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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最密切的因素是学生、教师和高校管理机制。通过深入调查分析，从高校的社会责任、

师资管理中的误区、师资队伍的弱化三方面阐述了一些观点，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正在偏离为社会培养人才、教书

育人和创造知识的轨道，它的功能更趋向研究院或工程队；大学教师由一种神圣职业变得徒有虚名，大学教授职

称缺失了学者风范：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专业知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高等

教育质量的合理化建议，即必须从战略层面或领导层面出发才有可能扼制高等教育质量继续下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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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质量应该

说是成功和扎实的，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质

量却不敢恭维，换句话说，中国高等教育质量

下降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曹晓晓、陈泷及董

晓惠、崔玉平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是由高校

扩招造成的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学生就业困难

引起的[1,2]；汤玲、施玮从高校研究生教育的角

度探讨了高等教育质量，问卷调查（97所高校
1 000多名研究生）表明，56.9%的硕士生导师
和 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
降，他们认为原因之一是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

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3]。潘懋元从新时期中

国高等教育的长期战略角度，分析了教育质量

与数量之间的关系[4]。张倩、岳昌君从大学高

年级学生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和学生满意度进

行了分析，认为学生的满意度可以有效促进老

师重视教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5]。新华网

（2009）发表评论，阐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在去逝前特别强调了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忧

虑，人们不禁要问，现在大学的基础设施比以

前先进多了，研究经费充足了，学生生源也不

错，为什么教育质量反而下降，数十年难以培

养拔尖人才，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校和

教育部门必须思考的问题。 
其实，与高等教育关系最密切的因素无非

是学生、教师和高校管理机制，学生是通过高

考制度进入二本以上的大学的，不可能全部有

问题，那些认为生源有问题的观点是片面的；

教师更是高学历的博士、博士后，单从学识而

言确实没有问题，但从事教师职业的切入过程

可能存在问题；高校的运行机制是教师和学生

工作、学习的关键所在，此环节是整个高等教

育的航标。下面通过几方面的分析，探讨其弊

病所在及改革的着力点。 
一、高校正在颠覆“教书育人”的社会责

任 

大学与科研院所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学肩负

着为社会培养人才、教书育人、创造知识的功

能，科学研究尽管重要，但位于次要地位；而

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科学研究、技术革

新、大型工程的设计制造等，培养人才属次要

地位。 
但现在国内的大学正在颠覆这样的社会分

工，试图把大学变成一个研究所或工程队（工

厂），承揽社会上几乎所有的项目，每年的科研

经费不断得到刷新，一个 50~100 人的学院
（系），年均科研经费能够达到 1 000~8 000万
元，而非研究性项目占一大部分。整个学校科

研经费就更可观了，许多重点大学的科研经费

可能有十几亿或者更多。在大学里学生甚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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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自己的导师（教授）为“老板”，而老板是对

商人的称呼，俗不可言。这些老师能够投入到

教学上的精力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出现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导向错误，很多学校鼓

励老师想尽办法找项目、搞创收，这是典型的

本末倒置：从近期看，学校和老师的收入提高

了，但从长远看，学生或家长以及社会成了最

终的受害者，从而危及国家的教育大计。 
  其实，一个学校（院）的科研经费多与少，

对在校学习的学生而言意义不大，他们也是每

年以 3 000~10 000 元的学费交给学校而成为
“教育消费者”，他们有权利享受优质的高等教

育。 
重科研轻教学，致使学科建设没人过问或

流于形式。因为从事这些工作没有经济效益，

教材陈旧但却很少有人组织修订；课堂教学也

不认真备课，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

现在却很正常，那些老教授们说，要讲好两小

时的课，课外至少要花 2~4小时的时间备课，
但现在很少见到年轻的教员有这样的敬业精

神。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为搞科研，把正常上

课时间严重压缩或多次调整，一学期 64课时的
课程，能压缩在 6~8周上完，对学生而言是严
重的消化不良。　 
二、混淆概念，滥用“教授”职称 

  在高校，职称的评定变得很灵活，这是件

好事，但如果灵活到失去原则则为滥用。我们

先看看高校年轻的“特聘教授”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留校但工作没有几年的博士或博士后（有

的是当年，从来没有教学背景），如果他有几篇

重要的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奖，英语达标，就

可以“特聘为教授”，这件事好像顺理成章：因

为领导们认为他“很有才能”，学术上有成就，

应该给他“教授”来吸引他、奖励他，但这与

他是否有能力胜任“教授”（教师职业）是两个

概念。我们知道，一个有才能的人可以是工人、

农民甚至是学生，他们可以做任何发明创造，

有的成果还不小，但这些人仍然没有资格从事

教书育人的职业。学术上有成就可以给他院士、

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都行，让他恰如其分地发

挥才能就是。如果非要给他教授，那也至少要

从事教学工作五年以上才是，基础教学过程对

于一个合格的教授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与此相反，一些兢兢业业从事教学的老师，

深受学生喜欢，由于外语水平不足或发不了国

外文章而一辈子成为“资深讲师”或“资深副

教授”。这种“一篇国外文章”决定一个人终身

命用的规定，最终挫伤真正从事教育的一批教

师的积极性，并造成教师队伍的长期不稳定。 
三、“学长教学弟”现象令人担忧 

首先让我们走进课堂看看，清一色年轻的

博士、博士后、讲师在教学第一线挥汗如雨，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对，给人的感觉挺气派与

正经，可仔细想想就有问题了。然而我们年轻

的“老师们”最短的教龄却只有一两个月，最

长的也不过两三年，也就是说七月份还是学生

身份，而九月份就站在讲台上了，用句难听的

话说就是“学长教学弟”。其实重点大学也罢，

普通大学也罢，校长们始终认为“博士”教“本

科生”绰绰有余，殊不知“博士”不等于“老

师或教师”，“老师或教师”永远不能速成，因

为“阅历、经验”无法逾越。“博士”作为一名

研究者确实无可非议，可能还是一把好手，但

如果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不是“一个月岗

前培训”就能解决得了的事。必须承认，教书

育人是门学问，也是一门职业，新教师至少应

该参与老教师的教学过程一到三年，包括重新

听课、答疑、批改作业、实习和备课等各个教

学环节的活动，从而培养教师特有的社会责任

心、耐心及社会奉献的精神。即便这样，有的

留在高校的博士、博士后，由于语言表达能力

较差或其他原因也不能安排到教学岗位上，这

些人可以进入研究系列或工程系列岗位。但现

实情况是几乎每一个留校的新教师，无论是基

础学科还是专业学科，无一例外的从留校的当

年就开始走上讲台。 
其实，在大学教育扩招以前，高校的教学

活动还是非常有序的，站在讲台上的多半是

40~60 岁的老教师，这批老师尽管学历不高，
但责任心强、社会阅历、教学经验丰富，学术

水平也非常好。但自大学教育扩招后，由于师

资力量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刚留校的“应届本

科生”（2000年前后）或“应届研究生”（2002
年前后）走上讲台给“本科生”上课的现象，

如果说那是无奈之举的话，那么现在的高校情

况大不一样了，师资力量充裕，如果还持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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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恶性教学机制，将贻害无穷。前几年浩浩荡

荡的“教学评估风潮”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只是补办了一批毫无意义的历史文件而已，真

正的问题都被掩盖了，至少现在还没有改正的

迹象，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已经引起社

会的不满，据媒体粗略统计，2010年约 100万
考上大学的高中学生没有报到（工作或留学），

武汉大学 2010年有 27名研究生新生主动放弃
读研机会等等。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刻不

容缓，一定要从领导层面或战略层面迅速扼制

目前不正确的发展方向，以期让学生、社会受

益。下面对现行的大学教育提几点建议，以期

与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同行共勉。 
  （1）大学教师队伍建设应该制度化，必须
的训练过程不能少，年轻化不能违背原则和制

度。学校师资管理要发挥功能性作用，而不是

仅仅处理一些琐碎事而已。新教师的培训不能

全靠“一个月的岗前培训”而草草了事，对新

教师前两年要有计划的与老教师搭配听课、答

疑、批改作业、参加实习、备课等足量的教学

过程训练与学习，让其有时间转换社会角色、

适应教师岗位。 
  （2）职称评定是学校最敏感的问题，制定
灵活机动的政策非常重要，如评教授，可以把

“从教 15到 20年”与“在国外发表论文”等
条件结合二选一或多选一，既考虑“辛苦半辈

子”的老教师利益，又考虑“有才能有文化的

年轻人”的成长。动态化的职称管理，更具竞

争性，如教授连续两年考核不达标者可高职低

聘，而副教授连续两年考核优秀者可低职高聘，

不称职者可有序转岗至科研、工程岗位，优化

高校人力资源，有效提高教职工的积极性，提

高工作效率。 
  （3）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科学研究
也是大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教师们除开展教学

工作外，适当适度参加科研项目、从事理论研

究，发表学术论文，编写教材、专著等工作非

常必要。但当科研项目太多、教学时间太少时，

学校应及时引导这部分人员进入科研岗位，使

其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这样做才能于己、于

学生、于学校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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