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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人职培训必要性探析 

赵惠君 ，曾 健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2．训练部，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我国高校新进教师的入职培训非常必要，本文从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从 “高校学生”到 

“高校教师”的转变来分析我国高校新进教师的职业准备状况，二是从 “职前教育”到 “职后发展”的过渡来 

分析高校新进教师的入职期特点，三是从 “精英高等教育”到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分析我国高教质量建 

设面临的挑战，三个维度的分析都说明我国高校新进教师的入职培训必要且任重道远，值得关注，急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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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cessity of Initial Training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aculty 

ZHAO Hui—iUll，ZENG Jian 

(1．College ofInformation跏￡em&Management；2．Education Department NUDT，Changsha，410073，China) 

Abstract：Initial Training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aculty is necessary．This paper elaborates it from three 

aspects．First．"we analyse the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of new faculty from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tO“college and 

university faculty”．Second，we analyse the initial stage’ S characters of new faculty．Last，we analyse the challenge 

from elite highely education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All aspects analyses that initial training for college and 

un iversity faculty is necessary．Our task is heavy an d our way long． Initial training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aculty in 

China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and carrying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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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曾在 《教育：一个扩展的框架》自皮书中指 

出：“即便是受过充分严格的职前教育，但世界上仍然没有 

哪一项职业期望新的从业者马上就能做出充分的贡献。”⋯ 

诚如其言，对很多职业来说，入职培训不可或缺。目前我 

国高校新教师的入职培训主要依托教育部相关政策法规支 

持下的制度化、规模化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进行。我国高校 

教师岗前培训政策 (教育部对军队院校没有硬性要求，部 

分军队院校参照此政策实施)1997年出台，由教育部统筹 

规划，各省 (直辖市)高师培训中心统一组织，实施至今 

已十余年，其功效受到很多高校管理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的关注，某高校教师曾悲愤撰文，希望某一天 “‘高校教师 

岗前培训 ’成为语义学上的活化石”。【2 笔者也认为我国现 

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统一性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功效问题 

值得反思，但即便现行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之功效受到质疑， 

并非意味着高校新进教师入职培训完全不必要 ，而是现行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模式亟需改革，高校教师人职培训的服 

务平台需要重新合理构筑。 

关于高校教师入职培训的必要性，已有不少研究者从 

其他角度进行思考，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 

一

、 从 “高校学生”到 “高校教师”——高 

校新任教师职业准备不足 

高校教师作为高校场域的文化精英，具有多重职业角 

色，他们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者、高深知识的传授者，同时 

是学问与人品的示范者，承担着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 

多维职责，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的准人要求相对较高。作为 

始入这一职业的高校新任教师，他们的职业准备状况如何， 

影响到其对人职培训的需求度，也影响到其职业中期、后 

期的发展。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高校新任教师的主要来源，他们从 

高校学生到高校教师的角色转变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 

存在种种不适应。即便我们高校引进的部分新教师毕业于 

师范院校，“但高等师范院校也不是为学生毕业后从教准备 

一 切的地方⋯⋯培养的是一种有自主发展能力的成熟的预 

备教师。” 他们人职后仍需要引导、培训与发展。 

在此，我们先从高校新任教师对入职培训的需求情况、 

高校新任教师其研究生教育期间的学习经历以及高校专任 

教师的学历结构来分析他们从 “高校学生”到 “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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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角色转变过程中的职业准备状况，阐释高校教师人职 

培训的必要性。 

1．从对高校新任教师岗前培训调研来看，新任教师对 

入职培训需求迫切 

心理学研究表明，需求是由个体内部的某种缺失或不 

平衡状态引发的。为了解高校新任教师的职业准备状况， 

2010年7—12月，笔者对湖北、广东、广西、湖南、江苏、 

福建六省九个高师培训点参加统一的岗前培训的1080名高 

校教师进行了调研。笔者设计了两个问题，希望通过他们 

对不同问题的回答全面了解新任教师关于高校教师岗前培 

训的真实需求。笔者设计的两个问题如下： 

(1)在参加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前，您认为高校新任教 

师的岗前培训有必要吗? 

A、有必要 B、可有可无 C、不必要 

(2)作为高校新任教师，您认为在您不同的职业生涯 

阶段是否需要适时接受相关培训? 

A、需要 B、可有可无 C、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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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新任教师岗位前培训需求情况 

需要 可有可无 不需要 

图2 高校新任教师职业生涯培训需求情况 

笔者设计问题一时，特意加上了 “在参加高校教师岗前 

培训前”，笔者做此考虑，是因为参加问卷调研的教师们已 

经参加了岗前培训，担心他们的回答受现实的岗前培训效果 

的影响，是基于想了解已经参加了岗前培训的教师对岗前培 

训的真实需求。关于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认为有必要的占 

82．9％，认为可有可无的占13％，认为不必要的占4．1％。 

问题二是笔者做的一个补充性问题，是想了解高校教师 

对于持续职业生涯整个阶段的培训的需求情况，当然也不排 

除岗前培训，故此问题也可间接印证高校教师对岗前培训的 

需求程度。关于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适时培训，认为需要的 

占92％，认为可有可无的占6．9％，认为不必要的占1．1％。 

上述两问题让我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到高校新进教师对 

入职培训的需求程度，反映了他们的职业准备状况。问题 
一 的回答反映了他们在参加岗前培训 以前对岗前培训的需 

求程度，问题二更是反映了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阶段都对 

培训有适时的需求与期待，参训教师对两类培训需求比例 

都比较高，这两个高比例体现了他们对入职培训的迫切的、 

稳定的、真实的需求 ，而且这种需求仅仅来源于他们 自身 

的需要，而与外界要求无关。 

2．从新任教师职前教育期间的学习经历来看，高校教 

师入 职培训不可或缺 

诚如前言，高校教师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者、高深知识 

的传授者，在我国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中，其 “高深学问 

的研究者”的角色受到了高度关注，而其作为 “高深知识 

的传授者”的角色属性及其所需的必要的职业准备经常被 

漠视。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博耶曾为振兴美国 

本科教育、改变美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状况，于 1990年 

发表专题报告对教学的本质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他认为教 

学应该属于学术的范畴，“学术不仅意味探究知识、整合知 

识和应用知识，而且意味着传播知识，我们把传播知识的 

学术称之为 ‘教学的学术⋯。 博耶 “教学学术”概念的 

提出，反映了美国学者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关注，对教师教 

学能力的重视。美国高校为提高教学质量，提前吸引、培 

养优秀的高校师资，面向在校研究生，实施了种种 “未来 

师资计划”。 

笔者认为，在新教师进高校工作前 ，如已有类似的教 

学经历或体验，并得到了相应的指导，对在高校顺利度过 

人职期并实现角色转换当有所助益。高校应届毕业研究生 

是我国高校新任教师的主要来源，而众所周知，我们有专 

门培养幼师的师范院校 ，有专门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师范 

院校，但几乎全世界，基本没有专门培训高校教师的师范 

院校 ，为弥补由此引发的不足，各国都在积极采取若干举 

措对即将或已经在高校任职的教师进行类似师范教育的培 

训，如美国高校面向在校研究生实施的诸多 “未来师资计 

划”。那么我国高校是否对未来有志于在高校就业的研究生 

在其研究生教育期间进行教学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实现从 

“高校学生”到 “高校教师”的角色转变? 

对此，笔者在2010年对在我国九个高师培训点接受岗 

前培训的1080名高校新教师进行相关问卷调研，其中具有 

研究生学历的 816名的高校新进教师回答了问卷，发现约 

82％的研究生在其研究生教育期间没有接受过关于高校教 

师的相关培训，他们在高校学习期间主要是进行某一个领 

域的研究训练，毕业后因为偶然或非偶然的因素进入高校 

工作，缺乏充分的职业准备。从他们研究生教育期间的学 

习经历来看，高校教师入职培训不可或缺。 

3．从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来看，高校教 

师入 职培训任重道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岗前培训非学历教育，是 “为确 

保新补充到高等学校的教师能够更好地履行教师岗位职责” 

的继续教育。 我们知道，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举世瞩目， 

不同层次高校均建立了严格的教师准入制度，博士学位几 

乎成为获取高校教职的基本要求。表1是2003年美国16所 

大学教师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 

O  0  O  O  0  O  0  如 ∞ 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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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国16所大学2003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学校 学校 

比例 (％) 比例 (％) 

哈佛大学 95．6 俄勒岗州立大学 97．2 

加州理工大学 99．7 亚拉巴马大学 96．8 

哥伦比亚大学 98．6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96．9 

加州伯克利大学 97．2 艾奥瓦州立大学 96．2 

科罗拉多大学 97．7 圣迭亚哥州立大学 97．0 

得克萨斯大学 97．7 犹他州立大学 94．5 

莱斯大学 96．0 蒙大拿州立大学 97．1 

马里兰大学 99．1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98．7 

资料来源：转引自贾莹莹 ．我国重点大学教师学历结构研 

究 [J]．理工高教研究，2009(5)：65． 

反观我国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他们的师资基本上代表了我国的顶尖水平， 

2007年北京大学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64．3％，【6J 

同时期清华大学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60．1％，[7】 

而如前所述2003年美国的大学——从哈佛大学到普通的州 

立大学，教师中博士学位的比重保持在 96％ 一99％左 

右。[。] 

我们再看看2002年—2oo9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 

学历情况，2002年全国高校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教师占 

31％ (博士学位教师占7％，硕士学位教师占24％)，本科 

学历教师占64％，专科及以下教师占5％；2009年全国普 

通高校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教师占47％ (博士学位教师 

占14％，硕士学位教师占33％)，本科学历教师占51％， 

专科及以下教师占2％。虽然博士学位教师从 2002年的 

7％增加到 2009年的 14％，硕士学位教师从 2002年的24％ 

增加到2009年的33％，本科学历教师从2002年的64％减 

少到2009年的51％，专科学历教师从2002年的5％减少到 

2009年的2％。总体上，这八年我国高校专任教师的研究 

生学历教师比例明显增大 ，教师学历学位有提升趋势，但 

高级学位教师的总量在全国高校专任教师中的比重还是太 

低，本科学历教师一直是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主体， 

专科学历教师比例缩小，但绝对数字不小。 

每年高校专任教师都会有新陈代谢，我们对每年作为 

专任教师分配到高校的毕业生的学历结构进行分析，见表 

2。2003—2009年间，专科毕业生以每年数百、数千、数万 

的规模在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高校专任教师队伍 ，这种情况 

值得警醒。 

表 2 2002-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增加的专任教师中录用毕业生情况统计表 

当年分配毕业生人数及相关比例 

增加的专任 当年分配 研究生 本科生 其他 年度 

教师数 毕业数 (人) 研究生 占当年录用毕 占当年录用毕 占当年录用毕 

人数 (人) 业生数的比例 本科生人数 人数 业生数的比例 业生数的比例 

2003 134855 58422 22751 38．9％ 34742 59．5％ 929 1．6％ 

20O4 162260 75373 36677 48．7％ 37394 49．6％ 1302 1．7％ 

20o5 149495 78286 44335 56．7％ 32431 41．4％ 1520 1．9％ 

20O6 152878 84539 53534 63．3％ 7828 9．3％ 23177 27．4％ 

姗  139850 80353 56138 69．9％ 7618 9．5％ 16597 2O．6％ 

2o08 115759 65oo4 49858 76．7％ 58o9 8．9％ 9337 14．4％ 

20o9 102209 6o026 48454 80．7％ 5477 9．1％ 6095 l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2003—2009整理。 

而在美国，校园中心模式的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已经基 

本普及性地建立，这些高校教师发展机构不仅面向学校不 

同岗位的教师、职员、管理者、专家提供培训服务，还针 

对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困境提供适时指导， 

这当然包括对高校新教师的入职指导。我国高校教师的学 

历状况近年在逐步改善，但与美国相比，我国高校教师的 

学历补偿仍面临较大挑战，已经没有学历补偿问题的美国 

高校教师，尚且需要持续职业终身的培训与发展服务，面 

临学历补偿挑战的我国高校教师的入职培训更是不可或缺， 

且任重道远。 

二、从 “职前教育”到 “职后发展”——高 

校新任教师入职期特殊 

无疑，我国自上而下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政策的出发点 

是非常积极的，该项政策的出台也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认识 

到了高校新任教师走向工作岗位期间这一人职阶段的特殊 

性。我国高校新任教师主要是高校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 

部分教师还存在学历补偿的尴尬，此外，他们在从 “高校学 

生”到 “高校教师”的角色转变中，成体系的助教实践缺 

失，以致缺乏充分的职业准备，且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 

将成为这些高校教师承担的主要职责。“尽管学生的课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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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讲台之间，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但可能有一段很长 

的心理距离。这些年轻人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跨越它。”-9] 

他们即将承担的多方面的职责，这都意味着入职期是高校青 

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困难期、关键期，入职期也是高校新 

进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发展的重要的衔接期。 

1．入职期是高校新任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困难期 

大量的研究表明，绝大部分新教师剐走上教师岗位的 

这一时期是他们教学生涯和职业生涯最困难、面临压力最 

大的时期。一项对大学教师的职业压力强度分析表明，大 

约74．8％的被试报告职业压力较大，感到有职业压力的最 

多的人群是讲师，占所有有压力教师的53．3％。【l。‘年轻教 

师压力更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年龄、经验因素，即年轻教师 

教学研究经验相对不足，面临着角色适应危机。【】 新教师 

在任职初期会面临各种各样 的问题，有些新教师因教学积 

累不足致使无法驾驭课堂，有些教师对教学实践的理解过 

于简单而盲目自信等，都极易遭受挫败。很多青年教师可 

能都会有这种经历，精细设计的教学方案在教学现场得不 

到预期的反应也许还会引起些许混乱，某些年轻教师甚至 

可能会手足无措。此外，大学新任教师要面临的不仅仅是 

繁重的教学问题 ，还要进行学术研究，此外还有人际关系 

等问题需要面对与处理，一时间各种问题纷沓而至，焦虑、 

困惑、疲惫、怀疑、失败等负面情绪也接踵而来，这些都 

使新教师在人职阶段的专业发展中会遇到诸多困难。“我感 

觉 自己像一台旧式电视，有七、八种观众，他们不停地拧 

着调换频道的开关 ，全然听不到我的呻吟。”[1 如何在最 

短时间内渡过这段磨合期，适应、调整多方面需要，顺利 

地与学生、同事和领导沟通并获得认可，这些对新教师来 

说都是难题和不小的挑战。̈ 

2．入职期是高校新任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期 

“教学的最初岁月十分重要。这段时期的经历可以毁掉 

原本大有前途的教学生涯，也可以将其引上不断成长与发 

展之路。”-l 高校新教师工作的有效性和教学的特色，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人职阶段工作的影响。“教师第一年的教学 

情况如何对他所能达到教学效能水平有重大的影响，这个 

影响要持续数年。教师采用的某种教学技巧和策略如果无 

效，又得不到相关的扶持，这样的策略带来的负面效应会 

在新教师心中根深蒂固，以后他很可能会避免采用这种教 

学方法，从而影响其教学风格。”-1 如果不在青年教师职 

业开始的初期让教师有尝试和交流更多教学风格的机会， 

也许平庸的教学将就此产生且保持下来。人职期频繁的教 

学成败体验可能激发青年教师投身教学的兴趣与热情，也 

可能会诱发青年教师产生自我怀疑与否定，对教育事业的 

热爱可能会因此而停滞或消逝。有研究者将新教师的首次 

职场经历称为 “决定命运的第一次工作”。‘l 因此，引导 

和协助青年教师教学使他们成为 “敏捷的起跑者”的入职 

培训就显得非常必要。 

3．入职期是高校新任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发展的衔接期 

无论高校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都需经历职前学历教 

育、入职初期的适应性培训以及持续教师职业生涯终生的 
一 体化培训，三个阶段形成完整而连续的过程，缺一不可， 

这也是很多教育研究者都认可的 “职前教育、人职教育、 

职后提高”的一体化观点。其中间环节——入职培训 (或 

称入职教育、岗前培训)是沟通与承接两者的桥梁，对新 

教师未来的职业发展会产生影响。 

入职期是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困难期、关键期， 

是他们职前教育与职后发展的衔接期；青年教师迫切需要 

得到支持、帮助、理解和鼓励 ，学校和相关部 门如能进行 

适时而恰当的入职教育，提供必要的指导，就会为新教师 

架起由理论到实践的桥梁，缩短他们的过渡周期，尽快掌 

握教学常规，减少他们对自己生存问题的关怀，使他们能 

有余力对教学情境中的教师、学生、教材、教法与环境的 

互动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与理解，及早进入专业发展的成熟 

期，加速他们的专业成长。̈ 

三、从 “精英高等教育”到 “大众化高等教 

育”——我国高教质量建设面临挑战 

1．师资大量补充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张，高校师资力量不足现 

象 日益突出，新教师大量补充到高校教师队伍。 

197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仅40．2万人，在校生数仅 

85．6万人，专任教师数仅20．6万人。1999年我国高等教 

育开始驶入发展的快车道。2009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639．5万人，在校生数达2144．7万人，专任教师 129．5万 

人 ，已经有大量 的新教师补充进高校专任教师队伍 ，虽然 

远没有赶上高校学生增长的速度。 

表 3 1978—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数、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数 

(单位 ：万人) 

招生数 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数 

1978 40．2 85．6 20．6 

1988 67．O 2o6．6 39．3 

1998 108．4 340 ．9 40．7 

2o08 607．7 2021．0 123．8 

2Oo9 639．5 2144．7 129．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78—2o09)有关数据整理。 

高校青年教师的大规模补充 ，传统的、自发的 “师徒 

相授”式 “传、帮、带”模式难以使大批青年教师快速适 

应高校教师角色，胜任高校教师的多维职责；高校教师入 

职培训必要，制度化、常态化的高校教师入职培训平台构 

筑成为现实需要。 

2．教学质量堪忧 

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但教学 

工作永远是高校的中心工作。目前我国已经从精英高等教 

育走向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在高等教育繁荣景象的背后， 

也潜隐着高校发展的危机。在更多学子、更多青年教师涌 

入高校校园后，高校教学质量问题不断浮出水面，成为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扩招后，高校教学质量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质量下滑 

的事实，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忧思，如部分学生不能 

顺利完成学业，学生对教师教学满意度不高等。有学者对 

引起高校教学质量下滑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因分析 ，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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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难免有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生源质量良莠不齐的影响 

因素，但从教的视角考察，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也颇值得 

关注，相关部门难辞其咎，有研究者指出：“大量新教师的 

教学质量状况并不乐观，这是影响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因 

素。造成新教师教学质量总体状况欠佳的原因并非全部是 

教师个人的责任，与现在大学教师的培养方式与过程有直 

接关系。” 天津教科院某课题组对天津市8所高校的部分 

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就扩招后的教学质量进行调研， 

“90．9％的被调查者认为，扩招后的教学质量有所下降， 

54．5％的人认为有明显下降，近 10％的人认为有大幅度下 

降。关于扩招后教学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位于首位的是 

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综合素质及业务能力不够高。”‘l 

“在课堂教学质量方面，学生对各类课程满意度不太高⋯⋯ 

主要原因是学校办学历史短，青年教师多⋯⋯要采取各种 

培训方式，对校内教师尤其是年青教师经常进行岗位培训， 

不断提高他们的教师职业道德水平和教学业务能力，以尽 

快胜任各项教学工作。”l20】‘‘一些教师多课时、多头绪的教 

学使他们疲于J 碌，穷于应付，新教师刚一引进便上讲台， 

合班上大课等现象普遍存在。” J‘‘教师的使用和培养严重 

不平衡，没有教学经历的新教师一进校就上课的现象普遍 

存在。”【 。 

从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中，我们不难发现扩招后 的高 

校教学质量下滑已经成为需要重视的现实 ，也引起众多学 

者的关注，并在积极归因寻求解决困境的钥匙。我国高等 

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化的过程中，已经引发诸多问题 ， 

有些问题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程度或形式 

不同地出现过，他国在应对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瓶颈， 

解决高校发展面临的挑战甚至危机时，毫无二致的共同选 

择为 “Faculty Development”，即 “大学教师发展”，通过提 

高教师执教能力与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应对社会问责， 

并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关注高校新进教师的人职适应能力 

的入职培训 、构筑高校新进教师发展平台，自然也是我 国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需要，是我国从 “精英高等教育”向 

“大众化高等教育”迈进后，应对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中面临 

种种挑战的理性选择。 

综上所述，无论从 “高校学生”到 “高校教师”的转 

变来分析我国高校新任教师的职业准备状况，从 “职前教 

育”到 “职后发展”的过渡来分析高校新任教师的人职期 

特点，还是从 “精英高等教育”到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 

发展分析我国高教质量建设面临的挑战，都说明我国高校 

新任教师的人职培训及相关服务必要且任重道远，值得关 

注，急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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