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 新西部·　　　　 ·2024年第8期

补充计划，创新人才引进办法和路径。

2、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

深 刻 认 识 外 派 教 师 在 实 现 新 疆 工 作 总 目 标 中 的 作

用 ， 全 力 协 助 自 治 区 党 委 和 教 育 工 委 做 好 外 派 教 师 工

作。创新校内人才流动和共享机制，打破用人壁垒，整

合学校教师资源，提高校内师资的利用率，实现校内专

任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定措施，督促博士研究生按

时完成学业，鼓励博士研究生返校，边研边教，缓解师

资短缺；充分利用援疆、校际间合作交流等机会，聘请

外校教师承担紧缺专业课程；利用对口支援高校优势，

鼓励优秀在读博士、在读硕士研究生来校支教，缓解教

师阶段性紧缺压力。[5]

3、加大对通识类课程教师的配置力度，建立健全学

校通识类课程网络平台

根据通识类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可择优录用部分

硕士研究生充实到通识类课程教师队伍；创新通识类课

程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及时更新国

内外前沿的相关学科知识，经典教学案例，保证教师使

用的及时性、连续性，探索网络教学新机制，减轻通识

类课程教师教学压力。[6]

（二）创新机制，优化结构

1、依据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凝练学科专业方向

重 点 支 持 一 批 优 势 学 科 ， 加 大 优 势 学 科 、 重 点 学

科、品牌专业等重点项目的人才经费预算比例。设立特

聘教授岗位，建立学术领军人物的引进、遴选和培养机

制，落实“学科带头人+学术团队”制度。建立领军人

物、学术带头人落地措施，制订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

按照一流学科人才标准保障待遇，吸引高层次人才，保

证做到用制度引人、留人和用人。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力

度，提升人才队伍综合实力。

2、彰显特色，加强教师教育队伍建设

科学确定教师教育师资队伍的规模与结构，加大专

项投入，充分利用校级重点学科如“课程与教学论”等

的建设，整合教师教育团队力量，通过搭建平台，组织

研究与学习，提升教师教育学术素养与水平。充分利用

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自主评审改革，实施评聘与考核单列

计划，激励和推动教师专注于教师教育的研究和教学。

3、完善机制，推动实验员队伍结构建设

深 化 “ 一 岗 双 责 ” 机 制 建 设 ， 强 化 理 论 教 师 技 术

化，促进实验教师专业化。[7]深化实验室人员引进和培养

机制建设，通过畅通人员来源渠道，完善实验室定编定

岗、聘用考核、分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实验队伍人员

积极性，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提高实验教师队伍专

业化水平，形成一支与学校发展水平相当的高水平实验

技术队伍，保障教学有序开展。

（三）加强管理，提高质量

1、加强教师入职考核

在教师招聘过程中，加大对新聘任教师教学理念和

教学能力的考核，对教学理念陈旧、教学能力薄弱的教

师，实施一票否决制。加强对少数民族教师国语能力和

政治素质的考核，对少数民族教师普通话水平未能达到

二级乙等，政治素养欠佳的教师不予录用。而对通过考

核的教师要及时进行专业发展培训，以期打造更适应西

部高等教育需求的教师团队。

2、强化教师上岗培训

以 教 师 工 作 部 为 主 导 ， 依 据 新 任 教 师 教 学 能 力 培

训计划，加强青年教师入职培训。针对青年教师专业成

长中存在的问题，调整培训内容，将学校文化和发展沿

革、教师师德规范、教育基本理论、教学技能培训有机

融合，系统设计培训项目，有效提升新入职教师教学能

力，建立网络学习平台进行远程培训帮助教师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进行学习，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与更多系

统的课程资源，保证教师学习的系统性与连续性。采取

定期开展教学沙龙、按项目开展能力培训、网络学习答

疑等方式，不断完善培训方式和内容，持续提升青年教

师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能力。

3、逐步完善教师培训长效机制

根 据 学 校 办 学 定 位 和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有 意 识

培养新入职教师向新时代“双师型”教师转型，建立切

实可行的“双师型”教师建设方案，通过减免教学工作

量，加大赴企业行业观摩学习、技能培训、脱岗实训等

途径，鼓励教师获取执业资格证书，促使青年教师既能

胜任大学教育教学工作，又能胜任（指导）本专业技术

工作。[8]继续推行“青蓝工程”项目，严格青年教师导师

制，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高校教师发展评价体系，

合 理 的 教 师 评 价 体 系 既 是 教 师 专 业 能 力 的 成 长 发 展 档

案，又是教师继续开展工作的有效激励，促进青年教师

职业素养与教学能力全面提升。

结　语

高 校 教 师 队 伍 是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的 主 体 力

量，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发展综合能力的推动力量，

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我国西部各高校需要持续性关注的重

点工作，也是学校教学水平提高的重要抓手。因此，西部

高校应聚焦当前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

因，并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既要从宏观上进行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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