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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的选拔与培养成为提升专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当

前，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机制存在评选标准不够全面、量化赋分方式单一、选拔程序不够严谨和评审团队经

验不足等问题，制约着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针对于此，高职院校应围绕完善评选标准、变革

评价方式、优化选拔流程和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四个方面，优化与创新汉语言专业教授评选机制，以加快高职汉语言文

学专业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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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fess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fess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criteria, the single quantitative scoring method, the lack of rigorous selection procedure and 

the lack of experience of the evaluation team, which restric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fess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view of thi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essors i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erfecting the selection criteria, reform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ptimizing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so a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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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语言文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职教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教授作为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科研和

管理的核心力量，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到专业教育的发展 [2]。因此，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授评选机制不仅关乎教师个人职业发展，更

与教育强国建设息息相关。早在2020年12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中就强调，“形成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评价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3]，这

为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提供指导思想。然而长期以来，部分高职院校的职称评选仍然存在“用而难评，评而未用”的怪圈问

题 [4]，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因此，本文总结了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机制存在的问题，并针

对各个问题提出缓解之策，旨在进一步优化和创新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机制，以提升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

课题：2021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边疆职业学校网络教学资源开发研究（课题编号：ZJB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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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机制存在的

问题

（一）评选标准不够全面

评选机制设计的初衷是全面考量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

务等多个方面的表现，确保教授评选的合理性。然而在实际评选

过程中，评选机制的各项评价指标往往过于套用本科院校教授职

称评选机制，未能构建具有高职汉语言专业特色的评选机制 [5]。例

如，评选机制可能过分强调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发表期刊的级别 [6]，

而忽视了教师在专业教学质量、学生满意度、课程创新、实践经

验和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种不全面的评选机制使得许

多在教学一线表现优异、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无法得到应有的认

可和提升，不利于教授团队的扩充与发展。

（二）量化赋分方式单一

在评选方式上，大多高校往往不能充分协调定量指标与定性

评价的权重占比，影响了教授评选机制的准确性。定量指标是指

能直接通过计算得出评估等级的指标 [7]，此处指论文发表数量、科

研项目经费、获奖数量等指标 [8]。定量指标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客

观依据，但它们无法全面捕捉到观测者的综合表现 [9]，即无法全面

评估教授在教学互动、学术交流、学生指导等方面的能力。定性

评价方法是指有同行专家参与的评价活动 [10]，如同行评议、教学

观摩等评价方式 [11]。只有定量指标与定性评价有序结合，才能准

确量化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和学术影响力。

（三）选拔程序不够严谨

高职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过程中，严谨性不足也

是一个显著问题。一方面，部分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的选拔

过程往往缺乏透明度 [12]，且评选信息不对称 [13]，使得评审团队难

以了解评选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而言，部分评审团队对于候选

者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难以鉴别，严重影响教授评选公平性。

同时，评审团队亦可能会因为个人偏见、情感因素或特定利益的

影响，出现误判、漏判等行为，导致评选结果的不准确。另一方

面，高职院校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 [14]，即评选结果公布后未能及

时收集各方意见，难以对评选过程进行有效改进，削弱了评选机

制的公信力。

（四）评审团队经验不足

部分高职院校由于缺乏经验充足的评审团队，导致在汉语言

文学专业教授评审过程中无法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和评审水准，

从而未能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职业提升。一方面，部分高

职院校评审团队成员自身专业素养不足，难以对候选者的学术水

平和教学能力进行精准评估，导致评审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准确

性。另一方面，部分评审团队在构建汉语言文学教授评选标准

时，未能把握教授评选机制与教师职业发展的关联性，导致二

者出现脱节问题，影响教师队伍的主动性和高职院校的发展动

力 [15]。

二、高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选机制的优化与创新

策略

（一）完善评选标准，注重综合能力评价

为确保评选的公正性和全面性，需对现有的评选标准进行全

面的梳理和优化。其一，高职院校汉语言专业应将教师的教学能

力作为评选的重要指标，将教师的汉语言文学素养、课堂教学质

量、课程设计优秀度以及汉语言课程教学创新能力等指标纳入教

授评选标准中。其二，高职院校在评价教师的文学水平时，不仅

要以其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级别为参考，还要考察其研究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价值，确保教授评选机制的现实性。其三，高职院校需

考察教师的实践经验，具体应涵盖企业项目、实习指导、社会服

务等实际工作能力，提高汉语言专业教授队伍的实践素养。其

四，高职院校应定期对评选标准进行回顾与优化，结合实际情况

调整评价指标，确保评选标准的动态适应性。

（二）变革评价方式，提高评选质量

为提高评选机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合理划定各项指标权

重，即将定量指标与定性评价两个方面的占比合理分配。其一，

高职院校应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由同行专家对评选教师的教学

质量和科研成果进行评估。其二，高职院校应通过发放问卷调

查、学生反馈等方式了解学生对教授的教学满意度，将教师的责

任心、师德等无法简单量化的指标统一评审，确保评选方式的多

样性。其三，高职院校应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引入企业

专家参与评选过程，确保评选标准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其四，

高职院校还应建立动态考核机制，对教授进行跟踪培养，定期评

估教授的工作表现，检验教授评选机制的长期有效性。

（三）优化选拔程序，提高公开透明度

选拔程序的优化是确保评选公正性的关键，故高职院校汉语

言专业教授评选机制应确保教师评选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其

一，高职院校应制定详细的评选规则和流程，确保所有参与评选

的教师都能清楚了解评选的标准和程序。其二，高职院校应建立

多元化的评选委员会，确保委员会成员具有专业代表性，具体包

括不同学科背景、教学经验和行政管理的代表。其三，教授选拔

过程应公开透明，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操作，避免出现投机取巧、

弄虚作假的行为，且所有评选结果应及时公布，以接受其他教师

与社会公众的监督。其四，高职院校应采用信息化手段，将评选

过程全程记录并保存，以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进一步

提升汉语言文学教授评选的公信力。

（四）建立激励机制，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为了提升全方位提升评审团队的评审能力，高职院校应建立

健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评级评审团队以及

整体教师团队的个人素质，同时也能够为高职汉语言专业教师提

供发展通道。一是要设立多元化奖励制度。高职院校应根据汉语

言专业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不同贡献，设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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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奖励项目，以表彰在不同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教授。二是要

实施荣誉表彰机制。对于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或者

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做出显著贡献的教师，高职院校应给予相应的

荣誉表彰，以提升其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三是建立绩效考核

与晋升挂钩机制。高职院校应将教师的绩效考核结果与晋升、职

称评定直接挂钩，确保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使得教师的

努力与回报相平衡。

三、结论

在当今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优化和创新高职汉语言文学专

业教授评选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高职汉语言文学专

业教育质量的提升，更是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有

力推动。因此，高职院校亟需构建多元化、专业化的汉语言专业

教授评选机制，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

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长远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丽 , 原昊 , 邓福舜 . 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教师职业技能培养刍议 [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34(01):157-159.

[2] 刘保亮 , 丁琳慧 . 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文科”建设路径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42(04):76-79.

[3] 田一聚 . 我国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的政策分析 [J]. 江苏高教 ,2022(10):90-97.

[4] 王为民 , 崔欣欣 . 评审权下放后高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建设的成绩、问题与省思 [J]. 教育与职业 ,2023(14):77-84.

[5] 王为民 . 新时代高职教师职称制度建设现状调查 : 基于三重证据法 [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23,22(05):1-7.

[6] 张春淦 , 吴春 , 张萼 , 等 . 盐城市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3(18):129-132.

[7] 陈晓静 . 高职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策略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3(20):108-110.

[8] 龚一峰 , 王刚 , 周宏 .“破五唯”视域下地方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研究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 自然科学版 ),2024,23(02):137-141.

[9] 熊佩萱 , 茹宁 . 科学研究社会影响力评价趋势的国际分析 [J]. 中国高校科技 ,2023(04):22-27.

[10] 谢珍 , 马建霞 , 胡文静 . 基于多维度引用特征的学术论文评价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46(08):51-58+76.

[11] 蔡韩燕 , 杨成 . 数智融合驱动高校教师评价改革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3,33(01):91-98.

[12] 龚耀飞 . 提升专业素养 , 做一名优秀的学校领导者 [J]. 上海教育 ,2023(01):52-53.

[13] 范锐彦 .“破五唯”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23,25(03):76-81.

[14] 盛守奇 . 地方高校师德评价体系的现状与探讨 [J]. 科技视界 ,2020(05):195-196.

[15] 彭谦 . 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审视与路径探析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13):3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