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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水平的应有之义。该计划一方面强调通过引导优质

师资跨区域、跨校合理流动，让银龄教师以课程教学、

教学指导、课题研究、团队建设指导等方式，推动受援

学校提升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水平。另一方

面 ， 注 重 弘 扬 银 龄 教 师 奉 献 精 神 、 治 学 精 神 和 育 人 精

神，重视优秀文化传承，从而以银龄教师在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方面的独特优势与模范作用共育新

人。因此，对接该计划对于提升西部民办高校自主人才

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民办高校对接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的现实问题

尽管《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能为西部民办高校

的发展带来诸多利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面临

一些实际困难，需要对之进行系统审思。

（一）计划落地之困：国家银龄教师行动的过程难题

尽管《计划》就落地的组织保障从资金、政策、服

务等几个方面做了系统部署，但从已有研究成果和走访

调研结果来看，计划落地尚有一定困难。

首先，落地细节有待完善。尽管《计划》对银龄教

师支援西部民办高校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组织保障

做了较为明确部署，并针对不同的教育类型做了具体要

求，但对很多落地细节问题并没有做系统说明，致使具

体工作开展缺乏依据。

其次，服务保障尚不健全。肇因于办学条件所限，

受援高校往往无法充分保障银龄教师的教学、科研以及日

常生活等多方面所需，在科研设备供给、异地就医结算、

周转宿舍保障、社群组织关怀等方面体现尤为明显。

最 后 ， 激 励 机 制 还 需 构 建 。 有 效 的 激 励 机 制 是 推

动计划高效落地的有力举措。该计划的落地不仅要求银

龄教师具有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对西部教育的无私

奉献精神，还需要受援高校建构起充满人文关怀的激励

机制，让银龄教师的付出能够获得骄人的物质和精神回

报，为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身份适应之困：高校银龄教师的角色认同困境

银 龄 教 师 入 职 西 部 民 办 高 校 前 ， 有 其 长 期 工 作 、

生活的现实场域，于其中建构了各自独具特色的社会生

活 网 络 ， 形 成 了 各 自 自 洽 的 生 活 、 工 作 习 惯 和 思 维 范

式。他们要真正发挥自身优势，还需适应西部高校的自

然、社会环境，融入民办院校的治理体系，在西部民办

高校中找准自身定位。但在实践中，很多银龄教师难以

完全融入西部民办高校，致使部分教师陷入身份认同困

境 ， 从 而 迷 失 自 我 ， 主 要 表 现 有 二 ： 其 一 ， 身 份 “ 越

位”。银龄教师一般都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一线教学

科研经验丰富，在受援单位往往喜欢独当一面，树立个

人权威，没有理清可为、应为与能为之间的关系，而忽

视受援单位的“造血”功能培育，从而容易出现“喧宾

夺主”的“越位”现象。其二，认知“错位”。银龄教

师多来自条件优渥的公办院校，对西部民办高校治学、

治校逻辑缺乏深入的了解，更倾向于沿用过去的工作习

惯，致使其在具体工作中容易形成“南辕北辙”的“错

位”现象。

（三）优势挖掘之困：高校银龄教师的业务“漏

损”现象[2]

高校银龄教师一般都是教书育人的楷模，具有深厚

的学术积淀、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和教学经验，正处于

学术造诣最高、教学能力最强、学科建设最熟的时期。

但遗憾的是，基于关爱银龄教师的考虑，很多受援高校

只执一端，或仅将银龄教师看作从事教学的普通教师，

或仅将他们视为教学活动的督导，抑或仅当成弥补自身

师资队伍结构短板的外在力量，并未充分综合考虑银龄

教师的重要价值，从而导致业务“漏损”现象的发生，

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审视。

首先，表现为高校银龄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组织能

力及其影响力的“漏损”，容易让受援高校错失科研团

队建设、学术能力和影响力提升良机。

其次，表现为高校银龄教师学科、课程、教材建设

能力的“漏损”，无法为受援高校学科发展、课程建设

提供有效支持。

最 后 ， 表 现 为 高 校 银 龄 教 师 教 学 、 育 人 、 立 德 能

力辐射的“漏损”，未能切实为青年教师成长、学生成

才、学校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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