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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学校中层干部队伍的素养是优化学校内部管理和推动学校高品质发展的重要

保证。中层领导的行政能力关乎到教师的发展和专业的发展。本次研究将从教学和科研工作量、绩效

的分配、科研项目的申报、中层领导对新教师科研能力的指导、对教师的年终考核方面和领导对教学

和科研工作的督促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给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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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literacy of middle-level leaders is an important guar-
antee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The administrative ability of leaders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 major.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load,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 the ability of middle-level leaders to guide the new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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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teacher’s year-end assessment and the supervision in th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etc. It will also provide rational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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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是知识升华的地方，社会的进步要靠专业的知识来推动，而专业的高度决定了科技创新的力度

和发展的速度。那么如何建立一个高强的专业？这就需要万千高校教师认真教学并积极地做科学研究，

将专业挖得更深，并能将所获得的成果完美地转化为可教学的内容，如此便可以提升本专业培养教育学

生的能力。而院系领导作为院系专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者和决策者，他们对待教学、科研的态度和管理方

式会直接影响到专业发展的高度和速度。所以想要专业良性发展就需要中层干部从教师实际出发，以育

人为根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院系各项工作进行科学管理和指导。 

2. 学校中层干部的职能作用和工作现状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学校中层干部队伍的素养是优化学校内部管理和推动学校高品质发展的重

要保证，在学校发展规划的整体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工作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管理水平。

高校中层队伍建设作为高校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有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身份，

不断激发中层干部的活力可以为实现学校育人目标筑牢根基。在育人过程中，价值取向最能够体现学校

育人的导向，干部领导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使政策踏实落地，所以中层干部要进行科学管理就要以

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要有锐意改革勇于开拓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才有能力来承接学校的专

业发展，带领教师穿透教育教学工作，在教育教学中才能以专业的话语与师生交流，让学习真实发生，

实现育人的突变。 
现在教育在高质量发展，这是学校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建教育新生态的良好契机。高校专业发展需要

教学和科研齐头并进，良好的教研氛围就是学校持续内生发展的不竭动力。目前许多的中层干部经常忙

于各种行政事务，导致对于本院系专业发展关注不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的决定有时会脱离院系实

际，极大地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侧重点，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培养和专业的后续发展。所以学院(系)
领导的思想价值观是否正确，能否以专业的态度引导年轻教师做科研，能否公正地对待项目申报，在年

终考核时如何合理地分配教学、科研和学生管理工作量的占比，等等，都会对专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3. 研究现状 

高校中层领导干部是实施高校管理的主体，他们的执行力是高校竞争力的核心，关系着高校有效运

行、战略制定以及稳定发展的大局。作为学校承上启下的中层管理队伍，他们工作在校内教学、党务、

管理、科研、后勤等一线，对高校整体发展战略的执行和落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不仅要具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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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思想品德和业务素质，同时还要有组织、协调、决策、管理、学习、创新等能力[1]。面对高科技的

信息时代，在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硬投入(即人力、财力、物力等投入)标准还较低的情况下，要办好教育，

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提高软投入(即知识形态、管理技能等无形投入)的效益，

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因硬投入不足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软投入的效益发挥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

校的各级领导干部[2]。 
除关于对领导职责的探讨之外，还有一些教师从管理方式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新形势下，中

央对干部管理和高校发展都提出了新要求，全面深化高校中层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结合中

央提出干部“八个本领”的具体要求。陈振华认为目前高校在中层领导管理上存在选任机制不够健全、

管理不够精细、部分人员慵懒散、考核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高校可以从完善选任制度、实行分类管

理、健全退出机制、健全考评机制等方面全面深化中层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3]。刘勇兵也对当前高校

内部行政化的倾向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高校长期存在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专业建设水平

的提高，他详细分析了行政化倾向对高校专业建设主要内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设想[4]。
还有教师从信息化角度提出了领导信息化管理的方法。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正面临着信息技术的裹挟与涉

入，并呈现出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与共存共生的发展态势。高等教育信息化将会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变革

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5]，等等。大家从各方面对中层领导

的职能划分和管理方式都做了细致的讨论。 

4. 学校中层干部的行为和决策对专业发展影响的具体分析和建议 

学科专业作为高校教育的核心，它的发展自然关系到学校整体的水平定位、学生生源、社会影响力

和未来发展走向，同时也影响到学校的高水平人才引进工作。而院系领导作为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的带

头人，他们的行为和决策也直接地影响着本学院教师的工作状态和教学管理成绩，所以要健康扎实地推

进专业发展也不可忽视院系领导的作用，具体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4.1. 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的分配 

目前在师生比比较低的学院，学院总教学工作量较大，领导更多地考虑的是完成教学工作任务，又

在限制外聘教师人数的情况下，导致几乎所有专任教师教学任务都非常繁重。同时，还有一部分专任教

师要承担复杂的学生管理工作。因为教学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繁杂的学生管理工作和压力，

所以科研方面就会出现精力不足的情况，尤其是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更是难以获得。那么根据各院系实际

情况，学校如果能够允许聘请适量的外聘教师使得每位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能够在一个合适的范围，让教

师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学科专业问题，这对于教师个人发展会比较有利，对于相关专业来说教学和科研也

可以齐头并进，有利于专业的长远发展，在教学上教师也可以有充沛的精力做好课前教学准备工作，并

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 

4.2. 绩效的分配 

在绩效分配上，部分领导狭隘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新教师对高校工作侧重点的认知。其中有

些领导认为只有教学是学院的工作任务，科研是教师个人的事情，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学院专业的发

展。所以在制定绩效分配方案时，只考虑完成教学工作量可获得的绩效，对于科研工作量完全忽略，分

配的绩效甚至为零。许多新入职年轻教师对高校教学科研环境认知较少，对个人未来也比较迷茫，如果

领导偏重教学，忽略科研，会间接降低教师对科研的探索欲。再加上，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资金比较紧

张的，所以这样的绩效分配方式会导致很多年轻教师总想着多上相同的课，少做科研，忽略自身长远发

展，更是影响了整个学院的科学研究氛围。还有些领导更关注科研成绩，总是盯着各种高水平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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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级别论文的发表，对教学质量把关不严，一方面导致学生学习收获偏少，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科研成

果的转化。所以为了建设良好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氛围，使得学科专业良序发展，很有必要公平对待教师

在教学和科研上的付出。 

4.3. 对科研项目的申报和参加学术会议的审批 

各学院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是学院领导和教研室的权威教师或各科室的领导构成。在平常工作中，

这些教师也很具有话语权，所以在院系内部就会出现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在学院进行项目推荐时经常

会出现任项目唯亲的情况，导致项目评审不公平，也因此导致学院科研风气不正，一些教师会把心思放

在跟评委会成员拉关系上。对于教师申请参加学术会议，有些领导也会根据关系的亲近程度，选择是否

同意参加。如此的一些操作严重影响了科研生态环境，阻碍了院系良性发展的步伐。为了能相对公平地

进行项目申报，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请院外专家进行项目申报的评审。 

4.4. 对新教师科研能力的指导 

年轻教师在项目申请和论文发表方面经验不足，需要有经验的教师或者有能力的领导给予指导，所以一

个有科研能力或者对科研比较看重的领导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科研能力的领导可以在

平常工作中给年轻教师开讲座，教授大家写项目申请书或者发表论文的一些技巧，带领年轻教师走上专业的

道路。也可邀请相关专业专家通过讲座或者本院内以老带新的方式带领年轻教师在科研方面快速成长。 

4.5. 教师的年终考核 

许多学校年终科研考核要求较高，甚至有些学校出现了“非升即降”或者“非升即走”的方案，对

教师从事科研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压力。虽然科研的优秀成果可以强化专业，但是过高的科研压力也会抑

制教师前进的动力，适当的压力可激活大家创造的潜力。或者有些教师会埋头进行科学研究，对专业教

学的精力投入严重不足，教学水平难以提高，最终影响到专业的办学。还有些学院(系)领导专业能力比较

欠缺，制定的考核方案缺乏科学性和公平合理性，关注教学工作的复杂性和学术性不够，一味地强调职

称和行政级别，没有发挥激励教学科研一线人员的作用，产生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了专业的进步。所以

领导需要对学术和教学有清楚的认识，知其联系与区别，同时领导还应具备专业的领导能力，制定政策

时要从实际出发，减少纸上谈兵的情况。 

4.6. 领导权力下放方面 

每个专业都有专业负责人，一个优秀的专业带头人可以凝聚专业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专业团队的合作

精神。但是不少高校的专业负责人没有实权，都是接受学院(系)领导的安排，完成一些收集报表、写材料的

工作，对于专业队伍建设、专业发展规划、专业经费使用等很少有发言权，使得专业建设收效甚微。只有

充分发挥专业带头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才能使专业教师团结起来共同为专业学科教学做出贡献。 

4.7. 行政会议的次数和非教学事务工作量 

现如今教师们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量，还要在业余时间完成大量的非教学任务和参加各

种工作会议。领导如果能对教学科研以外的工作进行合理安排，对一些非必要工作选择简化处理，也能

为教师们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4.8. 对教学和科研成果相互转化的督促力度 

高校专业教学对于一个学生未来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一个学校建设金牌专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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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校科研一直关注的都是个人科研能力和团队科研协作，很少关注一个领导对科研

的影响。虽然大家也都知道科研成果和专业发展的相互作用，但是也很少有人真正把科研成果和专业教

学联系起来。所以就需要领导的督促，让老师们真正做到研以致用，将研究成果融入教学，进一步提升

专业强度。 

5. 结语 

专业发展必然是需要大量优秀的教师共同努力，不仅需要教师潜心教学，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出发，

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不断完善教案，还需要教师能坐得住冷板凳，刻苦深入研究，进一步强化专业教

育和应用能力。俗话说“要想火车跑得快，还得车头带”，所以想要专业建设能够保质保量地快速发展，

能够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还需要院系领导切实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专业的教师管理制度和

学生培养方案。激发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激情，提升教师团队的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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