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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指出，职称制度
改革从探索尝试到制度落地之
间还需闯关。

“公平关”。“评价标准要
因人而异、因校而异。”陈跃
红表示，但学历、研究能力、
学术成果、代表作等专业评
价指标本身是必需的，也是
保障职称评审公平的基础，
不能抛弃。

为确保公平，北京理工大
学建立专家资源库，探索强化
同行评议制度，在学院初评过
程中，引入不少于三分之一的
校外同行专家，在第二轮学校
送审环节也增加了外送样本
量，由以往的三四份提升到九
份，通过参考高水平的专家评
审保障评聘质量。

南林人事处处长孙松平介
绍，以“教学专长型”参评职称
基本条件是年均教学工作量达
到600当量课时，此外还要看
其他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学校
督导组也会听课，根据学生能
力培养、课程教材建设等方面
综合评价。

“导向关”。哈尔滨工业
大学校长周玉等高校负责人
表示，高校职称评审标准要努
力破除“官本位”，拒绝“权力
导向”；要反对学术腐败，倡导
健康的学术批评，拒绝“圈子
导向”；还应当让学术评价与
高额物质利益“脱钩”，拒绝

“票子导向”。专家表示，“瞄
准重大创新，以贡献力为重要
评 价 指 标 是 改 革 的 重 要 导
向。”

“自主关”。“目前国内不少
优秀创新成果首发在国外期刊
上”，苏新宁提醒有关部门应注
意日益突显的知识产权流失问
题。

沈阳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
周振田建议，应鼓励高校教师
将更多成果发表在国内有影响
力的期刊上，培育中国自己的
学术价值评价体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司方面表示，下
一步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
求，会同教育部等部门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按照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工作安排，广泛开展
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广大教师
意见建议，加快完成高等学校
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职称制度
改革，使广大教师充分享受改
革的红利。

（据新华社）

职称评审材料中没有论文
“教学专长型”教师评上正高职称

高校教师职称咋评更科学？

——伤教学。“以往评职称，往
往只看重发了几篇论文、出版了几
部专著、拿到几个课题等量化指
标。”多名高校教师告诉记者，教学
质量好不好、学生是否有进步这些
难以量化的内容在职称评定考察中
被“边缘化”。这挫伤了教师的教学
积极性并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多
名在校大学生抱怨，部分职称高、头
衔亮的科研明星，上课时或照本宣
科或匆匆忙忙，“感觉自己对老师来
说很多余”。

——伤科研。我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即“C刊”）设计研制者南京
大学苏新宁教授指出，部分高校还
存在论文评价机制问题：通过论文
评价教师学术能力时，忽视论文质
量，只看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因
子”、是否SCI期刊、是SCI的一区或
二区，错误地将评价期刊的指标等
同于评价论文价值的指标。部分高
校将在 SCI期刊上刊发论文与重金
奖励挂钩。

苏新宁等专家指出，“畸形”的
评价标准与物质利益将正常的科研
评价异化为“学术GDP”。这一方面
导致国内高校不必要的版面费开销

“暴增”，另一方面诱发学术不端行
为。

——伤教师。“帽子”、项目、奖
项等学术荣誉、资源容易向少数官
大、资深的教师集中，对高校青年
教学科研工作者成长产生不利影
响。

江苏一高校学科带头人告诉记
者，他发现每年在国内高质量学术
期刊上发表的有他署名的论文中，
有约三分之二他自己并不知情。“莫
名其妙就收到论文录用通知，部分
论文的通讯作者至今仍未与我联
系。”但青年教师发论文却是“难上
加难”。

“青椒”本是高校青年教师用于
自称的网络词语，现在却被“青焦”
一词代替。不少青年教师说，自己
既要授课又要带学生，既要顾家带
娃又要挤时间做科研，申请项目时
比不过资深前辈，可如果几年内拿
不到若干重大课题、没有在高质量
期刊上发几篇论文，很可能就被直
接淘汰。

为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
评价机制，人社部、教育部前
不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
提出克服在高校教师职称评
定中唯学历、唯资历、唯“帽
子”、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

相 关 不 良 倾 向 如 何 破 ？
改革还要过几道关？记者就
此走访了多地高校与相关教
育管理部门。

当前已有部分高校针对
职称制度改革进行了有益探
索。

——更看重“教学好”。
“华松上课有三宝，案例、板
书、喝水少。”南京林业大学理
学院副院长蒋华松扎根讲台
30多年，是学生心目中的“数
学演说家”。在他的职称评审
材料中，没有论文，仅有一项

署名排在第 3 位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以及《高等数
学》等教材专著。2019 年，南
林调整政策，蒋华松通过主要
面向教授公共课、基础课老师
的“教学专长型”类别评上正
高级职称。

北京理工大学人力资源
部副部长杨静说，2019 年学
校新增设专职辅导员岗位，
单独设置辅导员系列职称晋
升条件，并在职称评审工作
中 实 行 单 列 指 标 、单 独 评
审。工作成绩优秀的辅导员
可晋升高级辅导员、正高级
辅导员职称，分别与副教授、
教授同级别。

——更看重“能转化”。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
专业的李灵芝老师，从事农技
推广5万多亩，实现亩均增收
2000元以上，培训菜农和贫困
户 近 万 人 次 ，带 动 种 植 户
30000户以上。但如果按老规
矩评职称，她这些成绩还比不
上一篇SCI论文。学校探索并
实施“推广型教授”职称评审
新规后，她获评正高级职称。

南通大学服务地方工作
处处长高江宁介绍，该校出台
新规，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
转化活动中承担的项目和经
费，视同相应等级的政府科技
计划项目，并在职称评定等方

面给予同等对待，激励效果明
显。

——更看重“有专长”。
日前，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
学院聘用一名临界态物理学
专业的科幻作家为一级讲师，
教《交流与写作》课程；引进一
名无论文无项目的“海归”教
创意写作，仅因他曾在海外 4
所大学任教，擅长教授中英文
写作。

“教学为要。”该院院长陈
跃红表示，南科大学生急需改
善他们的中英文写作能力，

“因此我们在引进教师的时
候，不看他的帽子和论文，就
看能不能教好。”

教师声音

教学质量等难以量化的内容
在职称评定中被“边缘化”

“教学为要”

引进教师不看“帽子”和论文
就看能不能教好学生

仍需闯关

从探索尝试到制度落地
职称制度改革要闯“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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