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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中心工作。基层教学组织是人才培养和教学活动真正的组

织者和执行者，是高校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目前，基层教学组织的弱化和缺失已经成为高校教学质量下滑的重要

原因之一。高校教研室作为重要的基层教学组织，对于提高我国高校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高校教学质量下滑的情况下，如何使教研室正

确发挥其职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校教研室经历了引入与探索期、定型与发展期、稳定与停滞期、恢

复与衰微期几个发展阶段。基于教研室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组织管理理论中的系统权变理论为研究框架，回归高

校教研室的组织本质，对教研室整体及内部各个分系统的发展困境及原因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建议。受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及教研室自身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高校教研室陷入发展困境：目标与价值分系统定位不清，职责不明；技术分系统

功能弱化，活动僵化；社会心理分系统缺乏沟通，组织松散；结构分系统整体失

调，比例失衡；管理分系统权责不明，制度缺失。根据组织管理理论，本研究提

出教研室应明确定位、深化职能、创建文化、优化结构、完善机制、系统权变等

建议，以期促进教研室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教研室；系统权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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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e talents is the centr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 is the real organizer and executor of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t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vel. At present, the weakening of the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partment of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current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situation, 

how to make the department of center of gravity and correct regression play its 

function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scholars.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introduction and 

exploration,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stagnation and recovery,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several stages. Based on the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 universities, the study use the system and contingency 

theory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theor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dilemm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Influenced by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has been facing with a difficult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goal and 

value system of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are not clear; technology system function 

weakening, rigid social psychology activities; lack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organization structure loose; the whole system imbalanc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is unknown, lack of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anage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epartment should be clear positioning, deepen functions, 

create culture, optimize the structure, improve the mechanism, contingency system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System and Continge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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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教研室是我国高校中重要的基层教学组织。本章在肯定高校教研室研究价值

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并对本研究的内容、思路及重难点进行了介绍。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高校教研室是主要的基层教学组织之一，是高校教学工作的落实单位，对于

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高校教学质量亟待提高的情境下，加强

对教研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高校教学质量亟待提高 

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①在高校扩招、教学投

入不足等因素导致高校教学质量下滑的背景下，理应加强对高校教学质量问题的

研究。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承担着组织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开展教学改革研究等重要职能，对于保证和提高教学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其建设情况直接决定着学校整体的办学水平。因此，对于高校基层教学组织

的研究和探讨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基层教学组织的改革与发展是高等教育发

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式微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是实施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是高校结构中的基本单元，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科学技术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调整了内部

管理体制，强化了科研职能，使得基层教学组织受到了冲击，出现了一系列发展

问题。受基层教学组织式微的影响，高校教学及人才培养失去了组织保障，不可

避免的出现质量下滑的趋势。同时，基层教学组织的弱化导致教师失去了专业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

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l，201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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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平台，教学改革研究也难以推进，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加强和推进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 

（三）高校教研室的重要地位 

建国以来，教研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高校直接承担教学、科研及师资培养

等工作的基层组织，曾经为高校教学工作的组织开展以及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重

要作用。目前，教研室仍然是高校的主要基层教学组织，不同层次、类别的高校

都存在数量不等的教研室，有关教研室的介绍及新闻证实了教研室仍作为基层组

织活跃在教学一线。经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考验，教研室已然发展成为一种

相对稳定且成熟的基层教学组织，虽然教研室不如以前颇受关注，但我们不能否

认教研室大量存在的事实和价值。教研室是我国高校基层组织形式的核心力量，

体现了重视教学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①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迫切需求下，加

强教研室的组织建设显得十分必要。 

二、研究意义 

（一）政策意义 

2012 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基

层教学组织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完善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教育部长陈宝生指

出要重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发挥教研组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教学研究。②教

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也强调了教研室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作用。③可见，

加强对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的研究，符合当前的政策导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二）理论意义 

教研室作为重要的基层教学组织，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当前我国高校基层

教学组织的现状及问题，加深对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认识，丰富基层教学组织的

研究。本研究将以系统权变理论为框架，对教研室这一基层教学组织进行系统分

                         

① 周巍蔚．建构教研室—教学型大基层组织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2． 
② 陈宝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大学[EB/0L]．http://edu.people.com.cn/n1/2016/1229/c1053-

28985766.html，2017-02-13． 
③ 林蕙青．在直属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和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工作视频会上的讲话[Z]．内部资

料，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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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高校教研室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研究在梳理高校教研室的发展历程基

础上，对教研室的发展困境及原因进行剖析，提出可行性的改进对策和建议，丰

富高校教研室的研究。 

（三）实践意义 

本研究从系统权变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教研室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

同时笔者将借鉴组织管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提出解决教研室发展困境的具体建议，

促进教研室的组织发展。同时，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教研室这一代表性基层教学组

织的研究，试图唤起对高校教学工作及基层教学组织研究的重视。 

第二节 文献述评 

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和述评是进行本研究的必要条件。本节对以往高校教研室

的性质、职能、现状及趋势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对系统权变理论的研

究资料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教研室研究综述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对于高校教研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性质、职能、

现状及发展趋势几个方面，现分别综述如下。 

（一）教研室性质和职能研究综述 

作为高校教研室研究的基础，研究者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教研室的性质和职

能进行阐述。文献分析来看，教研室的性质可以概括为承担教学及科学研究的基

层组织，是学校管理体制中的基本组织，同时也是学校教育方针、教学计划的组

织落实单位。 

学者们分别从教学、科研以及整体的角度出发，对教研室的职能进行了研究，

可以看出教研室的职能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扩充和完善。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

懋元先生将教研室的功能概括为：教研室有利于加强教学工作的组织性与计划性，

有利于发挥集体力量，有利于增进团结，培养教师的集体主义精神。①概括起来，

教研室的职能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教学方面主要包括组织实施教学计划，完成

                         

①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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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进行课程建设；研究方面除了进行教学方

面的研究之外，教研室还要组织教师进行学术研究，促进学科建设；此外，教研

室还担负着师资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这是教研室自建立以来的一项

重要工作。 

（二）教研室历史研究综述 

教研室历史研究主要有两种角度，一是按照时间顺序，以教研室的职能变迁

为视角，对教研室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体来看，教研室的职能发展经历了以

教学为重心—教学和科研并重—科研职能弱化的发展过程。从教研室的职能变迁

来看，20世纪 50年代，在社会建设的需要之下，我国学习苏联高校的“校—系”

二级管理模式，在系下面设立了教研室这一教学基层组织。经过 1952年的院校

调整，各校普遍设立了教研室。这一时期的教研室由一门或性质相近的几门课程

教师组成，以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以及师资培养为主要工作，同时肩负科研工

作。这是高校教研室的建立阶段。   

教研室的职能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带有社会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 60年代，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以及“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教研室开始组织教师到生产前线去解决实际问题，

教研室初步走上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①70年代，受“文化大革命”等一

系列社会运动的影响，教研室遭到破坏，各方面工作停滞。80 年代，随着改革

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重视，教研

室的科学研究职能得到完善，逐步成为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机构。但是，随着科

学研究的逐步深化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教研室由于种种弊端难以担负起繁重的

科研任务，因而在高校中增设了很多与教研室并存的科研机构，出现了多样化的

基层学术组织，教研室的职能被弱化。虽然教研室经历了建立、曲折发展、完善

而又衰落的过程，但目前仍然作为高校中重要的基层教学组织而存在。 

另外，有学者从政策文件的角度对我国高校教研室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将教

研室的历史划分为初创期、定型期、恢复和稳定期、虚化期几个发展阶段。②一

                         

① 王正胜．高校教研室＂边缘化＂与文化建设[J]．高等农业教育，2013(06)：63． 
② 洪志忠．高校基层教研室的演化与重建[J]．大学教育科学，2016(03)：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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