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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不一致。 [5]同时，调查显示教学时间投入突出

的是讲师和副教授群体，而助教和教授在教学时间投入

上相对较少。此外，教师参与学校行政相关事务比例较

高，可能导致教师教学质量的下滑，因此，教师的专业

化和去行政化是当前地方本科院校改革的方向之一。

（二）教学精力投入分析

教师教学精力投入即教师对教学的用心程度，在时

间投入一定情况下，教师教学精力投入和教学效果呈显

著的正相关。本研究中，对教师教学精力投入从两个方

面进行调查，一方面是教师参与教学情况调查，主要有

是否经常关注教学参考书、是否用心进行课堂教学设计、

是否经常运用以及关注教学方法的创新，课后是否经常为

学生答疑解惑等；另一方面是教师对教学的反思和经验总

结，用教师近三年发表的教学论文数量来衡量。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能 够 经 常 进 行 课 堂 教 学 设 计 的 教

师占比为71.4%，能够主动在课后为学生答疑解惑的教

师占比为49.2%，非常注重教学方法创新的教师占比为

43.6%，且主要以讲师和副教授为主；44.4%被调查教师

在近三年发表教学论文的数量在1-2篇，有21.4%的被调

查教师在近三年没有发表过教学相关论文。教学论文的

发表仍然以讲师和副教授为主。

（三）教学情感投入分析

教 学 情 感 投 入 不 仅 是 教 师 走 向 卓 越 的 先 决 条 件 ，

也是激发学生深度学习的原动力。本研究中教学情感投

入分别从教师教学成就感、教学积极性、对教学的兴趣

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在教学情感投入

上，教师认为自己很有教学成就感的占比为47%，非常

有教学积极性的占比为42.8%，对教学很感兴趣的占比为

46%，在教学情感三个维度上，占比均在50%以下，这表

明教师教学的内在的情感投入有待提升，现有的教学激

励政策没有激发出教师真正的教学热情。

（四）制约教师教学投入的主要因素

综合以往研究，本次调查对影响教师教学投入的因

素主要通过以下4个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7%的被调

查教师对已有教学奖励政策不满意、58.7%的被调查教师

认为教学科研以外琐碎事务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57.1%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教学激励政策不合理，49.2%的

被调查教师认为科研任务繁重影响到了教学积极性。

影响教师教学投入的评价激励因素分析

有效的教师教学投入评价激励机制，可以通过评价

导向和结果反馈来提升教学质量，还可以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以及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因此，要提高教师教

学投入度，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一）教学评价中存在的不足

作为教师教学投入的主要导向和反馈来源，教师教

学评价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了解自身的教学情况，另

一方面也可以使管理者了解教师的教育素质和教学活动

实施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教学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以量代质（55%），其次就是标准不统一（52%）、

人情因素的干扰（52%），以及教学奖励程序的不完善

（50%），这些都对教师的教学投入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二）教师对学校教学激励措施的评价

教学激励是激发教师教学投入的主要因素。本次调

查结果表明，有67%的被调查教师对教学激励政策不满

意，57.1%的被调查教师认为学校教学激励政策不合理。

被调查教师中有58%的人认为学校教学激励中存在的问题

是激励惠及面小，有56%的人认为教学激励力度弱，这是

目前学校教学激励中存在最大的问题。

（三）教师认可的理想教学激励方式

综 合 以 往 研 究 ， 本 研 究 将 教 师 认 可 的 理 想 激 励 方

式设定为薪酬激励、学习培训激励、职称晋升激励、荣

誉表彰激励、教学自主权五种。调查结果显示，教师认

可的理想的激励方式依次为薪酬激励（77%）；职称晋

升（64.2%）、教学自主权（55%）、学习培训的机会

（54%），这些都是激励教师教学投入和教学积极性的重

要的因素。

提升地方高校教师教学投入的建议

（一）优化教学评价机制

各地高校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但是根

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教学评价中还存在以量代质等不足

之处。因此，建立一套标准统一、奖励程序完善、公平公

正的高效教学评价机制，对促进教师教学投入尤为重要。

第 一 ， 采 用 多 元 化 和 多 维 度 的 评 价 方 式 ， 包 括 学

生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等多种方式。学生评价可

以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同行评价可以提供专业性的建

议，专家评价则可以从更高层次对教学质量进行把关。

第二，加强评价机制的管理与监督，确保教学评价

的公平与透明。一方面，要确保评价过程公开、公正，

评价结果应该及时公布，接受监督，确保评价机制的公信

力；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参与评价的积极性和能力，并

定期组织培训活动，以提升评价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 三 ， 建 立 教 学 评 价 的 反 馈 机 制 。 评 价 不 仅 仅 是

为了奖惩，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教师的成长和改进。因

此，评价结束后，要及时向教师反馈评价结果，指出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