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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现实矛盾及其化解策略 ①

李林容，闫建璋，刘阳
（山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山西 临汾０４１００４）

摘　要：教学研究型大学是处于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之间过渡阶段的一种大学类型，它的基本特点是教学与科研并
重。从理论上说，二者应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纯粹的相互促进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教学研究型大

学的教学与科研在经费使用、设备配备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不少冲突，这些冲突大致是由于学校定位主次不分、设施不

全和教师质量不齐的原因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学校应在定位上突出主次，经费划拨上有所倾斜，设施配备上优

先一方，师资使用上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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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加州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对大学的分类，大学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

型大学３种类型［１］。三者侧重点不同，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教学型大学主要培养应用

型技术人才；教学研究型大学则处于教学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之间，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既培养应用

型技术人才，又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从理想的层面考虑，教学研究型大学希望呈现出一个教学与科研

和谐发展的局面，但是一些不可避免的现实矛盾总是让高校的这一理想难以真正实现。

１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现实矛盾
教学研究型大学既要重视教学，又要兼顾科研，因此，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诸多现实条件

下，教学研究型大学在运行过程中总是遇到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可以说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就是教学

研究型大学现实矛盾的核心所在，主要表现如下：

１．１　教学经费与科研经费的矛盾
教学经费与科研经费的矛盾，是教学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出于教学研究型大学以教学为

核心这一教育理念的考虑，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将高校大部分经费投入到教学中；而另一部分人认为科研

工作能够提升高校排名，并且科研成果高于教学成果，应该将大部分经费投入到科研中。在教育理念与

教育现实出现冲突的情况下，高校的领导层就会左右为难，究竟将有限的教育经费倾向于教学还是科

研。在左右摇摆的徘徊中往往使两方面都受到影响，而且会贻误发展时机，影响学校的整体发展。

１．２　教学设备和科研设备的矛盾
教学设备和科研设备的冲突，也是教学研究型大学时常遇到的矛盾。因为学校的设备总数是有限

的，不可能同时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求。若优先于教学，那么科研就要暂时延缓；若优先于科研，那么教

学就会暂时停滞。教学研究型大学应该教学与科研并重，二者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缺一不可。

因此，高校对于设备的运用到底应该向教学倾斜还是向科研倾斜，仍然是教学研究型大学难以解决的棘

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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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教学时间与科研时间的矛盾
在教学研究型大学中，学校要求教师既要抓教学又要重科研。教学研究型大学中教师教学责任已

经很重了，高校要求教师在保证教学的前提下进行科研。然而，在高校的年终考核、职称评定等活动中，

科研占的比重高于教学，因此教师会把时间过多地放在科研上。由于科研对时间的要求是连续的，过多

打断科研会影响到科研成果的质量；而教学对时间的要求则是有规律的，打破这种规律，会影响到教学

效果。由于教师时间的有限以及科研与教学对时间的要求不同，导致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在教学时间与

科研时间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

２　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研究矛盾归因
教学研究型大学之所以会出现教学与科研在经费、设备以及时间上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学校在定位

上主次不分，学校设施不够齐全，教师质量参差不齐。

２．１　学校定位主次不分
教学研究型大学能否准确对自身进行定位，对高校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目前，教学研究型大学

普遍存在学校定位主次不分的现象。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应该是教学与科研并重，以教学为中心启

发研究，以科研为保障促进教学。然而，教学研究型大学盲目地以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理念作为发展方

向，从而导致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这一中心得不到保障，出现教学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的现象［２］。

学校定位模棱两可，教学与科研主次不分，其结果只能是加剧教学与科研的矛盾而无助于矛盾的化解。

２．２　学校设施不够齐全
物质资源是高校基本的办学条件，同时也是决定高校竞争力的前提要素。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教学

研究型大学会选择有限的经费用于进行科研，以快速提升学校排名，而减少了对教学工作应有的重视，

导致没有足够的经费去增添新的设施，以致学校设备老化。而有限的设施究竟是优先用于教学还是科

研，或是二者共用，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回答则进一步加剧了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使得教学研究型大学

中的教学与科研都不能稳步发展，甚至出现相互制约的现象。

２．３　教师质量参差不齐
教学研究型的教师教学科研两手都要抓，是既会教学又会研究的多面手。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到来，教师工作量急剧增加，而在要求教师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科研工作则明显会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教学研究型大学仍然坚持以科研为重，无疑加重了教师的工作任务。教师个人的

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教学上或者放在科研上，都不可能达到学校对教学和科研的要

求，这样无论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还是对学校的整体发展都是不利的。

３　化解教学研究型大学矛盾的有效策略
教学研究型大学要想顺利化解矛盾，需在学校定位上突出主次，在经费划拨上有所倾斜，在设施配

备上优先一方，在师资使用上人尽其才。

３．１　学校定位突出主次
高校的发展与建设离不开准确的学校定位，高校的合理定位关系到学校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强

调教学与科研并重，以教学为中心，以研究为动力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３］。基于此，教学研究型大

学发展的前提是在巩固其教学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发展科研。高校既然定位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就是选

择了教学与研究并重，但这个并重也是有条件的：应先以坚实的教学基础促进科研，再以科研的先进成

果反哺教学，才能推动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３．２　经费划拨有所倾斜
一定的教学经费是维系高校发展的基础。教学研究型大学应该增加一定的教学经费，以保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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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业务的正常运行。高等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立足之本，也是为今后的学科发展拓宽道路，为其良好的

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打基础［４］。此时，学校不管是在财力还是人力物力上，都应该对教学有所倾斜。

当在某一时期着力发展科研时，学校应该在经费上支持科研项目的申请和科研计划的实施。科研工作

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可以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独立创新精

神和科研敏感度，使教学真正成为研究型教学，也真正做到以研究反哺教学。

３．３　设施配备优先
在教学研究型大学中，教学设备与科研设备的矛盾主要就是优先使用的矛盾。制定合理的制度使

二者使用不存在或少存在冲突，才能保障教学与科研都顺利运作。另外，教学研究型大学要积极寻求与

其他大学或企业合作的机会，充分利用其他学校或企业的设备资源，使得学校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

收益。

３．４　师资使用人尽其才
教学研究型大学要牢牢把握住教师在高校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与运用。教学

研究型大学大多是由教学型大学发展而来，要给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放宽科研要求，只要求其在搞

好教学的基础上适当做些研究即可；对新引进的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学校则要提高对其科研能力

的要求，积极跟进其研究进度。将适合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人尽其才，这样不仅能提高学校教师的工

作效率，也能大大提高学校的人力资源利用率［５］。

４　结　语
综上，学校只要在定位上突出主次，经费划拨上有所倾斜，设施配备上优先一方，师资使用上人尽其

才，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矛盾，使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最大程度地相辅

相成、互相促进，从而不断推动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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