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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文化危机的表现有“祥林嫂”般的怨妇情节、撞钟和尚情节、职业倦态情节、破窗情节、破
罐情节。原因在于办学目标不明确、评价系统紊乱、大学过于行政化、被动的心理、文化的适应性等等。为此，需要重新

定位高校目标、重视校长的正确领导、呼唤大学教授治学、积极心理学的引导、重构教师评价体系、提高教师的社会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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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本科院校是那些刚升格为本科的年轻大学，因
此，在建设中存在许多的相关问题，其中教师文化问题就

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教师文化是指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

学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代表教师群体共性的价值取向和职

业行为特征，包括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

式等方面的集合。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

还生活在文化世界之中，故而教师文化对教师的工作、生

活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这不仅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

展，还有碍于高校的发展与建设。所以，在新建本科院校

的教师队伍建设中，必需正确面对教师文化危机，努力找

到产生原因，并积极化解教师文化危机，从而提高教师的

教学积极性，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实现高校的发展与

进步。

１　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文化危机的表现
１．１　“祥林嫂”般的怨妇情节

在新建本科院校发展过程中，一些教师产生了一些

怨妇情节，往往表现在对学校的领导缺乏信心，对学校的

发展前景缺少期望，对学校学生的学习与就业产生焦虑，

对教师自我工作缺少激情。第一，对学校领导的“怨”。

有些教师老是在埋怨学校领导无方，将学校建设得“乱七

八糟”，学校领导非常“抠门”，导致学校教师待遇太差，以

至于常常感叹“现在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第二，

对工作的环境的“怨”。教师往往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产生

埋怨，认为学校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和学校管理工作混乱，

如对学校的教务处工作产生“质疑”等。第三，对学生的

“怨”。一些教师认为学校招来的学生质素太差，导致“难

教”和“难管”。第四，对会议的“怨”。一些教师认为学

校开会过多，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太耽误时间，导致人太

累。第五，对同事的“怨”。一些教师认为同事不够合作，

学校教师不够配合工作，导致工作上的“孤独”和“分歧”。

１．２　撞钟和尚情节
在新建本科院校建设过程中，一些教师则怀着一种

混日子的情节，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面对

教学与科研工作，只是完成一些教学工作就行。在评聘

职称和在科研方面以及在管理工作方面都“漫不经心”，

“心不在焉”，以至于学校工作能少参与的尽量不去参加，

能避免的就尽量避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教师

甚至将教学工作当做“副业”，自己在学校以外的工作才

是正当的“职业”，在外面开律师事务所，开专卖店，经商

和从事其他工作，以至于学校和教师工作成为一些教师

的一个“幌子”，从而将自身“置之度外”。

１．３　职业倦态情节
在一些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看来，教师工作并不轻

松，不仅要进行备课、上课等日常教学工作，还需要进行

一些科研工作，需要积极申报课题，还需要兼职班主任和

辅导员等工作。对一些教师来说，显得很累，特别是那些

青年教师，对工作显得很认真，对生活充满激情，然而，这

些教师感慨学校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显得不够重视，学校

的物质待遇太低，学校教学设施不够完善，管理跟不上教

学与科研的需要。因此，一些教师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工

作感到疲惫、压抑，充满职业倦态。

１．４　破窗情节
我们都知道“破窗效应”，是指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

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

被人打破，同样，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

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当

然，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

地上有垃圾出现，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抛，丝毫不觉羞愧。

在新建本科院校中教师也出现破窗情节，一些教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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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迟到、早退现象，另一部教师也同样会出现迟到早退

的现象。因此，在新建本科院校中出现许多诸如上课不

备课等不认真对待教学的现象。

１．５　破罐情节
新建本科院校在教师人才招聘过程中，往往存在参

差不齐的现象，为了迎接本科评估，高薪招聘一些博士、

硕士等研究生高层次人次，同时，还招聘一些本科人才，

但是一旦到学校却对这些人才一视同仁，缺乏对高层次

人才的重视与关注，而那些来到新建本科院校工作的硕

士、博士就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感叹自身的人生价值得

不到实现，认为自身呆在一个“三流”的高校没什么出息，

以至于这些教师人才就出现“破罐子破摔”的情节。

２　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
２．１　办学目标不明确

在我国高校趋同化严重的大背景下，“千校一面”，毫

无特色办学和个性化就成为我国新建本科院校的现实，

正如著名学者冯骥才所说，“没有特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

最大的特色。”面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时，究竟是

教学型高校，还是科研型高校，还是教学科研型高校。往

往不明确，定位不准，导致教师对待教学与科研以及对待

学生的时候出现偏差，也导致教师对自己学校的发展方

向“迷失”，对学校的前景担忧，对自己的专业发展产生忧

虑的心理和情节，从而产生在价值观念、共同信仰以及行

为方式等方面产生种种的文化危机。

２．２　评价系统紊乱
评价是对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改进，对培养人才

的一种考核和价值判断。教学评价和教师评价是新建本

科院校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然而，新建本科院校在

评价教师方面往往缺少更加准确和完善的教师评价体

系。一方面，过分注重教师的“教”，忽视对学生的“学”的

关注。新建本科院校一般定位于教学型，格外重视“教”

的过程，教务处也成为学校的中心处室，认为抓好了

“教”，就保证了“学”，“学”是“教”的自然结果，二者是一

映射的关系［１］。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是相辅相成

的，那么，学校只一味关心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

就会让教师产生更多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对教师的

科研与教学之间评价的失衡。为了更好的取得竞争优

势，一些新建本科院校采取鼓励和大力发展教师的课题

研究和论文发表情况，以至于只要发表论文就有奖励，出

现论文和科研质量不高的局面，而那些致力于教学的教

师感慨教师评价的不公平，出现一些文化危机。可见，评

价系统紊乱是产生教师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２．３　大学过于行政化
我国大学行政化问题是目前比较热门的话题它也是

产生教师文化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当前，学校已如政

府一样，行政机构越来越臃肿，行政人员越来越多，有的

学校甚至出现了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的局面［２］９３。那么，在学校领导与行政

级别挂钩，行政人员备受重视的条件下，很多新建本科院

校的教师济济欲求“当官”，因为当上学校某个部门的领

导就有大量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诸如出现少上一些课，多

一些行政工资等等。所以，新建本科院校出现“学问而优

则仕”的局面，“学”，一方面指教学搞得好的教师，另一方

面是指学问搞得好的教师。那些学术和教学上有些成就

的教师都渴望去“做官”，这样一来，那些不注重做官的教

师就显得很“无奈”，很“颓废”，很“压抑”，从二出现文化

危机。

２．４　被动的心理
第一，被动的工作心理。在新建本科院校的一些教

师看来，不管是谁当领导，不管是谁来管理教学只有完成

自己的教学任务，在教学和工作中，这些教师往往对自己

的要求过低，只想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不关心其他相关

事情。第二，被动的专业发展心理。在一些教师看来，只

要评上副教授就“万事大吉”了，于是，一些教师就出现不

愿意学习，不愿意去进修，也不愿意去攻读更高的学位，

使得这些教师产生混日子的情节。第三，被动的合作心

理。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更多的是“单打独斗”，缺少合作

心理，对待教师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心理，而

不是采取主动的合作。第四，消极被动的人生观。一些

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对人生、对工作、对生活缺乏更多的积

极心理，缺少幸福感，缺少对工作和学生的期待，而是采

取一种悲观的人生态度，以至于产生文化危机。

２．５　文化的适应性问题
不容置疑，对现代人来说，每一新处境，职业的每一

次改变，甚至对一个新社会集会的参与，都会带来文化适

应的新问题。他必须学习‘运用’新的习惯和新的礼

仪［３］５。新建本科院校需要改变过去在专科时代的教学理

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需要构建

新的教学文化和教师文化，然而，由于教师没有积极主动

地去改变自己，没有实现文化的创新和文化的改造，缺少

教师的专业发展，导致对文化的不适应，同时，新建本科

院校文化还需要教师的一个适应过程，因此，在文化适应

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危机。

３　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文化危机的化解
３．１　重新定位高校目标

在进行大学目标定位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大

学的类型，有的分为象牙塔大学、十字街大学和无边界大

学［４］。有的认为大学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

和社区服务型大学三种类型［５］。有的则认为大学的类型

由类和型两部分组成。类反映大学的学科特点，按教育

部对学科门的划分和大学各学科门的比例，现有大学分

为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

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１３
类。型表现大学的科研规模，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

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每个大学的类型由上述类和型

两部分组成，类在前型在后［６］。因此，新建本科院校需要

对自己进行定位，究竟是什么类型的高校，需要有一个明

确的清晰的认知，否则，学校的发展就没有方向，教师就

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信念。所以，新建本科院校需要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
指导下，在以培养专业型人才和综合性复合人才相结合

的前提下，在服务于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构建特色和

个性化的办学目标，科学合理的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从而

为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为教师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一个正

确的前进方向。

３．２　重视校长的正确领导
陶行知先生说过：“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校长是学校

的核心领导。那么，在新建本科院校过程中，校长需要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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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文化使命，正确引导学校发展的方向，引导全校教师

继承和发展学校文化，创新教师文化，用先进的学校文化

来引导教师的发展。所以，校长需要构建积极的学校文

化，在学校范围内积极引领教师去构建新建本科所需要

的学校文化，为教师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泛的空间，从

而使学校教师形成一种合作的、积极的、向上的、廉洁的、

健康的教师文化。

３．３　呼唤大学教授治学
大学教授治学是改革大学过于行政化的重要途径。

在新建本科院校的建设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加强教授治

学。大学教授治学，一方面主要是指教授个体在自己做

学问的过程中，严格律己、能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开展研

究，具备良好的治学态度与治学能力，同时，还能遵守学

术道德，也能指导学生并让学生也能够很好地做学问。另

一方面，也指大学教授作为群体或团体如教授委员会，在

学科建设与教学以及学术研究与学校管理中充分发挥其

参与管理与决策，实现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之间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得大学能按照大学章程和教育

规律来进行大学管理的过程［７］。所以，新建本科院校需

要鼓励那些大学教授参与学校事务管理与事务决策，形

成教授委员会，广泛听取教师的意见与建议，改变那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局面以及过于追求行政级别和行

政待遇的现象，解决大学过于行政化的趋势，从而为教师

的发展和教师的教育工作提供更加民主与开放的路径。

３．４　积极心理学的引导
第一，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幸福感是积极心理

学的重要理念，积极心理学认为“特殊的文化和社会 －政
治因素在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８］１８同样，幸福感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幸福感对

文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通过提高教师的幸福，能使教

师获得积极的、幸福的文化，改变那种消极的、悲观的、低

迷的、迷失的文化。因此，构建教师的幸福感，让教师获

得更多的职业幸福感，让教师职业成为人生的“三乐”之

一，能化解教师更多的文化危机。第二，坚定教师的信

念。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种职业，需要具有

坚定的信念，具有专业信仰，坚信教师在教育中的价值，

不需要去怀疑和否定教师的作用，相信教育能带来社会

发展与人类进步。在具有坚定的教师信念之后，教师的

教学与生活才会有更多的信心和动力。第三，形成积极

关系。教师合作是当前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所缺少的一种

表现。教师需要加强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合作，需要加强

学生教育与学生管理方面的合作，通过合作让教师形成

积极的人际关系，从而改变那种单打独斗的“英雄式的”

孤独感和无助感。通过积极心理学的引导，让教师形成

积极情绪、沉浸体验，形成希望和乐观的积极特质，构建

积极自我和积极关系，从而化解教师文化危机。

３．５　重构教师评价体系
“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这是评价学家

斯塔弗尔比姆说过的。在新建本科院校建设过程中，由

于评价系统紊乱导致教师文化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改变

和促进教师评价系统的发展，构建民主开放的、科学合理

的、立体全面的教师评价体系。具体而言：第一，在教师

评价理念上，评价系统树立以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为

主，推进新建本科院校发展为目标，推进学生发展和人才

培养为动力的评价理念。第二，在教师评价目标上，评价

系统需要做到目标定位明确、全面、体现层次性，能更全

面的评价教师。第三，在教师评价内容上，评价系统需要

关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整体评价，而不是偏

废某一个方面的片面评价。第四，在教师主体上，评价系

统需要关注教师自我评价、学生评教、同行评价、教师委

员会评价等多主体性全面评价。第五，在教师评价原则

上，评价系统要注重科学性、多元化、去行政化、人本性，

关注教师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发展，从而为化解教师文化

奠定基础。

３．６　提高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全方位开展服务。”［９］在新建本科院校的建设中，同样需

要树立一种社会服务意识，教师需要关注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关心教师同事之间的发展与进步，关心学生的发展

与进步，因此，教师需要改变那种只关心“教书”，不关心

“育人”，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局面，需要积极投入

到社会服务中去。在开展社会服务过程之中，教师获得

更多的交流与发展机会与可能，获得更加积极的人际关

系，获得更加积极的改变，从而将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

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教师文化涤荡出去，从而使教师获

得积极的、健康的心理去积极参与到教学与科研以及学

校管理与社会服务中，主动获得专业发展。

总之，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与建设过程，需要关注教

师文化危机，而不是逃避和遮盖，需要积极去面对和处

理，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教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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