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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３０年来，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其规模增长有着显著的阶段性，其学

历结构从以本科学历为主转变为以研究生学历为主，其职称结构从以中级职称为主转变为以高级职称为主，

但生师比却逐年增大。分析发现，国家 宏 观 政 策 决 定 着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规 模；院 校 师 资 建 设 规 划 改

善了师资学历结构；学术职业阶梯制 度 化 推 动 了 职 称 结 构 调 整；办 学 规 模 扩 张 直 接 拉 高 生 师 比。要 提 升 民

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结构质量，还需 要 发 挥 政 府 的 宏 观 调 控 作 用，加 强 高 校 的 师 资 工 作 力 度，重 视 教 师 的

学术职业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结构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５９９５ （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０４－０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 地 区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逐步 建 立 起 完 善 的 高

等教育体系，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迫切需要，为我国民族地区迈入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阶

段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区域 高 等 教 育 均 衡 发

展的角度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八省 区 （包 括 内 蒙 古

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西

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大少数 民 族 自 治 区 和

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贵州、云南和 青 海 三 省） 的 高

等教育发 展 水 平 与 我 国 中 东 部 地 区 还 有 着 较 大 差

距，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 质 量 亟 待 提 升。影

响教育质量的因素很多，但毫无 疑 问， 师 资 队 伍 建

设是决定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 因 素。知 往 鉴 今， 以

启未来，本 研 究 回 顾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 间 我 国 少 数 民

族八省区高校师资队伍的结构变 化， 分 析 其 影 响 因

素，探讨师资队伍结构调整的策 略， 以 期 推 进 民 族

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实现民族 地 区 高 等 教 育 内

涵发展。

一、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的结构变化

（一）师资队伍规模增长有显著的阶段性

１９８５年，少数民族八省 区 共 有 高 校 教 师３４７６３
人；２０１５年，增长到１７３２２８人，累 积 增 加１３８４６５
人，增幅高达３９８．３１％。① 观 察 其 规 模 变 化 的 折 线

图 （见图１），可 以 发 现，１９９９年 是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资队伍规模显著变化的 重 要 分 界 点。１９８５—１９９８
年间，民族地 区 师 资 队 伍 数 量 增 长 平 缓， 共 增 加

７６８５人，年均增长１．２９％；其中，１９９１和１９９２年

的教师总人数甚至低于１９８５年， 尤 其 是１９９１年 仅

有教师３１７９５人。自１９９９年 起，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教

师规模 便 开 始 急 剧 扩 张， 迅 速 从１９９９年 的４７３９７
人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３２２８人，共 增 加１２５８３１人，

年均增长 率 高 达８．４３％； 显 然， 这 与 我 国 高 等 教

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尽管 前 后 两 个 阶 段 的

师资规模都呈现增长态势，但却表 现 出 显 著 的 阶 段

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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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规模折线图

（二）师资队伍从以本科学历为主转变为以研

究生学历为主

学历是反映 师 资 队 伍 结 构 的 重 要 维 度，一 般 来

说，学历层次越 高，师 资 队 伍 质 量 越 好。由 于２００２
年之前，《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未将教师学历纳入统

计范畴，因此，本研究仅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间的统

计数据。２００２年，少数民族八 省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中

的本科学历者有５０９７４人，占总体的７４．１６％；２０１５
年，有本科学历 的 教 师 人 数 虽 然 增 至８１８６６人， 但

其结构比例却 下 降 到４７．２６％ （见 表１）。师 资 队 伍

中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的 教 师 人 数 增 长 最 快，２００２年

有１１２１１人，到２０１５年便增长到６７００４人，增 幅 高

达２０．０９％； 相 应 地， 其 结 构 比 例 也 从２００２年 的

１６．３１％迅 速 上 升 到２０１５年 的３８．６８％。２００２年，

师资队伍中有博士研究生学历者１６６０人，占总体的

２．４２％；２０１５年，其人 数 增 加 到２１３６２人， 其 结 构

比例也相 应 地 上 升 为１２．３７％； 尽 管 具 有 博 士 研 究

生学历的教师人 数 比 例 还 很 低，但 由 于 其 初 始 值 最

小，所以，其增 长 速 度 最 快。另 外， 专 科 及 以 下 学

历的教师比例从２００２年 的７．１２％逐 步 降 至２０１５年

的１．７３％。综上可知，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已 从

以本科学历为主 调 整 为 以 研 究 生 学 历 为 主，这 表 明

民族地区高校师资 队 伍 的 学 历 结 构 已 经 发 生 了 实 质

性变化。

表１　２００２和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高

校师资队伍学历结构比例表

博士学历 硕士学历 本科学历 专科及以下

２００２年 ２．４１％ １６．３１％ ７４．１６％ ７．１２％

２０１５年 １２．３３％ ３８．６８％ ４７．２６％ １．７３％

变化值 ９．９２％ ２２．３７％ －２６．９０％ －５．３９％

　　 （三）师资队伍从以中级职称为主 转 变 为 以

高级职称为主

１９８５年，少数民 族 八 省 区 共 有 正 高 职 教 师４０９
人；２０１５年，增加到１７８８０人，其结构比 例 从１９８５

年的１．１８％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３２％ （见表２）。副

高职 教 师 从１９８５年 的２６８０人 增 长 到２０１５年 的

５０３１１人， 结 构 比 例 也 相 应 地 从 ７．７１％ 提 高 到

２９．０４％，相较其他职 级 群 体， 其 结 构 变 化 值 最 大。

中级职称教师一直 是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的 最 大

群体，其增长曲线表 现 出 显 著 的 阶 段 性 特 征 （见 图

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间中级 职 称 教 师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３．７９％；但１９９９年之后就出现大幅增长，年均增长

率高达８．０８％。初级职 称 教 师 人 数 的 变 化 曲 线 不 规

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初 期 曾 有 过 较 快 增 长， 随 即

便迅速回落；１９９９年 高 校 大 扩 招 之 后，其 规 模 又 有

一定程度扩 张，但 近１０年 来 其 变 化 趋 势 极 为 平 缓。

无职称教师数量 虽 然 从１９８５年 的２３９０人 增 加 到 了

２０１５年的１８３８０人，但其 结 构 比 例 大 致 与 当 前 正 高

职教师规模相 当。这 些 无 职 称 教 师 主 要 是 当 年 毕 业

后到高校工 作 的 新 生 力 量，因 暂 未 评 定 职 称，所 以

被纳入无职称 群 体 予 以 统 计。将 民 族 地 区 正 高 职 和

副高职 职 级 教 师 人 数 合 并 计 算， 其 结 构 比 例 约 为

４０％，已经超过了 高 校 办 学 条 件 指 标 规 定 的 高 级 教

师比例不得少于教 师 总 量３０％的 要 求，可 见，当 前

民族地区高校教师的职称结构已经得到了有效改善。

表２　１９８５和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高校教师职级结构比例表

年份 正高职 副高职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１９８５年 １．１８％ ７．７１％ ３１．５７％ １４．２７％ ４５．２８％

２０１５年 １０．３２％ ２９．０４％ ３７．０４％ １２．９９％ １０．６１％

图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高校各职级教师人数折线图

（四）生师比逐年增大

生 师 比 是 衡 量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数 量 充 足 与 否 的 重

要指标。当然，精 确 的 生 师 比 计 算 需 要 折 算 各 层 级

的学生人数，为 计 算 便 利，本 研 究 取 当 年 民 族 地 区

高校在学生数与专 任 教 师 数 的 比 值 作 为 当 年 的 生 师

比。１９９９年之前，民族 地 区 高 校 生 师 比 基 本 上 均 在

８以 下， 总 体 呈 现 小 幅 缓 慢 增 长 的 走 势； 然 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间，民族 地 区 高 校 生 师 比 大 幅 攀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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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逐年小幅 增 长，使 生 师 比 从１９９９年 的１０．３１
快速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３８ （见图３）。虽然师生比

变大能提高办学 效 益，但 过 快 增 长 的 生 师 比 是 不 利

于教学质量提升的。

图３　民族地区高校生师比折线图

然而，少数民族 八 省 区 的 生 师 比 还 具 有 较 大 的

地区差异性。以２０１５年数据为例，广西的高校生师

比最高，达到２０．０５ （见 图４）， 大 大 超 出 了 教 育 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的生师

比要求。宁夏、新 疆、西 藏、青 海 的 高 校 生 师 比 均

低于１６， 达 到 优 秀 标 准； 其 中， 西 藏 的 生 师 比 最

低。也即是说，各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的 充 裕 度 较 为

悬殊。

图４　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高校生师比柱状图

　　二、民族地区高校教师队伍结构变化的

原因

　　 （一）国家宏观政策直接影响着民 族 地 区 高

校教师规模变化

建国后，在国 家 政 策 的 大 力 扶 持 下， 民 族 地 区

才开始建立区域 性 的 高 等 教 育 体 系，但 受 经 济 社 会

发展水平制约，其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小、水平低。

改革开放以 来，国 家 进 一 步 加 大 政 策 支 持 力 度，民

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 迅 速 迈 入 快 车 道。１９８５年 《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国家要帮

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教育事业”，鼓励高校 “充

分发挥潜力，根 据 经 济 建 设、社 会 发 展 和 科 技 进 步

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一时期民族地区高校师

资的稳步增长 态 势 与 该 政 策 的 指 导 思 想 相 一 致，总

体而言，规模扩张较为有序。受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国家

高校招生政策 影 响，民 族 地 区 高 校 招 生 人 数 也 少 于

之前的年份，因 此，在 这 个 时 期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规模也表现为小 幅 下 滑。１９９３年 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印发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必须把

教育摆在优先 发 展 的 战 略 地 位，教 育 的 规 模 要 有 较

大发展，积极支持贫困 地 区 和 民 族 地 区 发 展 教 育”，

“高等教 育 要 适 应 加 快 改 革 开 放 和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需

要，积极探索 发 展 的 新 路 子，使 规 模 有 较 大 发 展”。

此后，民族地区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又 以 比 较 稳 定 的 速 度

增长。

２０世纪末，由政府主 导 的 高 校 大 扩 招 对 民 族 地

区高 校 师 资 队 伍 规 模 的 影 响 更 为 剧 烈。１９９９年６

月，原国家计划发 展 委 员 会 和 教 育 部 联 合 发 出 紧 急

通知，决定在年 初 扩 招 的 基 础 上 再 扩 招３３．７万 人，

使得当年的 招 生 总 人 数 达 到１５３万，在 上 年 的 基 础

上增加了４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少数民族八省区高

校在校生数从４８８７８９人增加至１３１２８００人，增幅 为

１６８．５８％；与此同时，民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规 模 也 从

１９９９年的４７３９７人增长为２００４年的８８００１人，增幅

为８５．６７％。２００５年，国 家 采 取 控 制 招 生 规 模 的 政

策后，民族地区高校师资扩张幅度才逐步趋于缓和。

（二）高校师资建设规划有效改善了师资队伍

学历结构

人才是第一 资 源，高 校 之 间 的 竞 争 最 终 是 人 才

队伍的竞争，因 此，要 建 设 高 水 平 的 大 学， 就 必 须

要有高水平 的 师 资 队 伍。进 入 新 世 纪 以 来，教 育 部

明确提出高校 要 加 强 宏 观 思 考 和 战 略 研 究，认 真 思

考 “两个问 题”，精 心 制 定 “三 个 规 划”，明 确 要 求

高校制定 “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规划”。由于发展规

划具有较强 的 执 行 刚 性，为 完 成 规 划 目 标，民 族 地

区高校积极创造条 件 引 进 高 层 次 人 才 和 培 养 在 岗 教

师攻读研究生。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的师资学历统计数

据来看，当前具有 研 究 生 学 历 的 师 资 总 量 超 过 了 具

有本科学历 的 教 师。另 外，为 提 升 具 有 博 士 研 究 生

学历的教师数 量，众 多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普 遍 在 师 资 队

伍规划中实施 “博士化工程”，使得具有博士研究生

学历的 教 师 人 数 结 构 比 例 年 均 增 幅 高 达９１．６１％，

显著提升了 博 士 学 位 教 师 的 总 体 比 重。可 见，师 资

队伍建设规划有效 改 善 了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学

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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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族地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中 具 有 研 究 生 学 历

的教师比重已经超过４０％，比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基 本

办学条件指标》所要 求 的３０％高 出 不 少；但 不 得 不

指出的是，与 东 中 部 地 区 高 校 相 比，其 学 历 比 例 结

构还有较 大 的 提 升 空 间， 尤 其 是 仍 有４８．９９％的 教

师仅有本科 及 其 以 下 的 学 历。另 外，民 族 地 区 高 校

之间的师资队伍 学 历 结 构 也 有 着 较 大 差 异，特 别 是

位于地级市的高校 师 资 学 历 层 次 要 远 低 于 位 于 省 会

的高校。提升 师 资 队 伍 学 历 层 次，是 加 强 师 资 队 伍

质量建设的 重 要 方 面，今 后，民 族 地 区 高 校 还 需 继

续改善师资队伍学历结构。

（三）学术职业阶梯制度化推动了师资队伍职

称结构

作为一种价 值 体 系，学 术 职 业 阶 梯 所 反 映 的 是

大学教师所从事 的 学 术 活 动 的 价 值 序 列，是 一 个 由

低到高的增值过 程，职 称 制 度 就 是 学 术 职 业 阶 梯 制

度化的结果。高 校 教 师 以 学 术 为 志 业， 因 而， 高 校

教师普遍重视学术职业发展给自身带来的价值认可。

因此，我国在１９７８年恢复了高校职称评定工作，重

新实施教师专业 技 术 职 称 评 定 制 度，以 此 激 励 教 师

追求学 术 职 业 提 升； 但 在１９８３年 又 暂 停 了 职 称 评

定，直到１９８６年重新决定改革职称评定，此后职称

制度才步 入 正 常 化 发 展 阶 段。受 此 政 策 波 动 影 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 代 初 期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各 职 级

教师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而，在高校 大 扩 招 之 后，民 族 地 区 高 校 教 师

规模迅速扩大，新补充的师资大多具有研究生学历，

这样，他们只需具 有 三 年 教 学 科 研 经 历 即 可 评 定 为

中级职称教 师。并 且，这 些 教 师 在 晋 升 副 高 级 职 称

的学术职业 阶 梯 中 具 有 天 然 的 优 势，所 以，副 高 级

职称群体也 相 应 扩 大。为 加 强 办 学 条 件 建 设，国 家

教育主管部门规定 高 校 具 有 高 级 职 务 教 师 的 比 例 要

达到全体教师总量的３０％，这 从 另 外 一 个 方 面 促 使

高校重视学术职 业 制 度 建 设，为 教 师 职 称 评 定 创 造

条件。坦率地 讲，民 族 地 区 高 校 职 称 制 度 还 有 诸 多

不完善之处，存 在 重 “量”不 重 “质”的 弊 端， 没

有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立德树人的积极性。

（四）办学规模扩张直接拉高生师比

当前，万人大 学 已 是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的 常 态， 然

而，教师规模扩张 的 步 伐 远 不 及 学 生 规 模 扩 张 的 速

度，这使得民 族 地 区 高 校 生 师 比 逐 年 攀 升。生 师 比

高企的背后实质上是，民族地区高校师资供给不足。

民族地区高校生 源 大 多 来 自 本 区 域，且 民 族 地 区 总

体教育发展 程 度 并 不 高，所 以，学 生 们 进 校 之 后 通

常面临着较长 的 学 习 调 适 期。而 要 使 学 生 最 终 满 足

人才培养标准，那 就 需 要 教 师 付 出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精

力用于教学 活 动 和 学 生 指 导，因 此，过 高 的 生 师 比

是不利于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

另外，生师比 过 高 也 不 利 于 教 师 专 业 发 展。大

众化加快了高 等 教 育 的 扩 张，也 造 成 了 学 术 职 业 工

作条件的恶化。民 族 地 区 高 校 教 师 不 仅 承 担 着 日 益

增多的教学任 务，同 时 还 面 临 着 提 升 学 术 能 力 的 巨

大压力。攻读高级学位、外出访学进修、晋升职称、

以及开展学术研究 等 都 是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教 师 专 业 发

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巨大的教学工作压力之下，

民族地区高校教师 无 法 顾 及 到 自 身 学 术 职 业 发 展 的

内在诉求，严 重 销 蚀 了 教 师 的 职 业 热 情，降 低 了 教

师的学术期望。

　　三、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结构调整的

对策

　　当前，我国即 将 从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阶 段 步 入 普

及化阶段，区 域 高 等 教 育 竞 争 将 日 益 激 烈，高 校 人

才流动也会更 频 繁，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的

任务仍然艰巨。推 进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结 构 调

整，这既是加强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的 重 要

内容，也是提升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

要使师资队伍建设 满 足 民 族 地 区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现

实需要，这就 要 充 分 发 挥 政 府 的 宏 观 调 控 作 用、加

强高校的师资工作力度、重视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

（一）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为优化区域 高 等 教 育 布 局 结 构，扶 持 中 西 部 地

区高校改善 教 学 基 本 设 施，提 高 教 育 教 学 质 量，国

家先后出台了 “中西部高 等 教 育 振 兴 计 划”、“中 西

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 工 程”等 政 策，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善了民族 地 区 高 校 办 学 条 件。然 而，没 有 一 流 的

师资，就没有 一 流 的 教 育，所 以，师 资 队 伍 建 设 才

是制约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办 学 质 量 提 升 的 关 键 性 要 素。

受经济发展和 地 理 位 置 的 双 重 因 素 叠 加 影 响，民 族

地区高校在师资引 进 与 职 后 进 修 方 面 远 不 如 东 中 部

高校条件优 越，因 此，教 育 主 管 部 门 要 充 分 发 挥 政

府对高等教育 的 宏 观 调 控 作 用，制 定 民 族 地 区 师 资

队伍建设专项 规 划，对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实施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

当前，民族地区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还 低 于 全 国

平均水平，所 以，在 今 后 一 段 时 期 内， 民 族 地 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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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规模还将 小 幅 稳 健 扩 张。教 育 主 管 部 门 要 加

强民族地区高校 师 资 需 求 分 析，进 一 步 协 调 师 资 队

伍建设的规模与 质 量，特 别 是 在 补 充 师 资 数 量 的 同

时，更要着力改善存量师资的质量。教育对口支援，

是我国政 府 解 决 区 域 教 育 发 展 不 平 衡 的 重 要 创 举，

要继续做好中东部 高 校 对 口 支 援 西 部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的援建工作，切 实 加 强 受 援 方 与 支 援 方 的 关 系，探

索多种有效的支 援 形 式，利 用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帮 助 受

援高校加强 人 才 培 养、师 资 队 伍 建 设、学 科 专 业 建

设和科学研究。

（二）切实加强高校师资工作力度

师资队伍建 设 是 一 项 长 期 任 务，建 立 和 完 善 师

资管理制度，是推 进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工 作 的 基 本

保障。３０年来，尽管民族 地 区 高 校 师 资 队 伍 的 学 历

与职称结构已经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但 离 一 流 师 资 队

伍建设的目标还 有 着 不 小 的 差 距。在 总 体 办 学 规 模

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民 族 地 区 高 校 要 及 时 调 整 师 资

管理工作的出发 点 和 侧 重 面，实 现 从 重 师 资 队 伍 数

量向重师资队伍 质 量 的 转 变，从 外 延 式 师 资 队 伍 建

设向内涵式建设 的 转 变。特 别 是 要 采 取 强 有 力 的 措

施，大力支持 教 师 访 学 进 修，继 续 提 升 教 师 的 学 历

层次和学术水平，使教师获得更多的学术发展机会；

另外，民族地 区 高 校 要 不 断 优 化 人 才 发 展 环 境，完

善职称评聘 制 度，激 发 广 大 教 师 的 学 术 活 力，让 他

们安心从教、乐岗爱业。

建立教师发 展 中 心、成 立 教 师 工 作 部 是 目 前 很

多高校推进师资 队 伍 建 设 的 新 途 径，这 类 组 织 整 合

了以前高校师资 队 伍 建 设 各 自 为 阵 的 零 散 格 局，并

且借鉴和吸收了 西 方 大 学 教 师 发 展 的 经 验，是 新 时

期我国大 学 促 进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的 有 益 探 索。当 前，

民族地区高校也 大 多 建 立 起 了 这 类 组 织 机 构，但 是

从其运行状况而 言，基 本 上 仍 沿 用 既 有 的 师 资 管 理

形式，其服务理念离 “以 教 师 发 展 为 中 心”的 理 念

还有着较大的差 距，教 师 也 没 有 从 中 获 得 应 有 的 专

业发展机会。因此，民族地区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

勇于创新教师专 业 发 展 的 组 织 形 式，切 实 提 升 教 师

的专业发展获得感。

（三）高度重视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

调查表明，工 作 任 务 重、压 力 大 是 我 国 高 校 教

师的普遍状 态，这 不 仅 让 他 们 经 常 身 心 疲 惫，无 心

专注于学术职业 发 展，而 且 也 极 大 地 影 响 了 教 育 质

量提升。要系 统 解 决 该 问 题，既 需 要 民 族 地 区 高 校

管理者切实减轻 教 师 工 作 负 担，还 要 引 导 教 师 加 强

职业道德建设，尤其是在生师比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提高教师职业 道 德 修 养 显 得 尤 为 迫 切 与 必 要。立 德

树人是高校教 师 的 核 心 使 命，尤 其 是 在 高 等 教 育 大

众化阶段， 更 要 着 力 提 高 师 资 队 伍 思 想 道 德 素 质，

充分发挥教 师 文 化 引 领 的 使 命；否 则，大 学 培 养 出

来的专业人才 不 仅 不 能 按 照 时 代 的 高 度 来 生 存，而

且还无法维持 科 学 和 社 会 的 进 步，反 而 会 利 用 他 们

掌握的专业 知 识 给 人 类 社 会 带 来 灾 难。因 此，民 族

地区高校教师要把 道 德 修 养 放 在 学 术 职 业 发 展 的 首

要位置。

其次，教师要有意识地制定学术职业发展规划。

高校教师从事的是以 “高 深 知 识”为 工 作 对 象 的 学

术性职业，其 专 业 化 程 度 高、排 他 性 强， 因 此， 高

校师资队伍建 设 要 与 学 术 职 业 发 展 联 系 起 来。只 有

激发教师的职 业 发 展 自 主 意 识，引 导 教 师 自 主 追 求

学术职业发展 目 标，才 能 将 外 在 的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目

标内化为教师 的 职 业 追 求，从 而 破 解 其 职 业 发 展 困

境，实现师资队伍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注释：

①文中未注 明 出 处 数 据 均 来 源 于 各 年 度 《中 国 教 育 统 计

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 国 教 育

统计年鉴 ［Ｚ］．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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