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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分析
———基于１０所上海市属高校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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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高校新型工科专业的开设及师资规模的持续补充，以博士学历为主的理工科
青年教师群体已成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本文针对１０所上海市属高校近５年内入职的理
工科背景青年教师，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调研该群体在教学、科研、职务晋升、生活

等方面的状况，分析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提出问题解决的措施办法，从而帮助青年

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提升教学质量，并为高校做好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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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概念的提出，很多高

校开设了新型理工科专业［１－２］。例如 “工业机器

人”、“人工智能”等，这些专业招生规模逐年扩

大。与此同时，为适应学生人数的增长，高校理

工科师资规模持续扩充。在上海市属高校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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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力量扩充的对象主要为国内外知名院校或研究

所毕业的青年博士。该群体虽具有良好的高等教

育背景，但仍处于博士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阶段，

如要在很短时间内承担系列教学任务，则急需在

教学能力和水平上得到快速提高。同时，该群体

还面临着一定的科研任务和考核要求。职业压力、

生活物质压力等客观原因及角色转变等主观因素

导致的问题，成为了影响青年教师发展的主要

障碍。

目前，国内外关于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现状的研

究已经有不少［３－７］，主要是突出全国高校青年教师

职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但这些研究大多

为概念性研究，覆盖面广而针对性略有不足。本文

以上海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调研

该群体在职业发展中遇到的教学、科研、职务晋升、

生活等方面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为帮助青年教师

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二、上海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

师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上海１０所市属高校 （上海理

工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

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电力学院、上海电机

学院和上海健康医学院）中的青年教师。这些高

校涉及了大量理工科专业，且覆盖了教学研究型

和应用研究型大学，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次调查

对象主要为过去５年内，即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间入职
的教学科研岗教师。

（二）调查方法和内容

本调查结合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对１０所高
校进行随机抽样，并以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等理工科院校为重点进行调查。调查问

卷涵盖１５道题目，以选择题形式呈现，内容包括
被调查者的教育背景与入职情况、青年教师的职

业发展概况、青年教师的教学现状、调查对象的

科研现状、生活现状与困扰情况等。此外，还包

括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和补充访谈等。

（三）调查问卷数据处理说明

本次调查起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
月，共发放问卷 ２８０份，回收问卷 ２６２份，剔除
２５份无效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 ２３７份。其中，

来自上海理工大学的有效问卷９３份，来自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的问卷６４份。收集到的问卷经过专业
软件进行精细地分类和统计，结合图表和文字最

终形成报告，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三、上海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

师职业发展现状

（一）青年教师的教育背景及入职情况

１．学历背景。从有效的样本分布情况来看，
有２２５人为博士研究生学历，约占９５％，其余１２
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占５％。此外，本次调查对
象主要为就职于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上海电力学院等理工科类院校的青年教师，因

而样本中最高学位为工学学位和理学学位的比例较

高 （见图１）。在最高学位获得院校的调查中，来自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等 “双一流”大学的博士

分别有２６人、２２人、１９人、１９人、１７人、１６人，
占比最高；另外，超过３成的教师最高学位在新加
坡、日本、美国等国外知名院校获得。

图１　青年教师最高学位所属大类分布情况

２．留学背景。在调查对象中，有海 （境）外

学习经历的教师共 １１５人，比例达 ４８５％，客观
反映了青年教师接受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较高。另

外，有海 （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中，留学时间

超过３年的人数最多 （９５人），约占 ４０％，其中
包含了绝大多数海 （境）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

教师，与学历背景数据匹配。

３．入职情况。被调查的青年教师中，在目前
高校任职之前，４３％ 有过工作经历，这部分人中
有３８２％ 有着大于三年的工作经历，１９６％ 有二
至三年的工作经历 （见图 ２ａ）。工作性质上，
４５１％为博后，２８４％ 就职于国企，另有１２７％、
９８％和 ４％分别在外企、民企及其他高校任职
（见图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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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青年教师入职前的工作经历

此外，此次调查的２００余名青年教师的入职年
份按占比多少排序如下：２０１７年入职的人数占
２９５％，２０１４年占 ２３２％，２０１５年占 ２０３％，
２０１６年占１５２％，２０１３年占１１８％。

（二）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概况

１首聘期考核要求。调查显示，９１１％的调
查对象签约为首聘期 “３＋３”的形式。在首聘期
的考核要求中，约６成教师选择了 “前３年内必须
发表１－２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ＳＣＩ／ＥＩ等）”条件，
其中有１０８人还选择了 “首聘期６年内申请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占比４５６％。另有２５７％的青
年教师选择了 “首聘期的前３年内须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选项。

２工资薪酬。工资薪酬是影响青年教师幸福
感的重要因素之一［８－９］。调查显示，１０７名青年教
师年可支配收入在１０万元以下，占比４５１％ （见

图３）；９３名青年教师可支配收入为１０－１２万之
间，占比３９２％。
３职务晋升。调查中２３７名青年教师，有１９１

名教师职称为讲师，占比８０６％，仅４６人被聘为
副教授，占比１９４％。而上海市属高校教学科研
岗的高级职称比例约为４７％，说明近五年入职的
理工科青年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远低于上

海市平均水平。

经过统计，发现多数教师职称晋升条件为既

图３　青年教师工资性可支配收入

图４　上海市属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要求

要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又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还要在教学中发挥出色。三个要求满足后，

再参加学院的排序，择优聘任 （见图 ４）。此外，
有２７４％ 的教师选择了上海市属高校特有的 “３５
岁以下教师晋升副教授须参加产学研一年”，另有

２４１％ 和１７７％ 的教师选择了 “需参加教改项

目”、“完成并发表教学论文”两个选项。

（三）青年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现状

１教学现状。上海市属高校对教学实施了本
科生教学 “激励计划”，为参与本科生教学任务的

教师提供激励保障。与此同时，市教委每年组织

新入职教师参加培训，新教师需完成至少一年助

教工作。被调查的教师中，２０１７年８月以前入职
的２００余名教师，超过９８％已参加了培训。另外，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入职的１６７名教师，已全部完成助
教工作，并开始从事本科教学工作。

据统计，上海１０所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师
年均教学工作量约３００学时。其中，每年讲授３－
４门本科生课、教学工作量约３５０学时的教师占比
最多 （见图５ａ），占４５１％，担任２门次及以内本
科生课、教学工作量小于２００学时的约占４０９％，
另有９３％ 的青年教师教学工作量超过４００学时。
为较好完成教学任务，被调查者每周在教学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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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所用时间大多在１０小时以上 （见图５ｂ），其
中每周用时１０－１５小时教学与备课的青年教师占
比为２９５％，每周教学时间在 １５－２０小时的占
２３２％，约２５３％ 的教师每周教学所需时间大于
２０小时。

图５　青年教师年均教学工作量与周教学用时

２科研现状。调查显示，仅１４８％ 的青年教
师入选了上海市级或所在学校校级的人才计划。

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获批情况来看，仅８２
人已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１８人获得上
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中同时获得两类基金

项目仅３人，意味着半数以上青年教师尚未达到上
海市属高校副教授晋升标准，甚至未达到首聘期

考核要求。

被问及目前科研工作面临的烦恼与困扰，约

４５％的调查对象选择了 “无科研团队”，约４４％的
调查对象选择了 “无实验设备和条件”，约 ２８％
的教师选择了 “申请不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另

有不少教师论文发表有困难 （见图６）。
此外，调查中，有６５位青年教师主持或参与

了横向课题，占总人数的２７４％。其中在与企业
合作的过程中，约有４０％ 的青年教师认为最大的
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及与企业合作延续性不足。

（四）青年教师的生活现状

１青年教师婚育情况。婚育情况调查结果显
示，青年教师中有１３２人已婚已育，占比５５７％，

图６　青年教师科研工作中的烦恼

余下约４４％ 的教师处于已婚未育或未婚未育。
２青年教师生活中的困扰。除职务晋升和教

学科研压力之外，青年教师还表示生活压力非常

大。在调查中，有１６６人表示上海房价太高，约占
７０％；约３０％ 的教师因为子女上学没有好的学区
房而烦恼。此外，有较多教师表示自己有提前衰

老的迹象 （２８７％），还有不少教师饱受失眠、颈
椎病等亚健康问题困扰 （２７４％）。工作中的烦恼
也会导致幸福感降低，有２６６％ 的教师承认经常
将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带到生活中 （见图７）。

图７　青年教师生活中面临的压力

　　四、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问题分

析与解决措施

（一）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以总结出上海市属高

校理工科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教学任务繁重。调查显示，青年教师每年
平均教学工作量超过３００学时。虽然该群体拥有高
学历，但教学工作经验不足，要将自身专业所学

与所在高校实际教学融合起来，需要经历一段适

应过程。另外，青年教师还面临教学质量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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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如学生评教成绩影响考核结果。

为保证教学质量，该群体必须在教学备课上

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在问卷调研数据里也有所体

现。约１／４的青年教师每周在教学上的用时大于
２０小时，教学是一个可以熟练化的过程，而如何
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适当缩短教学备课用

时，是青年教师群体面临的一大难题。

２科研压力极大。青年教师的科研水平、学
术地位大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上海市属高

校与青年教师的签约形式多为首聘期 “３＋３”的
形式，这导致青年教师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年度考

核、三年中期考核以及首聘期考核的巨大压力。

另外，上海市属学校的平台支撑和硬件匹配方面

的问题尤为突出：青年教师多毕业于国内外知名

院校，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拥有着国内外顶

尖的学术团队和实验平台，而脱离了导师和原团

队进入高校后，部分青年教师的科研之路往往举

步维艰。欠缺好的科研团队、实验设备、工作条

件是目前该群体科研道路上面临的核心问题。

目前，各院校对理工科教师的考核主要围绕

论文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展开，但没有足够的支

撑，短时间内无法发出高质量学术论文的教师并

不罕见，由于经验不足无法申请到基金项目的青

年教师也不在少数。由此导致市属高校青年教师

的离职率居高不下。据调研，某校某学院２０１３和
２０１４年入职的教师，目前留在原岗位上的竟不到
四成。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可能极大地打击青年

教师的积极性，导致同事之间的学术探讨、合作

交流减少，进入恶性循环。

３职务晋升困难。上海市属高校高级职称比
例受到严格限制，职务晋升难度非常高。如某校

工科类专业讲师晋升副教授最低科研要求为１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３篇ＳＣＩ论文，该要求甚至
高于某些国内 “双一流”高校的基本要求。此外，

上海市属高校评职称过程中对教学的考核也非常

严格。对于３５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晋升副教授
之前还必须完成 “产学研”任务。以上种种都是

青年教师职务晋升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无法顺利得到职务晋升，给青年教师带来了

诸多困扰，最为明显的是社会认可度不高。仅凭

讲师的头衔，教师很难与企业达成合作，实现成

果转化。这一点在青年教师参与横向课题的比例

上得到充分体现：仅有不到三成的青年教师参与

过横向课题研究，其中不少课题的延续性还无法

得到保障。

４生活困扰重重。在上海生活消费水平和需
求较高，而薪资收入调查显示，超八成上海市属

高校青年教师年可支配收入在１２万元及以下，近
五成收入在１０万元以内。根据上海市人社局发布，
２０１７年上海职工平均工资为 ８５５８２元，这表明，
不少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仅与上海市人均工

资收入持平，这显然与社会普遍认知偏离。收入

水平与学历背景的不匹配，使得青年教师的基础

物质需求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这甚至可能影响部

分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的积极性。

青年教师的婚姻状况调查显示，不少人还面

临着孩子入学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二）解决措施研究

以上四方面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

将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年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与认

同感，成为影响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不利因素。

针对上海市属高校理工科青年教师面临的各方面

问题［１０］，其解决措施应从改善问题入手，形成制

度化、规范化的措施办法，以此来提升青年教师

的工作生活满意度、强化教学责任感、提高科研

水平及能力。

１系统建立促进青年教师发展相关制度。以
上海市属高校为整体，系统性建立青年教师职业

发展相关制度，同时各高校结合自身特点，细化

具体制度及执行方案。（１）在薪酬制度方面，针对
青年教师作出具体规定，建立面向青年教师的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薪资绩效体系。除保障

青年教师基本薪资外，对其完成的教学科研工作

量、等级要进行考核奖励。考核奖励机制根据青

年教师实际情况而定［１１］，比如制定具体的针对入

职５年内新教师的考核机制，而非与其他教龄教师
一概而论，以此来提升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２）在培训方面，针对教学、科研建立完善的培
训制度。对于上海市属高校新教师，目前上海市

教委有开展为期４个月左右的培训。除此之外，需
制定多种培训组合，各高校自身要结合实际，开

展新教师培训，在教学、科研、日常事务性工作

方面给予统一指导。另外，还可以建立 “以老带

新”的 “传帮带”机制，让资深教师在日常工作

中指导帮助青年教师，使得青年教师较快适应高

校工作。 （３）在晋升制度方面，增加相关的 “培

养计划”数量，规范职称评选机制。目前针对青

年教师的培养计划不多，在调查中，也仅 １４８％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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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教师入选了各类人才计划或学者头衔。各

高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针对性的培养

计划，并加强计划的指导和成效考核。另外，目

前上海市属高校对于副教授职称的评选主要为

“名额制”，即在各高校、院系给定名额下进行统

一职称评定，这难免会导致论资排辈，对新入职

教师的晋升造成一定障碍，所以要进一步规范职

称评选，在统一评选条件的前提下，加强评选的

客观性，形成以实际成果说话的评审机制。

２搭建平台促进青年教师自身成长。青年教
师在新入职高校后，离开了攻读研究生期间导师

为其搭建的平台，这时，所在高校应成为其新的

平台，为其开展教育与科研工作提供支持与帮助，

促进其快速成长。 （１）在教学方面，组织开展各
类青年教师讲课培训、比赛等，通过提供展示平

台、分享教学经历，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２）
在科研方面，加强实验设备、材料等条件的配备，

并向青年教师开放使用，让青年教师得到相应资

源，为开展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３加强人文关怀。青年教师要尽快适应并融
入工作环境，所在高校、学院领导的关怀、同事

之间的帮助、教学辅助人员的支持不可或缺，这

对青年教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积极

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各高校应该从 “人本

管理”入手，确立以人为根本，一切管理工作都

以人为出发点的理念，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

开：（１）加强领导干部与青年教师的联系，提高
青年教师在各项工作中的参与度。院系要注重倾

听青年教师的声音，为青年教师献言建策、提出

诉求提供良好的平台和载体。在各项规章制度制

定及实行过程中，注意做好解释工作，做好问题

的解决和反馈，增强青年教师的集体荣誉感和归

属感。（２）加强文化建设及心理健康教育。要充
分发挥党、政、工、团的力量，开展好高校文化

建设，通过组织活动提高青年教师的凝聚力。做

好青年教师的心理疏导，通过建立心理咨询室、

引进心理测评软件、开展心理健康讲座等方式，

做好对青年教师的心理关怀。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对于青年教师的素质

和能力要求会越来越高，青年教师在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面临各方面的要求和压力，这需要高

校和青年教师双方进行相互适应与调节。解决高

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制度保障层

面出发，针对性开展工作；青年教师自身也要不

断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做好调节与适应。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推动和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的建

设，夯实高校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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