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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青年骨干教师素质培养
`

施鲁莎

(盐城工专教务处
,

盐城
,
2 2 4 0 0 3)

在高等学校面向四个现代化
,

跨入二十一世纪

的进程中
,

建设一支其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和业

务素质的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
,

是带动和造就

一 支跨 fI上纪的优秀教师队伍的关键所在
,

是高校发

展的关键所在
,

也是
:;石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

一
、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
,

!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

既给高等学校的改革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
,

同时也给高校教育事业特别是高校

的师资队伍带来了巨大冲击
,

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

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

使得高校教师队伍由于

文革十年造成的青黄不接的问题更加严重
.

1
、

部分中衡年骨干教师流失 现在高校出现

的人才流动并非都是合理的流动
,

往往是学校想流

出去的流不动
,

想留下来的留不住
,

尤其是急缺专业

的青年骨干教师更难留住
。

2冲卜充教师困难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

发

展教育事业
,

各高等院校都希望补充来校工作的毕

业生学历层次高一些
,

但对于部分地处交通不便
、

经

济欠发达的学校
,

往往来校工作的师资学历层次远

不能适应教学
_

!.1 作的需要
,

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
,

近

五年来
,

学校仅从校外补充了一名硕士研究生
,

一些

社会上紧缺的专业
,

如外语
、

计算机
、

工业与民用建

筑等专业甚至连本科生也难进到
.

3
、

教师待遇偏低 近年来
,

随着《教师法 》等教

育法规的颁布实施
,

教师的待遇虽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
,

但仍然存在不可比因素
,

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

定
,

如高校教师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上的要求就明

显高于社会上其它行业同类人员
,

而教师获得的报

酬和待遇却明显 比其它行业的同类人员低
.

4
、

思想不稳定 许多中青年教师原来是很崇

尚教师职业的
,

但随着自身物质利益与社会同类人

员层次的拉大
,

工作生活中的许多实际困难无法解

决
,

许多人心态失去平衡
,

欲走不忍
,

欲留不甘
。

二
、

加强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素质

培养的必要性

前已述及
,

改革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

教师队伍建

设是关键
,

而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又是教师

队伍建设的关键
,

这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
.

1
、

师资队伍的年岭结构 现有的师资队伍中
,

中青年教师比例越来越大
,

就以我校来说
,

目前中青

年教师 已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
,

如果不抓好中青

年教师队伍建设
,

整个师资队伍就没有坚实的丛础
。

2
、

师资队伍的成长规律 在许多高校的师资

队伍中
.

都有一批德高望重
、

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

他

们坚持在教学第一线
,

辛苦耕耘数十载
,

为我国教育

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但到本世纪末
,

他们将陆续

退出教师队伍
。

如果我们不主动发挥这些老教师的
“

传帮带
”

作用
,

势必使教师队伍后继乏人
,

给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
、

不可估量的损失
.

3
、

教师队伍的再教育过程 青年人记忆力强
,

接收新事物快
,

以后工作的时间又长
,

目前
,

加强对

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培养的投入是合理的
,

将会收

到最佳效益
。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论资排辈的思想
,

更不能怕中青年教师进修后流失而
“

因噎费食
” 。

三
、

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素质的实践
1

、

大力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政治素质

学校应十分重视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

注意从

教学
、

科研实践中
,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
,

找到生动的
、

富有启发性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

容
,

教育中青年教师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

把个人

成长与学校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起

来
,

在教学科研中无私奉献
、

顽强拼搏
。

严格要求他

们在政治信念
、

思想品德
、

业务才能
、

治学态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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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人师表
,

成为学生的表率
。

长期以来
,

笔者所在

学校
,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并收到了积极的效

果
,

例如
,

自 8。 年代起
,

学校一直定期不定期地举办
“
教书育人

”

报告会
,

作为对中青年教师全面培养的

重要举措之一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2
、

建立和完善迭拔培养制度

江苏省教委近年来开始实施 《青蓝工程 》建设
,

笔者所在学校紧紧抓住这一时机
,

以加强培养
、

选拔

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
,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

( ” 制订了校
、

系
、

教研室三级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
:

通过自上而下的制订计划
,

增强了师资队伍建设

的意识
,

明确了老教师的导师作用和传帮带作用
,

也

增强了中青年教师的竞争意识
。

(2 )为配合《青蓝工程 》的实施
,

学校每两年评选

一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

与江苏省教委评选中青

年教师的时间一致
,

在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评选的

同时
,

要求所在系部
、

教研室针对每位中青年骨干教

师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份相应的培养计划
,

校师资管

理部门专门建立业绩档案
,

跟踪考核
,

实施动态管

理
。

每年学校进行一次校级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的

考核
,

通过考核
,

骨干教师本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

一年工作中所作的实绩
,

从中发现 自己某一方面的

欠缺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

系部可以检查所制订的培

养计划是否符合实际
。

学校也可以从中了解情况
,

发

现有培养前途的人才
。

3
、

改善工作环境
,

使他们迅速成长

( l) 优先评聘专业技术职务
。

根据学科建设
、

专

业建设和教学
、

科研的需要
,

认真做好专业技术职务

评聘工作
,

促进中青年骨干教师的迅速成长
,

为他们

提供多种解决专业技术职务的渠道
:

正常晋升
、

不占

指标晋升
、

破格晋升
、

低职高聘等
,

对符合条件的学

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晋升副教授
、

教授职称

给予优先照顾
,

使他们尽快走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
。

( 2 )加强科研
、

实验基础条件建设
。

要进一步建

设好
、

管理好一定数量的条件较好的实验室
,

积极为

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创造一个 良好的教

学
、

科研环境
.

( 3) 建立中青年骨干教师教学科研基金
。

利用该

基金资助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开展科研
、

出版著作
、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

国内外短期进修等
。

( 4) 实行学术休假制度
。

工作量饱满
、

具有讲师

以上职称的教师每五年享受三个月的学术假期
,

具

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每五年享受半年的学术假

期
。

4
、

改善工作条件
,

调动工作积极性

( 1) 校内分配上体现倾斜政策
。

进一步完善校内

分配和奖励制度
,

教师超额完成工作量定额部分
,

发

放超课时酬金
。

其标准和社会上兼课酬金基本持平
。

提高在教学
、

科研第一线担任重要任务
、

在教书育人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的待遇
。

(2 )继续设立教师特殊津贴
。

特殊津贴主要用于

学科带头人
、

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

低职高聘教师和

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的待遇
。

( 3) 要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困难 邓小平同志曾

多次指出
: “
要调动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

性
,

空讲不行
,

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
,

切切实实地帮

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 ”
学校领导要主动热情地关心

帮助中青年骨干教师在工作
、

学习
、

生活以及个人其

他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

例如学校在制定分房条例时
,

要优先考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住房条件
,

使中青年

骨干教师有一个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

心情舒畅地

担当起教书育人的重任
。

(4 )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

要利用学校广播
、

报纸
、

报栏有计划地宣传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在教学和科

研方面作出的成绩
,

使他们感到在教师这个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
,

同样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

5
、

实行科学管理

学校人事师资部门要不断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发

展的新形势
,

深化管理机制改革
。

建立逐步开放式的

师资管理模式
,

即固定编制与流动编制相结合
,

专职

教师与校内外兼职教师相结合
,

积极引导中青年骨

干教师合理流动
。

同时要注意对教师的编制不宜卡

得太紧
,

否则
,

不利于中青年骨干教师在职的培养和

进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