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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不足，提供改进建议。

总之，以顶层设计的视角建立一套高效的教师教学

评价体系，不仅能够提高教师教学投入程度，还能够推

动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建立有效的教学激励机制

高 校 教 师 教 学 激 励 与 教 学 评 价 紧 密 衔 接 ， 有 效 的

教学激励机制可以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增加教师教学

投入度，是保障高校教学质量的有力措施。目前高校激

励机制“重科研、轻教学”，教学激励中又存在“重结

果、轻过程”等问题，因此建立有效的教学激励机制，

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

1、教学激励应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过程性评价是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方法和

效果进行的评价，它关注教师教学的全过程，而不仅仅

是最终的教学成果，这就要求扩大教学奖励的惠及面并

建立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

一是设立基于教学过程的教学奖励，扩大教学成果

奖励的惠及面。首先，教学效果的评价及奖励必须涉及

教学的整个过程，且不同的评价主体对教学不同环节质

量的评价应有其侧重点。其次，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要采

取多维度评价。一方面要参考教师完成的教学工作量、

主持或参与的教研项目或课题数量及级别、发表的教学

研 究 论 文 数 量 及 级 别 等 方 面 ， 进 行 量 化 评 价 ； 另 一 方

面，也要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投入、教学效果等进

行定性评价。

二是设立针对不同职称教师的教学效果奖惩制度。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针对不同职称的教师，设立相应的

教学成果奖惩制度。对于初级职称的教师，应侧重于基础

教学能力的考核与激励，加强学业导师制度。中级职称教

师及副高级教师是学校的中坚力量，应更加注重其在教学

研究、团队合作和教学质量方面的表现。正高级教师，高

级职称教师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和教学引领者，应重点关

注其在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学术影响力方面的贡献。

2、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措施

在本次调查中，77%的教师认为理想的激励方式为

薪酬激励，这与以往研究结论[5]基本一致。学校要科学制

订一套具有激励性的薪酬制度，以有效调动他们投身教

学的积极性。在目前的教学工作量考核中，主要以课时

为主。但教师的教学投入形式多样，辅导学生考研、第

二课堂的组织与活动、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教学竞赛、教

材的编写、教学改革等，都应纳入薪酬激励的范畴。

只 有 高 校 建 立 起 比 较 完 善 的 教 师 薪 酬 制 度 ， 科 学

合理设置岗位，并完善与薪酬相匹配的分类岗位考核指

标体系，确保从事本科教学教师的各项权益及其增长机

制，才能对教师们产生真正的激励作用。

（三）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作为教学科研的核心力量，其职业发展是高校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然而，随着教育行政管理的日

益复杂化和精细化，有关行政方面的琐碎事务影响着教

师的教学投入，同时教师高层次需求如教学自主权、专

业发展机会等也亟待得到满足。

一 是 减 少 教 学 科 研 以 外 行 政 琐 碎 事 务 对 教 学 的 干

扰。目前地方高校教师有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应对各种检

查、评比、整理材料当中，这需要学校减少教师参与非

教学性的行政事务，给教师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帮助

教师解决与教学相关的行政问题，让教师有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教学中，也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减少不必

要的教学检查，减少对教学的干扰。

二是注重对教师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本次调查结果

表明，教师认为的理想的激励方式除了薪酬激励与职称

晋升外，就是教学自主权与学习培训的机会。然而，在

我国高校目前的管理体制中，工资、奖金、福利等激励

手段运用得较普遍，在教学激励中要注意对教师高层次

需要的满足，例如给予教师教学自主权、有充足的学习

培训机会等，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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