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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国芳

专心教学
副教授当20年未晋升

“毫无疑问，职称成了高
校教师的指挥棒。”再过10个
月，在省城一所高校任教的陈
力(化名)就将从岗位上退休，
他的职称是副教授。

早在1996年，陈力就已经
获评副教授职称。2 0年过去
了，回忆起当年评职称的条
件，陈力仍然印象深刻。“当
时，对于教学和科研都有硬性
规定。比如，教学要求承担两
门课程以上，并且其中至少一
门本科教学，课时量、教学质
量评估也要达到要求。科研成
果指标主要是论文和主持的科
研项目。”

从讲师到副教授，陈力用
了5年，而从副教授到教授，
陈力却笑着说已经“不追求
了”。当上副教授后，陈力将
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教学活动
中。“在职称下放以前，对评
正教授的科研要求相当高，说
实话，很多并不太切合实际，
而且评定标准严重忽视了教学
的重要性。而我这些年，把主
要精力放在了教学改革和教材
制定上。”

在陈力看来，自己所在的
学校是所综合性大学，本科教
学仍是重点工作。“自去年评
职称权力下放后，学校对评职
称的标准有所改变，向教学有
所倾斜，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仍然是主要以科研项目、经费
和论文为主。”在陈力看来，
职称风向标下的科研并非为了
创新，而是功利性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陈力
所在的高校有了自主指标，也
就是说部分教师可以享受学校
自主确定的教授资格。“有的博
士干了七、八年还是讲师，讲课
水平也挺高，但就是评不上副
教授。这样，学校可以给予这部

分人副教授待遇，也缓解了职
称评定难和标准问题。”

与陈力不同，王辰(化名)
任教于山东财经大学，他凭着
教学成绩拿到了副教授的职
称。“教学是良心活，很多老
师为了评职称，拼了命的去搞
科研，争取科研项目。职称偏
向教学，肯定可以改善教学质
量，对年轻老师来说，有了待
遇做保障，也可以全身心投入
到教学中。”

据了解，在职称评定改革
方面，山东财经大学制定政策
鼓励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向40岁以下优秀青年教师适当
倾斜，单独推荐、单独评聘，
有多名40岁以下年轻教师被聘
为教授，最年轻的34岁。

山大试点教学型教授
评定组现场听课

今年5月份，山东大学教
学型教授评定资格公示，结果
显示，有5名教师通过教学型
教授、副教授评定。其中，1
人获评教学型教授，4人获评
副教授。

“往年，除了破格晋升
外，山大教师共有两种途径晋
升职称。一种是科研型教授、
副教授评定和教学科研型教
授、副教授的评定。”山东大
学土建与水利学院教授冯维明
介绍，今年，山大首次试点教
学型教授、副教授评定，并且
已经有5名教师获评。

据了解，教学型申报教师
依旧需要在综合要求、人才培
养、学术成果、承担项目等方
面有一定成绩。但侧重点有了
转变。

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一
栏，要求申报者须具备良好的
教育教学能力；任现职以来，
年均承担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
不低于256个标准课时(每周8个
标准课时)，或每学期开设2-3
门课；教学质量综合考核为良

好及以上(由教学指导委员会
认定)。同时，申报教授职务
者须长期承担一项课程建设任
务。此外，在学术成果上，更
加强调“教研论文”，而非
“科研论文”。

作为教学型教师高级职务
条件制定专家组成员，冯维明
对评职称“规矩”颇有感触。
“以往教学型科研也主要以科
研为主，满足课时只是基础要
求。很多人虽然参评教学型科
研教授，但往往是拿着科研来
弥补教学，评审时也大多混
合，没有真正意义上体现教
学。”

如今，从申请到获评，教
学型教授评定完全由教学来考
核。“在评定过程中，严格执
行教学审核标准，每位专家组
成员都要去现场听课，学校工
会也参与其中，对老师的师德
进行评价。”冯维明强调，科
研和论文不再是硬性条件，就
看教学文章和课题这些完全契
合教学的指标。此外，教学是
“辛苦活”，不设置破格提
拔。

在不少高校，往往有些动
辄上百万的课题项目，而教学
型项目多的也只有万元。对
此，冯维明透露，今年山大加
大了对教学型项目的投入，虽
然具体数额尚未可知，但这也
是对教学的肯定和认可。

“我认识一个博士，当了
20年的讲师，讲课非常好，学
生也很欢迎，但一直没有机会
评上副教授。教师的精力是有
限的，如果全部投入教学，势
必没有足够的时间搞科研。以
前的职称评定导向也让教学成
果与科研成果没法相比，投入
与回报相差很大，评来评去还
是看科研，真正讲课好的老师
却评不上职称。”

今年山大试点评教学型教
授后，冯维明也接到不少老师
的咨询电话。“目前，山大教
学型教师高级职务申报条件仍
在不断完善，有一点可以肯

定，讨论稿再修改也离不开教
学这条主线。”

试点高校各出“奇招”
向教学一线人才倾斜

去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和省教育厅印发《关于深
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改革之后，学
校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主
制定岗位任职条件。我省的
本、专科高等学校(含独立学
院、高等职业院校)和成人高
等学校纳入改革范围。

职称评定下放一年有余，
高校各出奇招，下放红利也开
始出现。作为第一批改革试点
的高校，山东农业大学建立起
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试点以来
新增两院院士3人，培养了一
大批高层次优秀人才，引进海
外高层次人才30多人；建成了
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中心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学科
平台，学校年科研到位经费超
过2亿元，其中国家级项目经
费过1亿元，教师队伍的教学
水平、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能
力不断提高。

从去年第三轮巡视反馈
整改中，记者发现，山师针
对反馈中提出的“关于考核
导向不科学、重科研轻教学
问题”，进一步规范、细化
教学指标体系，提高了教师
教学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
完善分类考核机制，增加了
指导学生优秀学位论文、指
导学生专业大赛获奖等考核
内容，更全面体现各种类型
教师的教学业绩。

据了解，山东建筑大学则
就存在的职称评聘向行政部门
倾斜明显，学校行政化现象比
较严重问题做出整改。“学校
完善相关制度，在职称评聘、
科研项目评审、进修培训等工
作中，全面向教学科研一线人
才倾斜。同时，调整专业技术

岗位评聘评委专家构成，增加
一线教师评委比例。”山建大
有关负责人回应。

评定下放后
利于教师人才流动

根据《实施意见》，此次
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因事设
岗、科学制定岗位任职条件、
严格竞聘程序、实行业内评
价、加强聘用管理等五个方
面。改革的亮点在于学校可根
据自身发展需要，自主制定岗
位任职条件。

“评定标准由高校说了
算，学校根据各自情况设置岗
位条件，评定标准不同，会不
会存在高校间互不承认各自评
定的职称的情况？”有高校老
师担心未来流动受阻。

对此，冯维明认为，评定
下放后，反而更有利于高校间
的人才流动。“越是人才聚集
的重点高校，职称竞争也越激
烈。然而每年评定的名额是有
限的，因此，激烈的竞争会让
一些人才向稍弱的大学流动。
比如，教师由重点院校向普通
高校流动，标准降低了，评教
授和副教授的机会则会提升。
此外，教授职称的待遇在高校
间的差别并不大。”

当然，高校拥有职称评审
权并不意味着“想评多少就评
多少”，要根据政府部门批复
的设岗比例与数量。高校根据
职责任务和工作需要，根据学
科设置、师资力量等因事设
岗，并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
结构和数量内，开展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对于权力下放，冯维明也
有一些忧虑。“高校制订评审
标准和计划是集体行为，而具
体执行往往集中在几名专家
身上，这就成了个人行为。评
审专家是否能做到严谨、公
平、公正，这是值得考虑的问
题。”

讲了一辈子课，却
只能评到副教授。以
往，职称评定“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屡
见 不 鲜 。 自 去 年 5 月
份，我省进行高校职称
评定改革，政府部门将
评定权力下放，高校教
师职称评定由学校说了
算。距下放评定一年时
间，各高校陆续制订出
台职称评定办法，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高校的
职称评定向教学倾斜。
这意味着，课讲得好也
能评上正教授。

在一大学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

课课讲讲得得好好也也能能评评上上正正教教授授
职称评定高校说了算，倾向教学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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