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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创新◆再论“高等学校教师研修国家基地”的建构 

陈志鸿  张祖新  梁玉兰 

 

（武汉大学  教育部高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2） 

  

关  键  词：建立高校教师 研修基地 

内容摘要：此文阐述了建立高校教师“研修基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高校教师整体素质和

创新能力的需要，是创新高校教师培训体系、提高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并指出，建立此基地有法律法

规的依据，有良好的工作基础，有广大的市场需求，时机已经成熟，是完全可行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建构的初

步方案。 

两年前，我们曾就建设“高等学校教师研修国家基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过调查研究，撰写论文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论述，却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然而，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进程与高校的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

这几年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建设高层次的高校教师研修基地以提高教师的素质。因此，我们再度呼吁尽快启动

“高等学校教师研修国家基地”的建设。 

一、 建立“研修基地”的必要性 

1．建立“研修基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高校教师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需要 

提高教师素质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高校教师是当今社会先进生产

力中的重要因素。高校教师的素质及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生产力的水平。高校能否实践好“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教师队伍的素质。办让人民满意的大学，必须以教师为本，应该切实关

注教师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尤其要关注教师创新能力的提高。高层次教师培训工作对于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

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建立“研修基地”大面积地开展高层次教师培训工作，既是高校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高校教师职业发

展的需要，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高校教师的人文关怀和对高校教师个体素质全面发展的关心，是高等教育战线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当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开展大面积、高效率、高水准

的“高层次研修”，以迅速提高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 

表现在显性方面：高校教师学历依然偏低。一般地说，学历的高低与知识水准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具有

正相关的关系。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的858，393名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70，487名，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223，860名，共计294，347名，仅占教师总数的34.2%，还有564,000多名教师只有本科及以下学历。 

表现在道德修养方面：社会转型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影响着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高校教师，尤其是

中青年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敬业精神、团结协作意识、潜心治学态度以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等方面都大有强化

之必要。 

更为重要的是在隐性、深层次方面：大批高校教师知识老化、知识结构单一、知识原创性能力不强；信息化

素养不高，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偏低；教育教学创新意识和能力薄弱等。 

此外，高校教师的学缘结构也不尽人意，近亲繁殖成为影响教师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我

国高校教师近亲繁殖率是国外高校的五倍；教育部直属院校教师中非本校毕业者不到一半；而在科研工作中，非

本校毕业的教师承担或参加“国家级项目”却远远超过一半。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素质教育模式的推行，培养和提高高校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紧迫课题。这不仅是新时期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取向，也应该成为高校

教师全面发展的内在核心。因此，高校教师培训工作、特别是高层次师资培训工作必须着力于培养和提高教师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建立“研修基地”是创新高校教师培训体系的需要 

我国现有高校教师培训网络体系不能适应对高校教师高层次培训的需要，必须充分利用我国高校高水平学科



点优质教学、科研资源，以之为依托，建立“研修基地”，才可能将以提升高校教师知识更新、知识创新能力和

教育教学创新能力为目标的高层次培训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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