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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医科大学董海涛

【摘要】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作为优秀人才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

能力偏高、业绩优秀且多社会兼职，但目前存在逐步脱离思政队伍的趋势，发展

中心出现偏差的特点。分析影响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一定程度的

职业倦怠、过多的行政事务、职业生涯的重新定位、学校的重视、职务的变动、

学科的制约等。

【关键词】思政课教学名师；特点：影响因素

教学名师是教师队伍中具有突出成绩的优秀人员，他们发展的状况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高校教师的发展方向，影响着一个学科甚至一所学校的发展前途。作为担

当大学生德育教育使命的思政课教师，其教学名师的作用尤为突出。为了更好的

发挥思政课教学名师的引领作用，我们开展了针对山西省高校现有教学名师队伍

中思政课教学名师的专项调查，就其发展特点和影响其发展的各类因素形成如下

认识：

一、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的发展特点

高校教学名师的评选开始于2003年。山西省从2003年到2014年共评选十

届，产生教学名师379人，其中思政课教学名师16人，占4．2％。十余年来，思

政课教学名师队伍不仅数量显著增加，其在思政学科建设和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也

日益加强，但从目前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现状看，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

1．部分教学名师呈现逐步脱离思政队伍的趋势。

在被调查的16名教学名师中，除1名离世外，目前有5名主要在其他专业

领域从事教学、研究或管理工作，占比达到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在思政课

教师队伍中，相当多的优秀人才选择偏离思政教育的方向，呈现逐步脱离思政队

伍的趋势。同时，这5名教学名师均为60后，而且其中2人还是这16人中仅有

的2名博士。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政领域高级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和上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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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够宽，制约了高级优秀人才的进一步发展。

2．普遍呈现能力偏高、业绩优秀的特点，只是科研成果稍弱。

在被调查的16名教学名师中，除1名离世外，全部获得过省级以上的教学

和科研奖励，有的名师还不止一次获得上述奖励，尤其是其中有9名教学名师曾

先后担任过山西省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核心成员或思政课学科专家组核心成

员。这就说明这些教学名师不论在教学工作方面，还是科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

出的成绩，具有较强的能力和优秀的业绩。但是，通过对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的研究，我们发现思政课教学名师的科学研究状态参差不齐，研究水平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其中发表数量最多的达到64篇，最少的只有8篇，而且发表在核心

期刊(主要指CSSCI和北大核心)以上的文章不足三分之一。

3．普遍兼职行政工作，社会活动频繁。

在被调查的16名教学名师中，曾担任过处级以上职位的有14名，尤其是目

前在岗的12名人员中有11名担任处级以上的行政职务。这说明现有的教学名师

不仅是本学科的带头人，而且是本单位的核心力量，承担着本单位各项事业发展

的重任。在问到“担任行政职务是否影响名师作用的发挥”中，13人认为是相

辅相成的积极作用，2人认为是互不干涉的作用。由此可见，一定的行政职务不

仅促进了教学名师的发展，而且为名师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当然，频

繁的社会活动必然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总的来讲对教学名师的发展是积

极的促进作用。

4．发展重心发生变化，成果呈现下降趋势。

在对被调查的16名教学名师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

15名教学名师的成果主要产生于评为教学名师之前，只有1名教学名师在成为

名师后发表的论文数量大于成为名师之前。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成为

名师之后的时间多数很短，有10位不足5年。但就个人的年均论文发表量来看，

50％以上的名师呈现成为名师后低于成为名师前的水平，而且即使是成为名师后

论文数量偏多的名师，其论文中高达70％的文章不是第一作者。这也表现出思政

课教学名师的发展重心发生了变化，从实现个人发展演变为培养青年教师和学

生，更多的担当起指导和扶持青年发展的作用。

二、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自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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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思想状态、心理变化都会对人才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教师的自身因素既是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引导思政课教学名师

发展方向的根本。

1．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倦怠，影响了教学名师的继续发展。

思政课教学名师都是本单位、本学科教师队伍中的优秀分子，是具有突出

贡献的重要成员。在他们成为教学名师之前，普遍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

正是因为他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才为自己成长为教学名师打下坚实基

础。但是，当他们成长为教学名师后，因年龄日益偏大，对事业上的追求呈现后

劲不足的心态，因此逐步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倦怠，影响教学名师自身的进一

步发展。

2．较多的社会兼职和繁琐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精力，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

学名师的发展。

思政课教学名师普遍担任本单位的行政负责人，至少也是教研室主任，这

就必然要花费相当的精力来完成繁琐的日常事务管理，使其不能全身心投入教学

和科研工作中，从而影响教学名师的发展。与此同时，教学名师们还普遍承担着

各种各样的社会兼职，而且多数教学名师的社会兼职还不止一项。这虽然对扩大

教学名师在同行中的影响力有积极作用，但也必然要占用一定的精力，尤其是现

在各种会议、交流、讲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使得教学名师的精力进一步分散，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名师的发展。

3．职业生涯的重新定位，成为部分教学名师疏离思政队伍的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政课教学名师对自己的人生设计逐渐从务虚转向务实。

尤其是6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教学名师，从年龄上讲他们已经不再是一腔热血的

年代，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生涯中的成熟期，无论是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定位，还

是对事业、社会的认识都进入理性、务实的阶段。因此，重新定位自己的职业生

涯就成为这些人不可避免的一种思考。而由于他们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相当长的时

间，在自身发展中还具备实现质的突破的优势，因此重新选择发展方向，偏离原

有的思政队伍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发

展。

三、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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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是教学名师生活的小环境，

因此，在制度、特质、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教师名师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显性

或隐性的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生存的外部环境如何，直接影响到名师作用

的发挥和进一步发展。

1．学校对思政课教学名师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名师进一步

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目前对于高校的教学名师而言，“教学名师’’只是一种荣誉，学校并没有出

台针对教学名师的具体要求和扶持政策。尤其是各高校的思政课作为公共政治理

论课，普遍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其教学名师在学校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也比较低，

直接影响了思政课教学名师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对于高校教学名师的定位，多

数学校侧重于其在教学上对青年教师的示范作用，一般表现为二级院系内部的教

学指导，只有个别学校在全校范围内举办观摩教学。这对于省级教学名师作用的

发挥和自身的发展来讲，是远远不足的。

2．职务变动带来的单项流动，较大程度影响着思政课教学名师队伍的发展。

由于思政课教学名师普遍担任本部门主要的行政负责人，学校在干部调整

的过程中较少考虑思政课教学名师的身份，因此客观上造成了部分思政课教学名

师因职务变动，疏离思政队伍的现象。同时，新的岗位有新的需求，也就使这部

分思政课教学名师的发展方向发生改变，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思政课教学名师队伍

的发展。此外，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思政课教学名师的流动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

疏离思政队伍的教学名师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他们都是从思政领域转移到其他

部门，没有从其他部门或学科转移到思政领域的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思

政课教学名师队伍的发展。

3．思政学科固有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学名师的发展。

思政学科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不像其他学科可以

百家争鸣，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政策性、宣讲性和统一性。因此，在学术研究的领

域需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整体，这样对于省级的教学名师来讲，他们在本学科的地

位和发展空间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与其他学科相比，同等条件下，在其他学

科领域可能形成全国范围的影响力，而在思政学科领域也只能是全省范围的一种

影响。这就造成了部分教学名师，尤其是年龄偏低、发展潜力较大的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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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政学科继续发展的空间受限，从而谋求新的发展方向的现实。

总之，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身因素和外部环

境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制约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合力。我们只有不断修

炼自身，提高个人职业素养和奋斗精神，才能形成推动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内

在动力；只有创造有利于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制度基础、政策平台，才能构筑

起推动思政课教学名师发展的外部力量，最大程度实现思政课教学名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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