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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是高校发展的首要资源，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因素之一，各

国政府和各高校也都越来越重视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1]大学教师发展（Faculty 
Development）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产物，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密执安大学和密执安州立大学成立的教师与教学发展中心是最早成立
的发展中心之一，其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通过查阅“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收录的 2003~2013年的期刊中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有关的论文，本文主要
从时间、国别和地区分布、研究视角和对象、研究群体四个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对研究的发展趋势、国别和地区分布、研究视角和对象、研究群体的特点及原因做出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大学教师发展的未来展望，为促进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比

较研究提供参考。

一、十年来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大学教师发展”为“主
题”，时间限定为“2003-2013年”，作模糊匹配，共检索到文献 149篇，接着进一步
剔除只作理论描述等不涉及比较研究的文献，从中筛选出 49篇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
的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十年来相关论文篇数总体上呈现递增态势，2003年 0篇，2013年 9篇，总量增长
幅度达 100%。2011年相关论文最多，达 11篇。虽在某些年份论文篇数出现微弱波动，
如 2009年论文篇数只有 1篇，但这不影响整体发展趋势。

（一）国别和地区分布

从收集的论文来看，十年来我国学者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进行了比

较研究，涉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如表 1-1所示。这些研究论文中涉及国家或地区
比较的论文共 49篇，覆盖国别和地区达 9个。从表 1-1中可以发现，十年来研究最为
集中的国家是美国，关于美国的论文共有 23篇，占总数的 46.94%。涉及到芬兰、荷兰、
波兰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相关论文都仅为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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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3-2013 年期刊中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涉及的国家和地区

涉及的
国家

相关论文数
（篇）

涉及的
国家和地区

相关论文数
（篇）

备注

美国 23 日本 5
其中 4篇论文无指定国家或地
区，为“国外大学教师发展研
究”，另有 1篇为“美日中大
学教师发展之比较”。

澳大利亚 3 英国 8
波兰 1 新加坡 1
芬兰 1 台湾地区 1
荷兰 1 总计 49

研究视角和对象
论文数
（篇）

占该角度论文
总数比例（%）

占论文总数
比例（%） 总数（篇）

总比例
（%）

宏观
视角

理论应用 4 14.81 8.16

27 55.1政策分析 8 29.63 16.33
概念辨析 3 11.11 6.12
历史梳理 12 44.44 24.49

个案
研究

研究型大学 19 86.36 38.78
22 44.9理工型大学 2 9.09 4.08

教学型大学 1 4.55 2.04

表 1-2  2003-2013 年期刊中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论文视角和对象分类

（二）研究视角和对象

将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研究视角划分为从宏观视角出发的研究以及基于个案

的研究。在宏观视角的研究中，可进一步细化为理论应用、政策分析、概念辨析、历

史梳理四类。在基于个案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可再细分为三类：研究型大学、理工

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据此对 49篇论文进行整理，统计结果见表 1-2。

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的论文占 55.1%，个案
研究的论文占 44.9%，两者相差的百分比为 10.2%，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的论文数量相差
不大，几乎各占一半。在宏观视角研究中，历史梳理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占该类

论文总数的 44.44%；在个案研究中，对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占该类论文总数的 86.36%。
（三）研究群体

大学教师发展自 20世纪 90年代在我国开始受到学界和学者的关注后，众多研究
单位都对其展开研究。笔者对 49篇论文的研究单位分布进行统计，其中，有两个及两
个以上研究单位的论文只以第一作者的单位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有 26个研究单位发表了相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成果数量排在前两位的
研究单位分别为：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至 2013年，两个单位关于大学
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论文篇数分别为 10篇和 7篇，占到总量的 34.69%。其他研究单
位如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都只有 1篇。
其中，研究所涉及的最为集中的关于美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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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篇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另外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各有 3篇。北京师范大学十年来关
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 7篇论文集中在对美国的研究。相对来说，厦门大学的相
关研究所涉及的国别和地区范围较广，如对波兰、芬兰、荷兰等国家的研究。

二、十年来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主要特点与原因分析

通过对 2003-2013年的相关论文从时间、国别和地区分布、研究视角和对象、研
究群体的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十年来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论文数量呈曲线递增，但仍较少

2003年到 2005年，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论文数量均为 0篇，2006年论
文数量为 3篇，此后论文数量呈曲线递增态势。但总体而言，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
研究的论文数量仍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20世纪 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引起高校人数激增，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开始
出现危机，为确保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被提上议程，大学教师发展问题

引起关注。[2]

第二，大学教师是大学的核心要素，大学教师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大学的教育质量

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为了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世

界范围教育改革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成果逐年增加。[3]

第三，大学教师发展这一研究领域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才逐渐受到学者和学界
的关注，至今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尽管大学教师发展自被关注起就激发了许多学

者对其进行探究，但丰富的研究成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研究成果较少。

（二）关注的国别和地区较少

2003-2013年期刊中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只有 9个，
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论文数量占到总量的 46.94%，而对于像波兰、荷兰等国
家的研究论文数都仅为 1篇。可见，目前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国，且
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范围较小。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大

学教师发展的关注依然较少，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

意识倾向，认为西方的模式和做法具有先进性。美国这一发达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研

究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其模式具有“普世性”价值，希

望通过学习与借鉴其经验教训促进我国大学教师的发展。[4]

其次，由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像其他历经长时间积累的研究领域的

成果那么多，因此研究资料较不充分，详实资料的获得较为困难，研究难度较大。因此，

多数学者不会轻易尝试对一个没有多少研究资料的国家或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进行深

入的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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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学教师发展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1961年美国的密执安和密执安州
立大学成立的教师与教学发展中心是最早成立的发展中心之一，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

的历史，如今美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大学教师发展模式和策略，可供借鉴之处很多，

故而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6]

（三）宏观视角以历史梳理为主

2003年到 2013年，从宏观视角出发的论文数量为 27篇，其中关于历史梳理的论
文占 44.44%。对于大学教师发展这一领域的关注始于 20世纪 60年代，整个发展历程
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的时间，通过历史梳理，分析大学教师发展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经验和启示，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促进大

学教师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研究型大学成个案研究的绝对主角

2003年到 2013年，从个案研究角度出发的论文数量共有 22篇，其中对研究型大
学的研究占到 86.36%，研究型大学成为个案研究的绝对主角。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
列靠前的大学大部分为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高、关注度大，世

界影响力非一般大学可比拟，对其教师发展的研究容易引起关注，并且有很高的研究

价值，从中可以获得高价值的借鉴和启示。此外，关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

资料获取较为容易，研究难度较小。

（五）研究力量多元，但成果主要来自重点大学

近十年来，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单位都对大学教师发展研究有所关注，26个研究单
位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研究成果的分布从数量上来看，相对集中在厦门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两个单位，可能的原因如下。

第一，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均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国家“211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两所高校对于研究热点必定及时

地跟进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大学教师发展于 20世纪 90年代开
始受到中国学者和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两所高校及时地跟进大学教师

发展的研究，力争走在前列。

第二，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拥有一支强劲的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层次较高、

研究实力较强、拥有较为雄厚的研究基础。基于以上比较教育研究的优势，两所大学

在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贡献极为突出。

三、我国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 2003-2013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相关论文的
研究，本文就中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大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力度

从以上统计及分析可知，大学教师发展问题已经逐渐进入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



理论前沿

38

视野，将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7]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取决于高等教育

所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而高等教育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大学教师的素质，从而也就

对大学教师发展提出了要求。[8]基于大学教师发展对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社会

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加大对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力度，对大学教师发展进行更

加广泛和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和深

刻的启示，促进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拓展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国别和地区

根据如上所示的统计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涉及的

国家和地区仅为 9个，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涉及的其他国家，
如芬兰、荷兰、新加坡也均属发达国家行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由于国

情和发展历史的不同，有其特定的发展特征，都有其值得借鉴之处，通过对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分析出适合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的特点。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

固然可以得到学习某些先进东西的好处，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了解它们在发展

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的情况与问题，也同样有可借鉴之处，在某些方面尤能

发人深省。[9]中国尚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启示固然有其优势，但大环境

的差距也会对大学教师发展道路和形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故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为宝

贵，对发展中国家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是促进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整合研究视角

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宏观视角上对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梳理，

而理论应用、政策分析、概念辨析等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学教师发展应综合历史

与当代视角，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大学教师发展有赖于多个视角的不断深入研究，

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理论应用方面的研究对大学教师发展可以起到

很大的指引作用，为其发展提供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通过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甚至是不同大学的大学教师发展政策，可以为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良好

的借鉴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最适合中国国情以及各地区各学校情况的良好政策。

而概念的辨析对于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只有对该领域

所涉及的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时才不至于陷入概念的

混乱和错误理解中，概念的辨析是研究的基础。

（四）丰富研究对象

上述所示的统计结果及分析表明，目前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

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虽然是中国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最新前沿科研中心，但毕竟

占中国高校的比例并不大，有很大一部分的高校并非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师

发展固然有其借鉴意义，但对于非研究型大学来说，学校类型以及发展状况与其类似

的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显得更加宝贵也更有可借鉴性。因此，今后的大学教师发展研

究在学校类型的选择上除了继续研究研究型大学外，还应当更加重视研究其他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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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这样大学教师发展研究将更具完整性，同时，也可为其他类型的大学的教师发

展提供更好的更合适的借鉴意义。

不同类型的高校教师发展研究，应重视研究维度的选择，开展向上向下的拓展研究。

首先，各类型高校应了解并熟悉研究对象所处的国家环境，关注其政策保障、财政支

持等对大学教师发展影响重大的因素。其次，随着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今后应更加关注教学、教师专业发展等微观层面的比较研究，从而为高校教师发展提

供更细致、更直观的借鉴意义。

（五）加强合作交流，跟进研究动态

随着越来越多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建立以及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比

较视野下的大学教师发展的关注将越来越多。各研究群体、研究队伍应加强沟通联系，

积极交流经验和成果，互相学习和借鉴。此外，还应积极参加相关的国际国内会议，

跟进大学教师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各研究机构应加强合作，整合研究力量，

实现优劣互补，促进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已建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高校或对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

研究单位或群体，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应努力发挥自

己的先进性，将大学教师发展这一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推广开来，吸引更多的研

究单位和群体加入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队伍中。另外，研究者应积极提高自身优

秀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一个积极向上、寻求发展的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

良好环境，加深人们对大学教师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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