以教学为己任，而且很多青年

教师是喜欢教学多于科研，他们愿意花大量时间

来备课，注重提升自身的课堂效果。但在现实中

迫于职称晋升，职业发展的压力，他们必须投入大

量精力从事科研，其中仅有１／３的青年教师是喜
欢做科研的，大部分的青年教师是被动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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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源于现有对青年教师的各类考评体系都非常

重视科研，科研成绩突出的青年教师大都名利双

收，而没有科研成果的青年教师在高校中前途无

望。这就导致理念和现实之间有着较大的冲突，

为缓解这种冲突，有的青年教师开始敷衍教学，课

余的精力都用在了科研；有的青年教师对自身要

求较高，既想上好课，不辜负学生的期望，同时也

致力于做科研，希望趁年轻能在职业发展通道有

所上升，但是这些青年教师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业

余时间，无力陪好家人，尤其是很多青年教师家中

还有年幼的孩子，倍感身心疲惫。

表３　关于科研看法的调查结果 ％

题目＼选项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比较符合 很符合

Ｂ１我认为大学老师科研工作是排第一位的 ７．８９ １５．７９ ４０．３５ ２４．５６ １１．４

Ｂ２我喜欢科研 ７．０２ ２０．１８ ３６．８４ ２４．５６ １１．４

Ｂ３相比教学，我认为自己更擅长科研 １２．２８ ２３．６８ ４１．２３ １６．６７ ６．１４

Ｂ４我所在的学校科研任务重 ０．８８ ６．１４ ４２．１１ ３０．７ ２０．１８

Ｂ５我要花大量时间做科研 ４．３９ １２．２８ ３３．３３ ２７．１９ ２２．８１

Ｂ６我有属于自己的学术团队 ２６．３２ ４０．３５ １９．３ １０．５３ ３．５１

Ｂ７我做科研主要是为了职称晋级 ２．６３ ３．５１ ２０．１８ ４６．４９ ２７．１９

Ｂ８我做科研主要是为了岗位定级 ２．６３ ４．３９ ２３．６８ ４２．９８ ２６．３２

Ｂ９我做科研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６．１４ １３．１６ ３９．４７ ２９．８２ １１．４

Ｂ１０我的研究方向和教学是一致的 １０．５３ １３．１６ ３２．４６ ３５．９６ ７．８９

Ｂ１１我会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 ４．３９ １１．４ ２８．０７ ４１．２３ １４．９１

Ｂ１２我的科研成果产生了实际效益 １１．４ ２１．０５ ４０．３５ ２２．８１ ４．３９

表４　关于职业发展的调查结果 ％

题目＼选项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比较符合 很符合

Ｃ１我对自己的工作现状满意 ７．０２ １１．４ ４１．２３ ３５．０９ ５．２６

Ｃ２我感觉工作压力很大 ３．５１ ０．８８ ２４．５６ ５０．８８ ２０．１８

Ｃ３我有适合自己排遣压力的方式 ３．５１ ６．１４ ３７．７２ ４６．４９ ６．１４

Ｃ４我有外出学习的机会 ８．７７ １８．４２ ４３６．８４ ２９．８２ ６．１４

Ｃ５我对学校现有的教学科研评价体系满意 １３．１６ ２１．９３ ４２．９８ １６．６７ ５．２６

Ｃ６我认为职称晋升太难，对职业未来缺乏信心 ５．２６ ４．３９ １８．４２ ３５．０９ ３６．８４

Ｃ７我希望单位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 ０．８８ １．７５ ９．６５ ４４．７４ ４２．９８

Ｃ８我希望学校更注重青年教师的教学评价 ０．８８ ３．５１ １４．９１ ３９．４７ ４１．２３

Ｃ９我希望学校更注重青年教师的科研评价 ８．７７ １８．７７ ３５．４４ ２５．０９ １１．９３

Ｃ１０我希望学校能将教学和科研完全打通，科

研成果能折算成课时
０．８８ ０ １７．５４ ３７．７２ ４３．８６

２．２　教学和科研严重脱钩
教学研究型高校的发展定位本是以教学为主，

科研为辅，用科研来推动教学效果的提升，但是调

研结果显示仅有四成的青年教师的科研方向和其

教学领域是相吻合的，同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青年教

师在课后指导过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或是指导各类

竞赛活动，这说明教学和科研二者之间没有达到教

研相长的成效。很多青年教师是为了做科研而做

科研，教学和科研已经成为两张皮，甚至成为一对

矛盾的两个主体，因而导致教学水平极大程度下

降，然而所谓的科研也更多的追求量，而非质。这

让很多青年教师整天忙于低水平的工作状态之中，

不仅自身工作满意度低，而且培养的人才质量大幅

度下降，给高校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这主要

是因为现有的考评体系中不仅注重科研，而且注重

科研的量，缺少对科研与教学关联性指标的考核，

同样也缺少对高质量论文的考核指标。

２．３　团队归属感不强
绝大部分文科类的青年教师反映没有属于自

己的一个学术团队，基本上是独自一人从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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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做科研是一件孤独而又乏味的工作。这主

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学教师一般都是上

完课后就离开了学校，平时缺少沟通与交流的机

会，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二是自己的研究领

域基本是延续着博士期间的方向，但是在工作单

位很难找到研究相同领域的同事；三是认为自己

一个人做研究更方便，多人合作效率反而下降，容

易出现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更喜欢独自研究。

２．４　职业幸福感不强
很多青年教师表示，在外行看来大学教师是

一份轻松自由、体面而又收入高的职业，经常被周

围很多的亲戚朋友羡慕，然而现实是在大学如果

只做教学，很难获得认可，而且收入是比较低的；

如果兼顾科研，压力山大，每天被各类课题和高层

次学术论文压得身心疲惫。有的青年教师表示，

读到博士毕业一般都已经读了２０年的书，父母为
了自己成才，基本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然而好

不容易工作了，却无法给他们太多物质上的回报，

内心很痛苦。因此整体上而言，很多青年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不强。

３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和谐共生之道
３．１　理顺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大学承担着培养人才，推动科学进步的双重

使命。但是不同类型的大学在这两种使命之间的

权重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于教学研究型高校而言，

应始终将教学放在首位，鼓励老师们开展学术研

究以促进教学的深化［２］。这需要我们从源头上

改变政府对我国现有高校的评价体系，对不同类

型的高校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的依据应该有所差

别，不再是以一个学校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成果为

主要的评价指标。同时，激活民间资本，给予民办

高校发展的空间，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政府教育

投资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多

元化发展的格局，能有效提升大学教育质量［３］。

３．２　注重教学和科研的内在结合
高校可以通过修订现有的教师考核评价指标

体系，增加对教师教学和科研内在结合方面的考

核，来引导青年教师思考如何做到教研统一。例

如，青年教师可以在课后指导对学术感兴趣的学

生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竞赛，同时青年教师还可

以多从事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不断提升教学方

法和教学水平，并将学术成果的方法加以推广。

只有当教学和科研实现内在有机统一，才能让青

年教师所花的时间产生最大的价值，从而提升他

们的职业幸福感。

３．３　打造稳定高效的学术团队
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通过打造稳定高

效的学术团队，与有不同研究特长的朋友共同研

讨，既可以减少学术道路上的孤独感，又可以提升

研究的品质，实现合作共赢。这具体可以通过三

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学校注重团队绩效的

考核，奖励团队；二是学院为青年教师团队们提供

特定的研究场所；三是青年教师自身主动寻找同

行探讨学术问题，勇于分享自身的学术观点。同

时，青年教师还应多走出校门，多参加学术界的各

种高水平会议，寻求校外志同道合者的合作机会。

３．４　拓宽青年教师职业发展通道
青年教师一般在职业发展方面有着较为强烈

的上升发展欲望，而当前因职称职数的严格限制，

若不是科研能力特别突出的青年教师，职称晋升

基本无望，这让很多青年教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

职业倦怠感，影响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在这种情

况下，有的高校实行了内聘教授、副教授的制度，

但是评价的标准仍然过高，仍然过分注重科

研［４］。事实上，每个人在人生每个阶段更适合投

入精力做好一件事情，对于教学研究型高校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教学和科研完全打通，允许少

部分对科研特别感兴趣的青年教师专心从事学术

研究，可以用研究成果来代替教学工作量；而对于

教学研究型高校中选择了以教学为主的青年教

师，应尽可能鼓励青年教师在教学方面有所成就，

增加教学业绩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总之，只有

建立一种让有能之士上升发展的职业通道，才能

最大程度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推动高校良

性快速的发展。

４　结论
青年教师是高校未来快速优质发展的中坚力

量，妥善解决教学研究性高校中青年教师的教学

与冲突的现实困境，实现二者和谐共生意义重大。

通过对某省６所教学研究型高校中５００位青年教
师进行问卷调查，并抽选５０位青年教师进行面
谈，发现这些教学研究性高校中，青年教师普遍面

临职业发展理念和现实要求有较大冲突、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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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严重脱钩、缺少学术团队和职业幸福感不强

等众多问题，具体需要通过高校明确发展目标、为

青年教师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打造学术团队、青年

教师自身寻找教学和科研结合的有效途径来突破

现有发展困境，未来如何科学设计青年教师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值得重点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１］梁小青．高校教学科研管理思考———以湖北某地方

高校为例［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７（１０）：１４－１８．
［２］王欢芳．双向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冲突

隐忧探究［Ｊ］．当代教育论坛，２０１６（２）：９２－９９．
［３］陈玲洁，王苏萍．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对促进高校外语

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影响［Ｊ］．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８）：６０－６２．

［４］杨月梅．高校教学与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研究［Ｊ］．高
教学刊，２０１６（６）：１６１－１６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ＡＮＧＨｕａｎ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ＢＩＮＨｏｕ，ＬＩＭ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４１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ａｎｙ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５００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６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
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５０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ｓ，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ｄｅ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ｃｋ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ｅａｍｓａｎｄ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ｏｍ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ｃａｎｂｅｍａｄ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ｒｔ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ａ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ｗｉｄｅｎｔｈｅ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ｙｏ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责任校对　谢宜辰）

１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