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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t with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 problem and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lege teacher in China. The feature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
lege teacher are quantification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is deviated from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bad for talent training,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mot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respond the call of rectifying Siwei and creating the first educati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evalua-
tion system of college teacher must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according to 
high education conditions, set up diverse evaluation standards, combin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with qualitative evaluation, look to the futur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lege teacher witch will be full of humanity and ra-
tionality and in line with the regular of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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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教师考核制度的背景和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特点、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高校考核制度

的建议。我国高校考核制度以量化和重科研为主要特点，偏离了教育本质，不利于人才培养、教师的全

面发展和教学科研的创新。为了增强高校教师的创新能力，响应国家整顿“四唯”，创建一流的号召，

我国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制定应该站在教师的角度，因地制宜，分类考核，彰显教学中心地位，定量与

定性结合，着眼长远和教师的全面发展，建立一套人性化、合理化、符合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的高校教

师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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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考核制度是各个学校管理部门监督和评价教师的一种管理制度，合理的教师考核制度可以提高

教师的积极性和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而不合理的教师考核制度会挫伤教师

积极性和创新性，从而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制定教师考核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教学

质量和培养优秀人才，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背离教育的规律和人才培养的本质。李陈锋

[1]认为现行高校教师考核评价的理念、指标设计、过程管理等存在诸多问题，放大了考核的约束功能，

其应有的激励和发展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导致考核制度达不到应有的预期和效果。 
考核制度主要运用于企业管理，其目的是提高企业效率，用较少的人力资源去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

利益，此谓管理出效益。我国古代对官员考核萌芽于尧舜时期，创于秦，成于汉，完善和极盛于唐，自

明以后逐渐衰退[2]。我国高等教育历史源远流长，高等学校教师职位及其相应职责的设置完善于宋代[3]。
古代对高校教师任职资格主要从道德学识、官职出生和教学经验和年龄方面进行要求，选用方式主要有

朝廷征召、文官考选、保举教官、由他官迁转和征用学术名流等[4]，因此大学教师必须是德高、智尤、

行重之人。唐代以前，对大学教师没有具体考核制度，唐代对大学教师的考核与朝廷命官一样，宋代则

加强了对教师日常课业的检查，以此确定等级，并根据学生学业成绩决定升降，明清时期则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教师考核制度[3]。 
当代社会主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和为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培养人

才。我国的教育是政府投入为主，加之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政府急于想知道教育投入的效益，因此教育

管理部门便想到了对教师的考核。《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对

教师、管理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或者解聘、晋升、奖励或者处分的依据。” 
本文以当期我国高校教师考核制度为例，分析当前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特点和问题，并提出完善高

校教师考核制度的建议，为促进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人性化、合理化、符合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规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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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2. 我国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特点 

2.1. 考核科研化，科研课题化，课题论文化 

当前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是以科研为主的考核制度。一是科研成果能提高高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目前社会上各种各样高的校排名，都是最看重科研成果。二是科研容易量化，便于制定量化指标，方便

管理。三是科研见效快，一个课题几年就结束，一个课题可以发多篇论文，而人才培养是长期的，短期

内是看不到效益的。科研水平则以课题的级别、数量、经费来衡量，评优秀、评奖、晋升职称等都有具

体的课题数量、级别和经费的要求。课题的结题和评价主要看论文，因此在做科研课题实施中，往往按

照论文的模式来设计和开展，而不是按照解决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来设计和开展。虽然我国高

校当前科研论文的数量和水平的确有明显进步，但创新水平和解决生产和生活实践问题的能力却不容乐

观。 

2.2. 教学边缘化 

高校的主要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根基是人才培养，没有人才培

养的高校就不是高校了。高校人才培养的重心是教学，彰显教学中地位是应该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

但是由于当前重科研、轻教学思想的束缚，我国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多以科研为基础，导致对教师的评

价不健全。考核评价高校教师主要看科研课题和论文。没有科研成果，在评优秀、评奖和职称晋升等方

面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这种名利的驱动使得高校教师的教学责任心下降，造成高校教师人人想方设

法做科研，个个挖空心思写论文，教学则成了副业，教学中心地位严重削弱，教学正日益边缘化。高校

教学边缘化不仅导致教学中心地位的削弱、课堂教学质量的下降和教研功能的弱化[5]，而且会动摇高校

人才培养的根际。 

2.3. 目标驱动功利化 

当前考核制度的目标驱动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奖惩、量化的结果最终多是体现在功利方面，其负

面作用就是对大学教师的价值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使他们更为看重教学、研究中的短期成就，眼前利益

至上[6]。当前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直接与教师收入挂钩，考核指标的量化依据很多是以经费多少来计算

的，带有浓厚的金钱意识，容易滋生拜金主义。比如同样是横向课题，考核量化打分时，就是按到账经

费，多少经费为一个分值。有的甚至设置经费限制，只有达到多少经费以上的课题，才能在考核中有量

化分值。由此可见，功利主义思潮泛滥是高校教师考核目标背离的主要原因[6]。 

2.4. 管理量化，操作简单化 

考核指标量化是当今高校管理者热心追求的考核制度。一谈到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是教师考核指

标的量化，似乎量化越多越细表示改革越彻底似的。细看高校教师考核制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量化计

算公式，似乎什么都想量化了之。比如纵向课题按级别和经费，横向直接按经费就可以制定出量化指标，

成果就是各种获奖、文章和专利之类，很容易量化，而教学除了课时容易量化外，其他方面很难量化。

由于考核指标量化，管理者对教师进行考核时，操作简单。只要把相关指标的分值计算出来，各个分值

一综合，然后制定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档次的分值范围，就轻轻松松对教师进行考核和评价，

而且有具体的量化分值，也不容易引起纠纷，看起来也公正公平。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的体

现，因为考核指标是管理者一厢情愿构想出来的，其出发点是既便于对教师进行管理，又不容易触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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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本身的利益。 

3. 我国教师考核制度的问题 

制定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初衷应该是好的，主要是提高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发挥教师的潜力，为提

高教学质量和人才服务。但是由于考核指标体系的不合理，导致了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师积极性、

责任心、创新性和人才培养。 

3.1. 不遵循教育的规律 

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培养人才，使受教育者成为有道德、有文化、有理想，有责任的人才，应该坚持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7]。”现在各高校把就业率、考研率作为高校教师考核尤其是考核学生工作的最重要的考

核指标。为了就业率和考研率，可以忽视德育、体育教育，忽视思想素质教育。比如对考上研究生或找

到工作的学生可以放宽其他方面的要求，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动摇了高校培养人才的

根基。 

3.2. 不重视人才培养 

由于高校考核教师制度重科研轻教学，导致教师成天把心思放在如何申请课题，如何写文章，如何

寻找关系弄经费上，无法安心从事教学，因此教学质量就无法提升，结果当然是不利于人才培养。我国

现有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奖励和惩处，过分强调评价的鉴定和选拔功能，受此狭隘目的的

驱使，单纯运用利益驱动机制来考核教师的资格和能力，诱导教师向“钱”看，不仅使教师惧怕而形成

心理压力，教师的价值观也会被扭曲[8]。同时由于考核指标的金钱意识浓厚，也会潜意识的影响学生，

导致学生滋生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 

3.3. 不注重教师全面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 

高校教师考核制度多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例如一年或者三年内要获得多少经费，多少项目，发

表多少文章等等之类的指标。科研应该就是对某个问题进行长期潜心研究，一个人一辈子能把某个问题

研究透彻，就不很了不起。 
高校教师考核制度为唯课题、唯论文，也妨碍了教师的全面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在某一方面擅长，可能在另一方面就有所欠缺，全才通才毕竟是少数。要求人人都做项目，发论文，既

不现实，也不利于教师的发展，还容易导致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因为很多高校考核制度影响高校教师

的生存，比如有的学校推行的在几年内非升即走，就是在几年内必须满足考核指标，才能得到晋升，达

不到考核指标你就得走人。这样会使有的人为了满足考核铤而走险，不惜弄虚作假，导致学术不端和腐

败。有的高校里要求没有国家级课题就不能晋升高级职称，国家级课题不是一申报就能获得的，除了与

教师本人能力有关外，也与专业、所在单位的平台有关。有的高校还规定教师晋升职称必须有半年以上

的出国经历。出国学习增长见识和阅历是必要的，但要根据每个教师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情况决定，

出国一趟也不一定就能提高水平。数论文，数影响因子点数，导致当前绝大多数科学研究不是以创新和

解决实践问题为目的，纯粹以发表论文目的，整个课题设计都是围绕着怎么出论文来设计，至于是否有

用，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一般不放在心上。论文多，影响因子高，得到的奖励多，凭借这些又能申请更

多的项目，拿到更多的经费，整个学术界为此不亦乐乎。我国的 SCI 论文位居世界第一了，可是我们科

技水平提高了么？科技实力强大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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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能者通吃，领导通吃，两极分化 

由于考核制度最终与教师收入挂钩，考核制度又是管理者制定，而高校中的多数管理者既是管理者，

又是教师，即所谓双肩挑。因此考核制度都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来制定，而不立足于教师的角度来制定。

管理者利用手里拥有各种资源尤其是人脉资源，去申请项目课题，申报奖项，那比普通教师容易得多。

项目弄下来，又可以通过掌握的权力要求下面人帮他做事，写文章等。通过项目和获奖之类，名气和影

响增大，人脉资源更多，申请项目更容易。普通教师，缺乏人脉资源，难以打进所谓的学术圈子，申请

项目非常困难。横向项目基本上就是靠人脉资源，而纵向课题，学术圈子也非常重要。同样的内容，普

通教师去申请，没有获批，而领导拿去申请，就能成功。 

4. 完善我国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建议 

在当前以经济为中心的形式下，对高校教师不进行考核，肯定是行不通的。为了使考核人性化、合

理化，真正有助于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使考核制度和考核指

标符合教育和科学研究自身的规律，本人觉得在改革和制定高校考核制度时应该认真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4.1. 因地制宜，分类考核 

一是高校自己要定位准确，不是每个高校都适合于科学研究型，每个高校要根据自己条件、环境和

平台来定位自己，不要一味地去追求科研考核。有的高校没有好的平台和硬件设施，要么加大平台和硬

件设施的建设，要么就把自己定位成教学型高校，一心一意把培养人才做好，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人才，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极大贡献。二是高校内对教师必须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考核，不要用一个

考核制度考核所有的老师。当前有的高校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例如把教师分成教学型、科研型、教

学科研型、服务型等，然后各种类型各有不同的考核制度和指标。这样做便于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挖掘

每个普通教师的潜力。 

4.2. 彰显教学中心地位 

每个高校几乎都在喊教学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实际上这只是口头上喊一喊而

已，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如果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能够让那些擅长于教学的教师的生活过得不比那

些项目牛人们差，那教师就能一门心思地从事教学，这样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就很快。高校毕竟还是学校，

是学校就要把教学质量做好，培养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高素质人才出来。如果总是用科研的考核指标

来考核和评价所有的教师，那高校跟研究所又有什么区别？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怎样发展，培养人

才始终是大学的第一使命。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应该树立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比拿大项目重要

的理念。 

4.3. 站在教师的角度确定考核方式和指标 

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是管理者为了方便管理而制定的，所制定的考核指标不尽合理，很多与实际情

况不符，有的违背教育和科研本身的规律。主要原因是考核过程是单向的，缺乏普通教师的参与，评价

者与被评价者缺乏双向交流，评价者对评价对象是一种缺席审判，因此，对被评者的改进作用不大。所

以考核制度制定时，一是要站在教师的角度来考虑，二是要充分征求普通教师的意见，或者邀请一定数

量的普通教师参与考核制度和指标的制定。坚持以真正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创新性为出发点，而不是以

管理考核的简单方便为出发点。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本身也是高校办学实力的组成部分，是学校理念、人

文精神、管理水平和校园文化的体现，好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应该具有科学性、差别性、可操作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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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应该成为教师的护身符[9]，而不是压在教师头上的大山之一。 

4.4.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过度追求考核指标的量化不仅不利于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往往适得其反，有时会埋下不和谐的

隐患。能够量化的考核指标，当然需要量化，而有些不好量化的指标，不要人为地强行量化，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才是正道。比如很多高校把学生给老师的打分作为量化教师教学效果的指标，这种量化指标看

似简单、公平、公正、合理，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一方面真正严肃打分的学生有不多，另一

方面，由于学校规定学生不评教打分就不能查询成绩，因此学生在不得已的情况去评教打分，随意性很

大，另外，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学生评价的差异也很大。 

4.5. 着眼长远和教师的全面发展 

当前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很多只注重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片面追求课题项目和论文数量，不具有

可持续性。比如一年或者三年之内要拿到多少课题项目，弄到多少科研经费，发表多少文章之类考核指

标，都是一种短视行为，不适应教师的全面发展。按现在高校的教师考核指标，那很多知名的科学家都

不合格。比如陈景润一辈子就凭一篇文章就能流芳百世；屠呦呦一辈子只做青蒿素一件事，却挽救了数

以万计的生命，荣获诺贝尔奖。为了促进高校教师的全面发展，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和指标应根据教师

的特点以及所从事的专业方向来合理制定。比如考核期限可长可短，可以由教师自己确定考核期限，选

择考核指标。有的研究方向需要较长的时期才能出成果，那考核期限就可以延长，八年十年一考核也未

尝不可。因为只有专心、静心、耐得住寂寞，才能做出有用的科研成果。Frederick Sanger (弗雷德里克·桑

格)虽然是个智商一般，当学生时成绩普通的人，但是静心 10 年给蛋白质测序，获得 1958 年的诺贝尔奖，

又花 20 年静心给 DNA 测序，获得了 1980 年的诺贝尔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考核“再也不能简单以

增长率来论英雄，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的论述，也应

当适用于高校教师的考核评价。因此，高校教师考核制度要树立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得考

核制度有利于教师成长，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人才培养[10]。当前国家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的四唯整治，说明整个教育系统的考核制度问题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不满。 

5. 结语 

为了符合人才培养和教育本身的规律，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促进高校教师的全面发展，高校教师

考核制度不能只注重量化指标，只重视科研，只看眼前，用一套指标考核所有教师，而应该定量与定性

相结合，彰显教学中心地位，着眼长远的人才培养和创新，分类考核，加大整顿四唯的力度，建立一系

列人性化、合理化、符合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的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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