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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师队伍的主力军，打造一支具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诚

的青年教师队伍，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对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开展研

究，能够补充相关理论并为高校进一步开展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指导。对内蒙古自治区某高

校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了解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观、价值

观和道德观、职业观。研究发现，青年教师政治立场坚定，能够自觉维护学校荣誉，能够自觉遵守职业

道德，对教师职业认同感较高，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度，但也出现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够重视、

缺乏与实践相结合、职业压力大等问题。对此，高校应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利用“互联

网 + 教育”创新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重视生成性评价；将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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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teachers are the main force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contingent with high politic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loyal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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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ist cause of young teachers, and to promote their development.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young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can supply relevant theo-
rie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universities.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young teachers in a universi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SPSS23.0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litical, values, ethics and pro-
fessional views of young teach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young teachers have a firm political stance, 
can maintain school honors as well as abide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ciously, who are also with 
highly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how a positive attitude generall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theory, lack of integration with prac-
tice, and undertaking great professional pressur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innovate the path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Internet + Education”, emphasis on generative evaluation, in-
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young teachers’ daily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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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青年

教师是高校教师队伍的主力军，打造一支具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诚的青

年教师队伍，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作为社会的高知群体，国内外的多元社会

思潮和市场经济行为逻辑，都冲击着教师群体的社会认知和思想政治水平[1]。近些年对高校青年教师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得到发展，主要研究主题有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

治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研究等。研究发现当前高校青年教师存在政治

理论修养不足、教师角色认知和职业成熟度不能达到理想水平、价值取向重实际、部分青年教师出现心

理问题等情况[2]。在对青年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部分高校在工作重视程度、方法、内容方面

需进一步加强。对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开展研究，能够补充相关理论并为高校进一步开展青年教

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某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全校教师进行线上调查，发放问卷 450 份，

对问卷进行无效样本剔除，共收集有效问卷 42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89%，涉及学校各个学院，样本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将青年教师界定为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专业技术

人员[3]。在收集的 427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其中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 203 人，占受调查总人数的 47.54%，

在受调查的青年教师中，专任教师占 70.44%，中共党员(含预备)占 68.97%，工作年限多数为 10 年以下，

基本能够反映出学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状况。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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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young teachers 
表 1. 青年教师基本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Q3_A3.您的年龄是？ 
30 岁及以下 37 18.23 18.23 

31~40 岁 166 81.77 100.00 

Q4_A4.您的身份是？ 

专任教师 143 70.44 70.44 
双肩挑教师 17 8.37 78.82 
大学生辅导员 9 4.43 83.25 

职能部门或学院行政人员 34 16.75 100.00 

Q5_A5.您的政治面貌是？ 

中共党员(含预备) 140 68.97 68.97 
共青团员 7 3.45 72.41 
民主党派 1 0.49 72.91 
群众 55 27.09 100.00 

Q6_A6.您来校工作的时长？ 

1~5 年 86 42.36 42.36 
11~20 年 45 22.17 64.53 
1 年以下 7 3.45 67.98 
6~10 年 65 32.02 100.00 

合计 203 100.00 100.00 

2.2. 调查工具与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题目部分来源于网络，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从教师的

思想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职业观等方面了解当下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动态，为进一步改进高

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采用统计软件 SPSS23.0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 数据分析 

3.1. 青年教师思想政治观分析 

在对是否关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行调查时，参与调查的 203 名青年教师中有 93.10%表示关注，

多数教师能够答出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仍有一少部分教师对会议的重大成果不了解，说明教师虽然关

注国家的方针政策，但缺乏深入学习与了解。当了解到有关本校的舆情信息时，大部分教师都能够自觉

维护学校名誉，采取积极的态度应对。具体见表 2。 
 

Table 2. You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表 2. 青年教师思想政治观基本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Q7_B1. 您是否关注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 
不关注 14 6.90 6.90 

关注 189 93.10 100.00 

Q8_B2. 此次会议的重大

成果是通过了哪项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 

152 74.88 74.88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6 2.96 77.8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7 8.37 86.21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28 13.7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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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Q9_B3. 了解到有关本校

的舆情信息您会怎么做？

(多选题) 

保持关注 70 34.48 34.48 

保持关注|参与讨论 14 6.90 41.38 

保持关注|参与讨论|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 
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7 3.45 44.83 

保持关注|参与讨论|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6 2.96 47.78 

保持关注|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 5 2.46 50.25 

保持关注|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 
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41 20.20 70.44 

保持关注|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43 21.18 91.63 

参与讨论 1 0.49 92.12 

参与讨论|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1 0.49 92.61 

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 2 0.99 93.60 

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5 2.46 96.06 

自觉维护学校名誉 8 3.94 100.00 

合计 203 100.00 100.00 

 
教师对组织政治理论学习的时间选择较为分散，大部分教师选择不固定学习时间，按需学习。看影

视作品、通过互联网等现代手段培训、参加文体活动、听报告或专题讲座、参观考察、学习交流等是教

师喜爱参加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建议调查中，青年教师认为当前高校教

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应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43.35%)、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方式(36.45%)，同时也要

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13.30%)、加强业务培训与考核(6.09%)。具体见表 3、表 4。 
 

Table 3. Young teachers’ political theory learning 
表 3. 青年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Q10_B4. 您认为安排政治理论 
学习时间的间隔最好是： 

一周一次 30 14.78 14.78 

一学期一次 12 5.91 20.69 

一月一次 38 18.72 39.41 

两周一次 30 14.78 54.19 

时间不固定，按需学习 93 45.81 100.00 

Q12_B6. 您认为当前高校 
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应： 

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88 43.35 43.35 

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 27 13.30 56.65 

加强业务培训与考核 14 6.90 63.55 

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74 36.45 100.00 

合计 203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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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typ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young teachers prefer to participate in 
表 4. 青年教师倾向于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类型 

名称 选项 
响应 

普及率(%) 
n 响应率(%) 

Q11_B5. 您倾向于参加哪类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多选题) 

个别谈心交心 31 4.61 15.27 

听报告或专题讲座 97 14.41 47.78 

文体活动 101 15.01 49.75 

看影视作品 134 19.91 66.01 

相关知识竞赛 40 5.94 19.70 

学习交流 69 10.25 33.99 

参观考察 86 12.78 42.36 

通过互联网等现代手段培训 113 16.79 55.67 

其他(自主学习) 2 0.30 0.99 

合计 673 100.00 331.53 

3.2. 青年教师价值观、道德观分析 

多数青年教师都对《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有所了解，了解的途径有学校印制的《师

德师风教育专题学习手册》、所在部门宣传阐释、教育部官网、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新入职教师岗前培

训，以及其他途径，包括新闻媒体、政治理论学习、党员学习、网络微信公众号、文献、报刊、学习强

国等。 
大部分青年教师都认为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对师德失范行为进行通报警示，绝

大多数教师持支持态度。部分教师认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符合实际、能够对其他教师起到警

示教育的方式，见表 5~7。 
 

Table 5. The path for young teachers to learn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表 5. 青年教师了解职业规范的途径 

名称 选项 
响应 

普及率(%) 
n 响应率(%) 

Q16_C1. 您是通过什么 
方式了解到《新时代高校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多选题) 

教育部官网 109 23.64 53.69 

所在部门宣传阐释 134 29.07 66.01 

《学校师德师风教育专题学习手册》 149 32.32 73.40 

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 67 14.53 33.00 

其他 2 00.43 0.99 

合计 461 100.00 2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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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Young teachers’ attitude towards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表 6. 青年教师对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的态度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Q17_C2. 您对当前形势下

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的态度

是？ 

无所谓 1 0.49 0.49 

有必要 42 20.69 21.18 

没必要 1 0.49 21.67 

非常有必要 159 78.33 100.00 

Q18_C3. 您认为学校是否

有必要对师德失范行为进行

通报警示？ 

无所谓 5 2.46 2.46 

有必要 76 37.44 39.90 

没必要 7 3.45 43.35 

非常有必要 115 56.65 100.00 

合计 203 100.00 100.00 

 
Table 7. The methods of circulating misconducting of teachers’ morality 
表 7. 对师德失范行为的通报方式 

名称 选项 
响应 

普及率(%) 
n 响应率(%) 

Q19_C4. 您认为应该通过

什么方式对师德失范行为进

行通报警示？(多选题) 

在教师所在部门、单位内部召开典型案例通报会 145 38.98 71.43 

在全校范围内召开典型案例通报会 72 19.35 35.47 

将典型案例放入教师发展中心网站 52 13.98 25.62 

由教师工作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师所在二级

单位负责人组成的通报小组内部召开典型案例

通报会 
101 27.15 49.75 

其他(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均可) 2 0.54 0.99 

合计 372 100.00 183.25 

3.3. 青年教师职业观分析 

在对青年教师的调查中，教师从事高校工作的原因是热爱教育工作、喜欢校园简单气氛、工作稳定、

职业声望较高、择业的偶然性，有少部分教师抱着以此为跳板谋求其他职业的目的，在其他原因中有因

为教师职业专业性强、能够体现自身价值观、喜欢科学研究工作等。多数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

有成就感。可见大部分青年教师是因为热爱与自身价值需求投入到高校教师的行列，高校教师这一职业

对青年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见表 8，表 9。 
将青年教师职业满意度与高年资教师的数据进行对比，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去研究不同年龄教师对

自己的职业满意度的差异性，从表 10 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度不会表现出显著性(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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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Reasons for working in universities 
表 8. 从事高校工作的原因 

名称 选项 
响应 

普及率(%) 
n 响应率(%) 

Q20_D1. 您从事高校工作

的原因是？(多选题) 

热爱教育工作 153 36.87 75.37 

喜欢校园简单气氛 123 29.64 60.59 

择业的偶然性 32 7.71 15.76 

职业声望较高 34 8.19 16.75 

工作稳定 70 16.87 34.48 

以此为跳板谋求其他职业 1 0.24 0.49 

其他(专业性强喜欢科学研究工作) 2 0.48 0.99 

合计 415 100.00 204.43 

 
Table 9. You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表 9. 青年教师职业满意度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Q21_D2. 您对自己的 
职业满意度 

很少有成就感 14 6.90 6.90 

很有成就感 55 27.09 33.99 

很枯燥，很乏味 2 0.99 34.98 

有一点成就感 45 22.17 57.14 

比较有成就感 87 42.86 100.00 

合计 203 100.00 100.00 

 
Table 10.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of different ages 
表 10. 不同年龄教师职业满意度方差分析 

分析项 项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Q21_D2. 您对自己的 
职业满意度 

30 岁及以下 37 3.38 1.46 

1.711 0.164 

31~40 岁 166 3.73 1.42 

41~50 岁 153 3.58 1.41 

51~60 岁 71 3.32 1.34 

总计 427 3.58 1.41 

*p < 0.05, **p < 0.01. 
 
宽松的学术氛围、公平的资源分配、良好的人际关系、丰厚的报酬待遇、领导的关心尊重是排在前

列的影响青年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此外还有畅通的晋升渠道、成熟的科研团队等原因。现阶段青年

教师工作中的主要压力来源依次为职称晋升或聘任困难、工作负担重、科研成果发表难、继续深造和科

研经费申请难等，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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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Factors affecting young teachers’ enthusiasm 
表 11. 影响青年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因素 

名称 选项 
响应 

普及率(%) 
n 响应率(%) 

Q22_D3. 您认为对您工作 
积极性影响大的是： 

(多选题) 

宽松的学术氛围 142 17.93 69.95 

公平的资源分配 130 16.41 64.04 

丰厚的报酬待遇 108 13.64 53.20 

成熟的科研团队 87 10.98 42.86 

领导的关心尊重 103 13.01 50.74 

良好的人际关系 125 15.78 61.58 

畅通的晋升渠道 97 12.25 47.78 

合计 792 100.00 390.15 

Q23_D4. 您现阶段工作中的

主要压力来源于： 
(多选题) 

工作负担重 81 15.23 39.90 

职称晋升或聘任困难 157 29.51 77.34 

科研经费申请难 63 11.84 31.03 

科研成果发表难 78 14.66 38.42 

人际关系复杂 38 07.14 18.72 

无法完成学校相应的考核 13 2.44 06.40 

工作技能欠缺 27 5.08 13.30 

需要继续深造 75 14.10 36.95 

合计 532 100.00 262.07 

4. 讨论与结论 

4.1.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现状 

青年教师政治立场坚定，关心国家大事，对党忠诚，关心学校教育事业，能够自觉维护学校荣誉，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对教师职业认同感较高，爱岗敬业。青年教师能够自觉遵守师德规范，并通过各种

途径学习师德师风相关政策及规章制度。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开展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在青年教师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正面的反馈。这与相关研究的调查

结果相一致，调查显示青年教师高度关注社会时政，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采

取的系列措施、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普遍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

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4]。青年教师职业情感总体上呈积极向上的状态，

有强烈的职业认同感，热爱教师职业，对自己的事业有追求，不过分关注物质利益及个人得失。高校对

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更为重视，能够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5]。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

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状况呈现多元化趋势，对青年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青年教师群体

中存在的个别问题也不容忽视。 

4.2.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存在的问题 

4.2.1. 部分青年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够重视 
虽然青年教师思想政治观总体上积极向上，但部分青年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够重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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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深入，理论学习主动性及学习方法有待提升。在本次调查中，多数青年教师关心国家方针政策，

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但在涉及到具体的理论知识的时候，少部分青年教师不能准确说出具体的知识，一

方面说明部分青年教师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少部分青年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

重视程度不够，学习的主动性有待加强。由于青年教师的年龄及心理特征，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

形式，培养青年教师的学习兴趣，帮助青年教师深入掌握理论知识。 

4.2.2. 青年教师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过程中缺乏与实践相结合 
青年教师总体上有坚定的信念感、坚守职业道德，但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调查中，部分教师

认为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到具体的生活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理论性

的同时，应该拓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政治学习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增强理论的可理解性与应用性。 

4.2.3. 青年教师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难以维系学术尊严 
青年教师爱岗敬业、有积极的职业观，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大压力，部分青年教师的职业观产生

偏差，容易以谋求个人利益为职业的出发点。科研项目、论文数量的要求是青年教师压力的来源。科研

压力大、成果不理想等，使得青年教师出现心理、身体亚健康状况，伴随有焦虑、头痛和睡眠等情况，

在教学和工作中情绪化、低落、易怒等[6]。由于职称晋升、评价导向的问题，加之部分青年教师缺少发

展的平台与机遇，少部分青年教师心理出现落差、思想产生偏差。青年教师处于高校发展较低层级，对

内机会缺乏，对外工资待遇不高，生活压力大，以及文化市场化的影响使得青年教师对学校的使命感、

认同感不高，教学、科研成果不理想，难以维系学术尊严[7]。 

4.2.4. 青年教师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需求多元 
青年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强。高校青年

教师身处多元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了解信息的渠道更多，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在教学中，有

敢于尝试、突破创新的勇气，对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接受程度更高，更乐于与学生沟通交流；在生活上，

追求个性，重视个人的利益与体验[8]。青年教师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但希望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能够

丰富多样，通过观看影视作品、互联网等现代手段接受培训、喜欢通过报告会或专题讲座、文体活动、

参观考察、学习交流等沉浸式方式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青年教师群体中，虽然占据核心地位的是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青年教师更易受拜金主义等价值观的影响[9]。高校应进一步加强

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从理论修养到实践应用、情感态度方面，增强青年教师的价值认同感

和归属感。 

4.3.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状况产生问题的原因剖析 

4.3.1. 社会环境的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对青年教师带来一定的影响。收入的不

平衡使得部分青年教师产生落差感，有功利主义的想法。面对教学与科研、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不

能全心投入，陷入迷茫。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网络信息更加开放、庞杂，网络上功利主义的言

论、思想对青年教师带来了冲击。现行高校评价制度也给青年教师带来了压力，评价结果影响教师的职

称评聘、薪酬待遇，在通过利益激励的方式增强教师工作动力的同时，评价制度的功利化、外在性、阶

段性、终结性特征违背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理性、内在性、长期性，程序化的考核使得青年教师专业发

展标准化、模式化[10]，不利于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创造性、生长性，青年教师发展缺少内生动力。 

4.3.2. 高校相关制度体系有待完善 
高校对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虽有所加强，但制度体系有待完善。在人才引进与聘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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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或多或少存在重业务轻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察的倾向；在师资培养过程中，对青年教师的师德

师风、道德修养、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缺乏统一规划与培养机制。在评价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

青年教师评价多为终结性评价，缺乏成长性的激励与引导，对青年教师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教育缺失，使

得部分青年教师对自身和集体的价值归属感产生困惑，个人职业生涯成长目标不清晰、动力不足，缺乏

科学规划。 

4.3.3. 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培训不够成熟 
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缺乏科学规划，青年教师业务能力有待加强。青年教师有着积极的

进取心，希望在工作中能够得到提升与发展，有着强烈的实现个人价值的需要，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高校对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规划与指导普遍缺失，对青年教师的在职培训等方面也存在整体性规划

不够、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外出学习、进修培训机会竞争激烈，对外交流参与学术性会议的机会不多等

问题，青年教师缺乏持续提升业务能力、增强专业知识的机会与平台，接触新的教学理念、学科前沿较

少，不利于长远发展[11]。 

4.4. 高校开展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 

4.4.1.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完善师德师风评价考核机制。严把人才聘用和选拔入口，严格按照标准考察青年教师思想道德状况，

在过程中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师德师风考核，实施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和“一票否决”制度，加强师德承诺

制度，建立青年教师师德档案，预防师德失范、学术不端等行为。健全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将

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教育纳入新入职教师培训和青年教师培训，制定学习制度，建立青年教师

发展机制。加大经费投入，为青年教师提供机会与平台，对青年教师科研、课题给予经费支持，发挥优

秀教师传帮带作用，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专业能力。为青年教师交流访学提供更多的机会，全方

位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注重文化育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形成凝聚力。 

4.4.2. 探索“互联网+”教育方式，创新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利用新谋体作为媒介，帮助青年教师掌握获取信息的途径，引导青年教师正确运用网络，采用辩证、

积极的态度看待网络信息，抵制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强化法律意识。利用大

数据及时掌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动态，了解青年教师的所思所想及诉求，及时解决问题。充分发挥新媒

体的作用进行理论学习与宣传，与青年教师互动，为青年教师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引导青年教师展示

自己的故事，线上线下相结合，全方位交互式开展工作。 

4.4.3. 改革评价方式，注重青年教师生成性评价 
良好的考核评价政策是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指挥棒”[10]。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

对青年教师进行以问题改进为导向的成长性评价，持续帮助青年教师获得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和专业成

长。完善校院两级考核评估机制，建立个人自评、同行评价、领导评价、学生评价多元评价方式，采用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科学制定评价指标，将师德师风和业务能力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注重

评价的反馈，帮助青年教师持续改进问题。严格执行评价标准，对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执行“一票否决”

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对师德师风表现良好、业务能力优秀的教师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发挥先进典型

的引领示范作用，树立优秀青年教师典型，弘扬优秀教师的精神，为广大青年教师树立榜样。 

4.4.4. 加深理论理解，改革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同高校青年教师生活的联系 
政治理论学习不能停留在对文本的宣读上，要深入剖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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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意蕴，将政治理论同广大青年教师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将理论的宏大叙事与青年教师的生活经历

相结合；根据青年教师的身心特点和思维方式探索青年教师容易接受的教学方式，在教育教学中注重与

青年教师熟悉的生活事例相结合，适当将时代话语、网络话语融入文本[12]；尊重青年教师的主体地位，

与青年教师平等沟通，尊重青年教师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合理诉求，培养青年教师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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