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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工程理念的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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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师资队伍的质量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文章从“大 

工程”理念的内涵出发，阐述了大工程理念对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的要求；分析了 

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及问题；介绍了建设基于 “大工程”理念的师资队伍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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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师资 

队伍的水平决定着工科院校教育教学的质量，师资 

队伍的质量，是工科院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高 

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高等教育宏观 

管理体制变革趋于稳定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已经 

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只有充分 

重视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才 

能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 

需要。 

一

、 大工程理念对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 

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大工程理念 

现代工程正以科学性、社会性、人文性、经济 

性和实践性等特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对工程的 

理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前那种把工程单纯解释 

为某种专门技术的运用观念，逐渐被 “大工程”观 

念所取代。当代工程活动不应是一味改变自然的造 

物活动，而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造福子孙后代 

的造物活动。当代大工程理念的确立反映了当代工 

程科学与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 

律、生态等交叉融合、协调建构的新趋势，对于高 

校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现代工程师具有重要意义。 

在 20世纪 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工学院院 

长Joel Moses提出了大工程观(Engineering with a 

big E)，这是当时美国工程教育界 “回归工程运动” 

的产物。 “回归工程运动”的核心是要改革美国工 

程教育体系中的过度工程科学化。大工程的理念， 

是一种面向工程实际的理念，是一种为工程实际服 

务的工程教育。其含义是要将人类建立在科学基础 

上的工程教育回归到更加重视工程实际，以及工程 

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上来。大工程理念是思维的 

整体性和实践的可行性统一，是以责任意识为导向 

的操作综合、价值综合和审美综合的统一。根据大 

工程的理念，现代工程师应当具备以下能力：工程 

分析能力、工程设计与创新能力、工程实施能力、 

工程创造力、沟通能力、商务与管理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和终身学习 

能力。 

(二)大工程理念对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提出的要求 

建设基于 “大工程”理念的师资队伍是工科院 

校人才培养的要求。 “大工程”的教育理念要求工 

科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既要注重科学技术基础 

的培养，又要注重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想培养 

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就必须要求教师重视 “工程 

训练”。只有自己亲自做过工程的教师，才能更好 

地为学生讲授工程方面的课程，只有工程实践能力 

强的老师才能培养出工程实践能力强的学生。 

建设基于 “大工程”理念的师资队伍是工科院 

校办学兴校理念和高等工程教育本身的要求。根据 

“大工程”的教育理念，作为工科院校，主要从事 

高等工程教育，高等工程教育必须应对工程全球化、 

工程复杂性的挑战，以前 “狭窄于技术的工程教育” 

和 “技术上狭窄的工程教育”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 

化工程实践的需要，因此，工科院校要以全新的观 

念来理解 “工程”的内涵，要在 “大工程”教育理 

念引领下，培养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现 

代工程师，这就要求学校必须要有相应的师资队伍 

做支撑，学校要将 “大工程”的理念贯彻到每一位 

教师，让教师 自身具备理论和实践双重能力。 

二、河北省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和问 

题分析 

随着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河北省工科院校 

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 

高，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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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向课题以及和企业签订的横向课题数量稳步提 

升。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师资 

队伍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就师资队伍建设满意度问题随机调查了河 

北省 5所工科院校的 308位教师，这 5所院校分别 

是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建筑工程学 

院、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和河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这些教师中担任专业课的有 237人，担任 

基础课的有 71人；年龄在 20—30岁之间的教师占 

被调查总数的 38％，在 31—49岁之间的占54％，50 

岁以上的占 8％。被调查的教师中博士有 l2人，硕 

士有 215人，学士有 81人；被调查的教师中副高级 

以上职称者 67人，中级职称者 203人，初级职称 

38人。调查结果见下表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主 

要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教师培训工作滞后，教师参加的培训机会少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变，教师需要不断 

进行知识的更新和扩充。而从调查的结果来看，90％ 

的教师需要学校提供培训进修机会，97％的教师认为 

学校提供的进行机会不够，学校没有充分重视教师 

的培训工作，培训往往流于形式，很少考虑它与教 

学、科研、年终考核和职称评定等这些制度的协调 

配合。师资培训没有针对性，很难成为一种有效的 

激励因素。年轻教师出去进修的机会少，80％硕士以 

下学位的教师认为自己需要继续提高学历和能力， 

但是学校对在职攻读硕士、博士的教师只报销部分 

学费，更没有足够的经费选送优秀教师到国外或国 

内重点大学短期学习、培训，这些投入上的不足， 

制约着师资队伍的发展。 

表 1 师资队伍建设满意度调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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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普遍缺乏工程实践锻炼与实践教学能力 

长期以来，学校对教师的要求表现出重理论轻 

实践，很少选派教师到企业的生产一线参与生产， 

理论联系实际和将知识服务于社会的能力欠缺。这 

种知识结构，使许多教师难以开出高质量的实验课， 

甚至有的教师在授课计划中就回避实验课，实验开 

出率达不到教学计划的要求。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83％的教师愿意参加工程实践锻炼，94％的教师认为 

工程实践锻炼对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有帮助。 

(三)人才引进力度不够，引进渠道单一 

近年来，各个高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制订了相应 

的人才引进政策，但从整体上来看，人才引进的力 

度还不够，尤其是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比较缺乏，不能形成高水平的学术团队。人才引进 

渠道狭窄，引进途径单一。在教师的引进中，主要 

从高等学院或科研院所引进，从企业和生产～线引 

进的数量极少，尚未形成与企业互为支撑的多元结 

构。有些高校还存在着没有平衡好教师队伍学缘结 

构的问题，造成本校毕业生比例较多的现象。从调 

查结果看，52％的教师认为本校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不 

大，27％的教师认为人才引进政策效果不好。 

(四)师资队伍不够稳定 

当前各高校争夺优秀师资的竞争十分激烈，各 

高校为抢占人才制高点，纷纷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吸 

引人才，导致高学历和高职称的中青年教师的流失 

现象比较严重，对学科、专业发展乃至学校发展都 

造成了很大损失。另外，学历低的教师在职称评定、 

教学津贴、住房分配和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明显处于 

劣势，导致这部分教师外出读硕或读博，绝大部分 

不愿回本校，这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是极为不利的。 

从调查结果来看，29％的教师认为高校教师取得高学 

历或高职称后跳槽到其它单位很正常，57％的教师认 

为是教师的自由，13％的教师认为是人才的正常流 

动。针对 “您认为本校教师队伍状况如何”这一问 

题中，20％的教师认为比较稳定，48％的教师认为不 

太稳定，24％的教师认为青年教师流失现象严重。 

三、建设基于 “大工程”理念的师资队伍的 

对策 

适应工科院校全面推进教师队伍的工程训练和 

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新目标，在大工程理念的引领 

下，打造一支教学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兼备的 “双 

师型”教师队伍，为工程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师资 

基础。 

(一)完善教师培训制度，提高教师队伍综合业务 

素质和水平 

1993年颁布实施的 《教师法》明确将 “参加进 

修和其他形式的培训”确立为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 

和义务。因此，高校要重视起这项工作，按照 “立 

足国内、在职为主、加强实践、形式多样”的原则， 

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精心安排、组织培训。 

要树立开放的观念，多为教师提供出国进修、参加 

国际会议的机会，多提供去国内一流大学进修、学 

习的机会，让教师最大程度地获取前沿学科知识及 

教学方法、经验，提高培养质量和效益。要以中青 

年骨干教师为重点，把以理论知识为主的培训变为 

思想，政治和业务的全面培训，尤其注重教师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教育教学技艺的培训提高。克服单纯 

学历教育和教什么学什么的倾向，加强教师实践能 

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逐步实现由单科培训 

向综合学科培训，从专业型培训向学术研究型培训 

的转变。高校要充分利用现代化远程教育手段，使 

教师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把握最新科技发展 

动态，真正把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成果。 

(二)加强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和工程实 

践能力训练 

基于 “大工程”理念的要求，工科院校培养的 

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应该具备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 

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既要传授理论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针对一些教师中客观存在的重 “学” 

轻 “术”现象和青年教师普遍缺乏参与工程实践、 

社会实践经历和实际动手能力的情况，学校要高度 

重视加强教师工程训练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学 

校要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教师过社会实践关，让他fl'] 

深入企业开展专业的社会调查，了解自己所从事专 

业目前的生产、技术、工艺、设备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以便在教学中及时向学生反映生产一线的新科 

技、新工艺等实际情况，以提高实践教学技能。另 

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来提高教 

师的实践技能，使专业教师努力钻研实践教学，在 

实践教学中查找不足，明确方向，找到出路。 

(三)加强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在 “大工程”理念的引领下，打造一支高素质 

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一方面要从外面聘请具有 

工程实际背景的 “双高” (高职称、高学历)人员 

到学校兼职或任客座教授，邀请他们举办专题讲座， 

以及有选择地参加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等 

工作。同时，学校还可以为兼职人员申请评审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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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创造条件，使他们成为名副 

其实的 “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定 

期地选派教师到企业和科研机构挂职锻炼，鼓励教 

师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实践中，积极为企业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加强企业对教师的培养，鼓励教师 

在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同时还要取得工程训练指导资 

格证或相应行业的特许资格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企业的各种培训，为其相关产品提供宣传和技术讲 

解，促使教师不断提高实践动手能力，打造一支“双 

师型”教师队伍，为工程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师资 

基础。 

(四)改革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与教师实 

践能力挂钩 

目前工科院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工作的 

重点仍放在考核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成果 

奖励上，在这种硬性规定下，教师们只能在承担繁 

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完成论文、 

课题、成果奖励等硬指标上，而无暇顾及专业实践 

和科研成果推广与应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 

从问题的根源一职评上抓起，要制订出一套切实可 

行的教师职评制度，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将教师的实 

践能力作为考核的一部分，对于在实践性教学中取 

得突出贡献或者取得有本专业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教师可以适当放宽职称评定的条件，或者破格进行 

评定。这样能极大地提高教师进行实践性教学的积 

极性。 

(五)深化师资队伍薪酬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改善 

教师的工资待遇 

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 

断深入，高校的薪酬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逐渐 

打破了过去的 “平均主义、大锅饭”，使得高校能 

初步做到把有限的资源向提高效益方面倾斜。为此 

高校在制定高层次人才计划和人才强校战略时，要 

注重发挥薪酬政策在吸引、稳定人才方面的作用。 

采取加大业绩激励的方法，激发教职工个人的努力 

程度，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学术 

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实现一流业绩、一流报酬。其次，坚持管理重心下 

移，实施两级分配的原则，强调各学院(系)责、权、 

利的统一，充分发挥分配 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各单 

位自我约束、自我调控的管理机制，较大幅度提高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的收入水平。现在高校都在 

积极探索新的用人机制，推行全员聘任制，新聘员 

工实行人事代理等新的用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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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eacher team building of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large-scal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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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er team building is the focus of higher education．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universities’core competitiveness．The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requirements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to 

Hebei engineering college teachers team building，and then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teacher team building．At last the paper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idea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in det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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