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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辞 琴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作者通过调查和访谈，分析了军校政治理论教员在专业发展中面临着学科建设不稳定，缺乏 

归属感；接受双重管理，压力过大；发展条件受限，自主性不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从加强学科建设、 

实施科学管理和提供多种支持三个方面提 出了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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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Qing 

(P Nanjing Institute ofPolitics，Nanjing 210003，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the autho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eaehe~ in military academies，such as inadequat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resulting in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excessive pressure with double—management and limited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To solve those problems，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le put forward：strengthen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implement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providing various suppo~s． 

Key words：teachers of political theory；professional development；pres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countermeasure 

analysis 

一

、 问题的提出 

教师专业发展是20世纪6O年代以来国际教育领域的 
一 大潮流，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 

《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教师专 

业化作出了明确说明，提出 “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 

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的、持续的学习，获得并 

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随后，许多国家以教师 

专业发展为目标在教师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我国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重视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并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研究。目前关于 “教师专业发展”的认识可以 

集中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指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二是指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即教师教育。教师教育是制度 

化的教育体系，与国家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有关。因此， 

大多数学者都将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定位在 “教师群体及 

个体的专业成长”这一层面。如叶澜等学者认为 ：“教师专 

业发展就是教师的专业成长或教师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 

演进和丰富的过程。” 宋广文等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 

师个体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意、专业 自主、专 

业价值观、专业发展意识等方面由低到高，逐渐符合教师 

专业人员标准的过程。_3 在借鉴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 

础上，笔者认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员的专业发展可以 

概括为，军校政治理论教员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达到任 

职资格的要求，在职业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丰富 

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提升专业精神，获得持续发展 

的能力，最终成长为优秀的军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过 

程。 

军校政治理论教员是军队从事理论工作 的专业 队伍 ， 

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力量，政治理论教员专业 

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学员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和军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成效。为了更好地了解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 

基本情况 ，笔者进行了调查和访谈 ，分析了军校政治理论 

教员专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军校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现状 

(一)政治理论教员教学群体的组成 

全军目前有政治理论教员3000余名，分布在两所政治 

学院及综合性大学和军兵种院校的社科系或政教室，主要 

[收稿日期] 2012-l1—16 

[作者简介] 席 琴 (1977一)，女，河南信阳人，南京政治学院基础部军事基础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军事教育 

与军事心理的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3年第2期 (总第 170期) 

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教学对象涉及任职教育、研究生、生长干部学历教 

育、士官等各级各类学员。政治理论教员的来源主要分为 

三种：一是军队院校培养的专门人才 ，军事素质过硬，理 

论功底扎实；二是从基层部队选调的优秀政治军官 ，有丰 

富的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 ；三是毕业于地方大学相关专业 

的专门人才，学历高，教学和科研能力比较强，经过短期 

的任职培训后直接到政治理论教学岗位任教，不同来源的 

教员在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各有优势。 

(二)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现实表现 

为了全面了解政治理论教员的专业发展状况，笔者面 

向全军 10余所院校发放问卷 300余份，调查了海军、空 

军、陆军、二炮和武警等不同兵种院校的教员，并对部分 

政教室的教员和领导进行 了个别访谈。通过调查和访谈发 

现，大部分政治理论教员比较重视专业发展问题，超过 

95％的政治理论教员认为自身的专业发展对军事教育事业 

比较重要，并积极通过读书学习、参加培训等多种方式学 

习专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如74％的政治理论教员读过与专 

业发展联系紧密的教育学、心理学 、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 

95％的政治理论教员在 日常工作中能够通过 “课后思考”、 

“教案上做批注”、 “写反思 日记和教育博客”等方式反思 

自己的教学。各个院校也为政治理论教员的专业发展做了 

不少工作，如对新来的教员进行入职培训，近 80％的政治 

理论教员在院校或者协作区的组织下积极参加新教员培训， 

使自己在走上讲台之前获得理论指导，经验传授，形成新 

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院校还创造机会让大多数教员有 

机会参与各种层次的教学观摩比赛，通过这些方式既能使 

教员获得来自专家的指导，也能激励教员发挥积极性和创 

造性，挑战自我的潜能。 

(三)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调查和访谈显示 ，大部分政治理论教员在积极寻 

求专业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但也有四成多的政治理论教员 

对自己专业发展的满意度不高，认为自己可以称为熟练教 

员或者专家教员的不超过 30％。调查发现 ，由于身份及所 

任教学科的特殊性，政治理论教员的专业发展主要面临以 

下问题。 

1．政治理论学科建设不够稳定，使教员缺乏归属感 

政治理论学科包含的内容丰富庞杂，分散于各个学科 

门类，同时，教学内容受党和军队政策的影响比较大，部 

分内容调整的频率较高，近50％的政治理论教员经常转换 

承担的教学任务，不断在各个二级学科之间斡旋，缺乏长 

久固定的专业方向。60％的教员感到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 

精力，却找不到专业发展的方向，专业地位得不到应有的 

重视和认可。政治理论学科建设的不稳定性 ，使教员的教 

学和研究缺乏连续性，由此导致专业归属感不强。 

2．政治理论教员接受双重管理，心理压力较大 

政治理论教员担负着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重任，在教 

学和研究中要始终保持正确的立场，把握好理论研究的尺 

度。与普通教员相比，政治理论教员除了接受正常的行政 

领导 ，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之外，还要接受总部机关的政 

治领导，要求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 

理论素养，确保对党和军队政策的正确认知和合理解读。 

双重管理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给政治理论教员带来了较大的 

心理压力。调查显示，94％的教员明确表示压力较大 ，压 

力来自于教学、科研 、职称、个人成长、管理等多个方面。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会给身心健康带来 

不良影响，还会造成工作满意度和积极性的降低 ，并容易 

产生职业倦怠。 

3．政治理论教员发展条件受限，自主性不强 

政治理论教员所在的院校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和帮助他 

们实现专业发展，当前各个院校都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但 

总体来看还不够。调查显示 ，部分政治理论教员表示专业 

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支持较少，各个院校所做的工作有限， 

支持的途径相对单一，为教员成长发展创造的条件还不够。 

院校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备课试讲、以老带新等提高教学能 

力的常规工作上，缺少一些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的举 

措来促进政治理论教员专业素质的提升。综合性大学和军 

兵种院校的政治理论教员也表示，他们在院校中属于少数 

群体，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在申请课题、教学成果评奖、 

职称晋升等方面都比较难，这使政治理论教员的发展受到 
一 定限制。此外，政治理论教员身份特殊，责任重大，需 

要遵守的规范较多，在教学和研究中缺少 自主性，大部分 

政治理论教员感觉权利受限，缺乏教学创新的平台，也由 

此产生了懈怠，导致专业发展的动力不足。 

三、促进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学科建设。增强政治理论教员的专业归属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建设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 

视 ，继 2004年 1O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之后，2005年 

2月，中宣部、教育部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作出了具体部署和安排。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 

治部分别在2004年和2011年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和改 

进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若干规定》和 《军队院校政 

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规定》，对政治理论教学的地位作用、任 

务要求、内容设置、方式方法、理论研究、队伍建设、组 

织领导等进行了系统规范。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视 ，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和政治理论教学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具体来说，政治理论学科建设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 

夫：一是完善学科发展方 向。现在的政治理论研究和教学 

分散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门类中，未能充分 

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优势，也不能形成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的合力。未来要在整合学科方向上下功夫， 

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真正体现整体性和学术性，为军校 

政治理论教学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二是建立一支合理 

的教员学术梯队，培养一批 中青年的学科带头人。政治理 

论教员是学科建设的主体，虽然总体数量不少，但分散到 

各个二级学科，人员力量有限，在政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 

上都难以形成合力。学科本身的发展与人才的凝聚紧密联 

系在一起。实践证明，没有一流的学科，不可能有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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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一流的成果，只有高水平的学科，才能凝聚专家学 

者。三是加强政治理论学科的课程 、教材及科学研究等方 

面的建设，如在重大课题的申报上予以倾斜，组织力量撰 

写一批高质量的教材 ，这些既是加强学科建设的需要，也 

为政治理论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高水平的学科发展有 

助于政治理论教员增强专业归属感和自豪感，也为其选准 

发展方向，不断创新 ，进行稳定的专业教学和研究创造了 

平台，这也是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二)进行科学管理，提升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自主性 

政治理论教员面临着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肩负着 

军人和教员的双重职责和压力，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接受院 

校和政治机关的双重管理，使政治理论教员在工作中自主 

性较低，幸福感较少，容易造成职业倦怠。职业倦怠会使 

政治理论教员的职业生活缺乏新意和情趣 ，习惯于 自我满 

足，没有前进的目标和动力，缺乏寻求更高 目的和意义的 

意愿和行动，更重要的是政治理论教员的职业倦怠会使教 

育的水平和质量停滞甚至下滑。事实表明，优质的人才培 

养和学科建设必须依赖高质量的充满职业热情的教员群体。 

因此，要促进政治理论教员 的专业发展，必须着眼实际， 

从长远出发，实施科学管理 ，形成有效的管理方式。 

首先，在管理理念上要渗透人文关怀。对政治理论教 

员在教学和科研要求上不能和其他教员一刀切，要根据他 

们的特点和面临的处境 ，给予适当的角色期望，创造和谐 

的环境，尽量减轻政治理论教员的压力。同时，在把握方 

向的前提下将教学的决定权还给教员 ，尊重教员的自主劳 

动，关注其专业理想和专业态度，使他们产生对于学科的 

信任和认同，让政治理论教员在愉悦的环境中实现专业发 

展。 

其次，在管理方式上多样化，体现针对性。学校管理 

者可以通过对不同年龄、不同职务、不同经历的教员进行 

专业发展阶段的细分，依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对政 

治理论教员进行分层次地管理和培养 ，提供有针对性的支 

持和帮助。分层次的管理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理念，既 

能够让政治理论教员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职业生涯，明晰不 

同阶段的发展 目标，自觉规划 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也有助 

于管理者针对不同发展特点 的教员采取不 同的管理方式， 

确定管理重点，促进院校与教员的良性互动，充分挖掘教 

员的潜能。同时，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利于教员形成教 

学共同体，处于相同阶段的教员具有相似的心理特点和教 

学行为特点，他们之间能够互相支持 、共 同分担压力 ，分 

享经验，在相互交流中共同成长。 

(三)发展多种支持，增强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推动力 

专业发展是 自主发展和外在力量支持相结合的过程， 

只有当个体的发展意识 、积极行为与外在 的支持较好地融 

合在一起才能促进政治理论教员持续不断地发展。首先， 

上级机关作为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强大支持系统 ，是 

教员专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应该重视营造 良好 的舆论氛围 

与和谐的发展环境，从政策层面给予倾斜。《军队院校政治 

理论课教学工作规定》特别指出，在评选优秀教员和教学 

科研成果奖，享受军队专业技术干部岗位津贴、晋升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和调整专业技术等级等方面，政治教员应 当 

占有相应比例。这体现了上级机关对政治理论教员专业发 

展的支持。除此以外，还应该制定切合政治理论教员专业 

发展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实施对教员的发展培训，引导他 

们认识专业发展对 自我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 ， 

激发每个教员的专业发展意识，提高政治理论教员的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 

其次 ，院校作为教员所属的组织结构，应该创造良好 

的人文环境，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理解和认 同政治 

理论教员的付出，尊重他们的劳动价值，让政治理论教员 

有价值感和归属感。同时鼓励教员的进取心 ，激发自信心 ， 

努力营造一个公正、民主、平等的氛围，让教员在愉悦进 

取的情境中工作。在实际操作 中，对长期从事多门课程教 

学的政治理论教员的科研要求可有所降低；在职称评审时 

针对政治理论教员的实际情况，评价标准有所区别；在评 

功评奖等重要环节上给予重视等。 

第三，政治理论教员所在的系部、教研室要形成专业 

发展的集体氛围，多组织一些提高教员素质的相关活动， 

如集体议教、科研攻关等，让多数教员都有机会参与，使 

大家形成互帮互助，鼓励上进，共同发展的心理环境，最 

终达到政治理论教员群体的共同发展。 

第四，政治理论教员 自我发展 的意识和能力。合格的 

教员不仅需要具备认识、评价和改变外部世界的能力，更 

需要具有认识 、调节、教育和完善 自我 的意识和能力。因 

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个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参与， 

再强的外在支持只能流于形式。而 自我发展的能力是教员 

其他所有能力存在与提高的基础，更是使外在力量转化并 

产生作用的条件。所以，个体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是政 

治理论教员专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总的来说，军校政治理论教员是军事教育的重要群体， 

肩负着理论研究、宣传和贯彻的重要责任，影响着军事人 

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质量。我们要从政治理论教员队伍对 

党和军队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出发，激发广大政治理论教员 

融入专业发展的洪流，不断增长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 

端正专业态度，认真履行职责，发挥优势，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向专业发展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 万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J]．全球教育展望，1984(4)：1— 

4． 

[2] 叶澜等．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1：226． 

[3] 宋广文，魏淑华．论教师专业发展 [J]．教育研究，2005(7)：73 

— 76． 

(责任编辑：赵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