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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椒”到名师：给高校教师的 100 条建议

认清自己在高校中的地位
—“孩子、媳妇、宠物，然后我”

各位老师不要误会，“孩子、媳妇、宠物，然后我”这种排序是一个

“东北梗”（也可能是全国范围的），主要是描述东北老爷们在家庭中的

地位，一般用于自嘲。本文将其放在这里也主要就是起到娱乐作用，并

没有任何其他的不良引导，况且本书的写作对象是高校教师，不仅包括

男教师，还包括女教师。这里主要是为了说明，高校是一个庞大立体的

结构，高校教师要能在宏观的体系结构中找准并坚守自己的位置，这对

我们日后开展科研、教学都有明确的指引和帮助。

1）高等教育的职能和复杂结构

高等教育有两项基本职能—科学研究（俗称“科研”）和人才培养

（俗称“教学”），但这是从高等教育总体的角度来看的，也即全国 3013

所高校都具有这两项职能。高等教育内部有很丰富立体的结构，上到校

长，中到学校和学院的管理者，下到教师，这些不同层次的主体共同实

现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功能。高等教育与一线教师关系梳理

见表 1。

从表 1 来看，校长负责的一般都是宏观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事项

（宏观层面），为了具体落实这两项职能，还会有相应的支撑部门和相关术

语（中观层面）。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教育学术语有学科、学科建设、学科

定位与发展、科研管理、研究生培养、平台建设、学术组织、学术交流、

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科学精神、话语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

自主、理论自信、项目申报、论文撰写、产研结合、服务社会等。与人才

培养有关的术语有专业设置、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培养立案、师资队

伍、教学改革、教学管理、招生、就业、评价、资源建设、课程、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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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法、服务社会等。所以，一旦我们提及某个具体的术语，就要知道

它处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哪个范畴及何种层次。

表 1 高等教育与一线教师关系梳理

高等教育

不同层面（主体） 主要职能

高校（宏观）

—校长
科学研究（科研） 人才培养（教学）

管理层（中观）

—中层管理干

部及院长、副院

长等

学科、学科建设、学科定位与发展、

科研管理、研究生培养、平台建设、

学术组织、学术交流、问题意识、研

究方法、科学精神、话语体系、思想

体系、理论体系、学术自主、理论自

信、项目申报、论文撰写、产研结

合、服务社会等

专业设置、专业结构、

课程体系、培养方案、

师资队伍、教学改革、

教学管理、招生、就业、

评价、资源建设、课程、

教学过程、方法、服务

社会等

一线教师（微观）

—你

某一学科（二级、三级）研究方向 某一门课怎么上好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知识生产 知识传授

2）一线教师的职责及其本质

高等教育的两项具体职能需要落实在每一位一线教师身上，也即每一

位一线教师都承担着具体的科学研究任务和人才培养任务。但是与从宏观

的高等教育角度观察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不同，每一位一线教师身上的任

务是十分具体而明确的。简而言之，一线教师的科学研究就是针对自己所

在的二级或三级学科之下的某个研究方向，通过对这个研究方向的不断研

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从事知识生产。一线教师的教

学就涉及自己手中的具体的一门课—如何建设好这门课程且如何上好这

门课程，从而完成知识传授。其实，一线教师的具体工作要落实到知识这

个层面，科学研究的本质从最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知识生产，人才培养

的本质从最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知识传授。一方面，一线教师在高等教

育范畴内的一项本职工作就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从事知识生产工作，这

种知识生产工作以论文发表、著作撰写为载体，同时依托横向和纵向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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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项目展开，最终形成该教师的代表性成果，该成果成为其所在学科建设

成果的一部分，进而为其所在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做贡献。另一方面，一

线教师在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另一项本职工作就是把自己负责的具体课程建

设好，确定课程内容也即该门课程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构成，并通过教学活

动（理论课、实践课）将这门课程所承载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所以，一线

教师的本职工作离不开一个最为核心的词汇—知识。科学研究（科研）

是生产知识，人才培养（教学）是传授知识。

一线教师从事的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授（教学活动）工

作是交织在一起的。每个教师原则上在教学中讲授的课程是自己从事

科学研究的领域。以我为例，我的研究领域是国际私法（法学三级学

科），我在教学中承担的课程是国际私法学，培养的研究生是国际法专

业，国际私法方向。所以，一名教师从事知识生产的领域和其承担的课

程是重合的。a 以上是从一线教师这个比较微观的层面观察的，如果我

们将视野拉到高等教育内部的中观层面观察，你会发现这时候涉及的关

键词就会涵盖科学研究方面的学科、学科建设，以及教学方面的专业、

专业建设、课程体系、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等内容。同样，学科

的知识是专业和课程体系的载体，没有学科知识，专业、课程体系便无

法落实，学科建设要为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提供支撑，这是科研和人才

培养在中观层面上的表现。如果我们继续将观察视角拉到高等教育的宏

观层面，那就又回到了高等教育的两个基本职能—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通过这样一个“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解读和描述，读者应

该能够意识到，高等教育内部是有层次的，每个层次做的工作都与高等

教育的两个核心职能—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有关，只不过这是最宏观

的层面；当你从中观层面观察的时候，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培养目

标等一些术语就会出现；当你从最为微观也即一线教师的层面观察的时

候，研究领域、研究方向、课程、课程教学等一些微观术语就会出现，

如图 1 所示。

a　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种现象，理论上应该是重合的，但是有一些学校师资力量不够，迫

使很多教师承担了很多其研究领域之外的课程，出现了教学和科研不能对应的情况。这种

情况不理想，但对于某些学校而言没办法。在“双一流”高校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基

本上每个一线教师的科研方向和教学任务是匹配的，这对于人才培养、教师专业性和教学

质量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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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知识
传授

某一领域
科学研究

某一门课程
及其教学

知识
生产

知识

教师

… …

图 1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微观本质

任何高等教育问题都脱离不了本书对于高等教育内部逻辑层次以及高

等教育两个基本职能的描述，任何高等教育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到最为微

观的一线教师群体身上，如果不能准确地描述一线教师在高等教育内部

的逻辑层次、职能定位和工作本质，那么教育问题就无法解决，就落不

到实处。

写到这里，读者就应该明白了，本部分的写作目的就是让读者对高

等教育的体系结构有明确的认知并确定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这个认

知非常重要，它影响着一线教师后续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同时，明确

一线教师在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中的定位之后，你会用一个标准去判断一个

教学或者科学研究行为有没有越界，也即干了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或者动

了别人的奶酪。我在评审教学改革项目的时候，看到有些一线教师写课程

体系设置、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等内容，理论上讲，这些工作都不是一线

教师能做得了的。如果读者去网上检索文章，你会看到很多一线教师大谈

特谈不属于他们职能范畴的学科、专业、招生、就业、师资队伍等专业词

汇，还有一些教师脱离自己的学科搞研究，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同时

也说明高等教育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慢慢梳理。这些是我们在后文要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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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内容，本部分就不过多描述了。总之，一线教师找准自己的定位好

处多多，一方面可以规范自己的教学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可以观察别人的

教学科研活动是否规范，这是一条金科玉律，是客观事实，不能违反—

规律是铁，一碰就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